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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象中国这样的实施严格户籍制度的国家，世界上并不多见。那么，我们自然就会提出疑问，为

什么在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我们要建立起严格的户籍制度呢？   

  其实，户籍制度在当时也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对策。从本质上看，户籍制度是一种“社会屏

蔽”（social closure）制度，即它将社会上一部分人屏蔽在分享城市的社会资源之外。我们知

道，迄今为止在有文字记载的社会中，包括财富在内的社会资源都不是人人平均占有的。一些社会

集团总是会通过一些程序，将获得某种资源和机会的可能性限定在具备某种资格的小群体内部，为

此，就会选定某种社会的或自然的属性作为排斥他人的正当理由。从现有的制度看，这些属性通常

包括：国籍、文凭、证书、民族、种族、血统、姓氏、社会出身、地域、宗教等等。在这个意义

上，财产制度、所有权制度也是一种“社会屏蔽”手段。它规定了财产所有者对于财产的占有，而

排斥他人对此染指。社会屏蔽制度的核心，是在为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资源之间的关系建立起秩

序。   

  那么，在50年代，为什么要建立户籍制度来调整社会关系、确立社会秩序呢？这就要分析1949

年的革命及其后果。1949年，我们曾尝试了打碎阶级的实验。先是在解放初期进行了土地革命，将

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接着，在1956年实行了城市私营经济的改造，将私人占有的工商业逐渐改变

为转变为公私合营的。这样到了50年代中后期，社会各群体之间的关系，并不存在经济意义上的阶

级关系了。从法律上说，财产资源属于全民所有或集体所有了。然而，全民所有与集体所有究竟应

该怎样实现，却是件难事。因为，财产、资源的分配需要一定的规则或秩序，如果全体人民中或集

体成员中，任何一个人都要求财产的话，经济秩序就无法维持。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建立起一种社

会屏蔽的机制。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户籍制度便应运而生了。该制度将人口的大多数限制在农村，

仅允许居住在城市的人享有城市的基础设施。当然，在城市里，还有更细致的制度。比如单位体

制，比如干部工人区别的身份制度，比如分层级别制度等。   

  这个道理搞清以后，我们就要看看，在今天，户籍制度是否还在维持社会秩序上发挥重要作

用。改革开放以后，整个社会的财产集中化程度有所降低，民间财产的数量有明显增长。90年代以

来，私营企业、股份制企业，以及多种所有权成分的各种企业更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民间拥有财

产的数量和形式均发生重大变化，比如，住房体制改革以后，私人拥有住房的现象已经变得极为普

遍。所以，显然，财产所有权制度已经逐渐上升成为新的维持秩序的首要制度了。   

  此外，文凭、学历、技术证书作为社会屏蔽和筛选的功能越来越突出。自1977年我国恢复高考

以来，文凭、学历就在社会地位的区分中起到愈来愈重要的作用。80年代以来，中央在制定干部提

升的标准上也强调学历的重要性，没有高等学历的一般都得不到提升。8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正式

恢复了学位制度，建立了学士、硕士、博士等一系列学位制度，90年代以来又逐步建立了一系列的

技术证书制度，会计证书、律师证书、资产评估员证书等等。所有这些都成为对于人群进行区分的

基本依据。   

  总之，比起户籍的区分来，产权和一系列技术证书对于地位的区分要细化得多。与户籍制度的

社会屏蔽相比，上述产权、文凭、技术证书的社会屏蔽有着性质上的不同。我们知道，户籍是一种

根据人们的先天指标确定人们地位的制度，也就是说，一个人刚刚出生就被赋予了户籍地位。而上

述产权、文凭、技术证书却是一种根据人们的后天活动确定地位的制度，一个人要通过个人的奋

斗、努力才能获得文凭、技术证书。所以，在现代社会，后一种社会屏蔽制度，被认为更为公平一

些。总之，一方面，产权、文凭、技术证书已经逐渐取代了户籍制度的维持秩序的功能；另一方

面，强调后天努力的新的制度体系比原有的制度体系更具有公平性。所以，户籍制度的社会功能已

经大大削弱，仅仅是因为原有制度的惯性，而继续维持着活动。   



  北京市近来为私营企业在京投资修改户籍条例就是这方面的一个突出例证。据新华网报道，到

北京市投资开办私营企业的外地公民，以后可以办理北京市常住户口。2001年8月3日，北京市十一

届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北京市促进私营个体经济发展条例》，其中第二十一条规定，鼓励外地

私营企业和公民在北京市投资开办私营企业。长期在北京市经营并有较大贡献的私营企业的负责

人、执行合伙企业事务的合伙人或者法定代表人及其配偶和一名未成年子女可以办理北京市常住户

口，不受进京指标的限制。这也就是说，用投资或财产的指标，将那些没有投资能力的人屏蔽在北

京市户籍权利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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