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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_AF_95_E5_A4_A7_EF_c26_247177.htm 一、注意事项 1.申论

考试是对应考者阅读理解能力、综合分析能力、提出和解决

问题能力、文字表达能力的测试。 2.作答参考时限：阅读资

料40分钟，作答110分钟。 3.仔细阅读给定资料，按照后面提

出的“申论要求”依次作答。 二、资料 1.在2007年两会上，

认为应该制订户籍法，取消“农村户口”的呼声高涨。现行

的户口制度是1958年出台的，此后一次也没有修改过。

自1958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管理条例》正式实施以后

，中国形成了农村户口和城市户口“二元结构”的户籍管理

体制。但在今天的中国，僵化死板的户籍制度早已不合时宜

，而且日益成为阻碍实现社会和谐的一大障碍。 2.《中国青

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与新浪网新闻中心联合开展的一项

有11168人参加的调查显示，91.7％的人认为户籍改革“太有

必要了”。而不久前《半月谈》杂志透露，由国务院14个部

门组成的6个调研组，去年分赴全国12个省市进行综合调研后

认为，当前进一步深化户籍改革，已经具备了许多有利条件

，时机基本成熟。一边是国务院调研组认为深化户籍改革“

时机基本成熟”，一边是民意高调呼吁户籍改革“太有必要

”，足见户籍改革已经是大势所趋。 3.现行户籍制度是为了

配合当时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而推出的，其最大初衷是

认为生产是为了满足人民的需求，而非追求利润。在计划经

济模式下，政府不仅要抓生产，还要包分配。因此，在制定

生产计划之前，政府得搞清楚人民的需求，以免出现生产过



剩。 囿于物资短缺之苦，政府只能为城市居民提供食物、住

房、就业、医疗、教育和社会福利。 中国是传统农业社会，

一般认为农民能够自给自足。因此，户籍制度以往总是严格

限制农村人迁入城市，防止城市人口膨胀，以达到减轻政府

负担的目的。 4.有资料透露，在农村由于几十年一贯制的二

元制户籍模式，带来了社会保障的全面丧失。土地的性质决

定了男劳力的必需；培养子女费用的低廉，“多子多福”观

念得以通行，中国农村为此多生了一亿多人口。另一方面，

二元户籍制把市场人为地分割成两个部分，导致城乡收入差

距的扩大。由于实行两类不同的户口管理体制，严重地阻碍

了市场由农村向城市的自由传递，城市和农村两个市场按照

不同规律运行，农民缺乏足够的消费能力，农村市场难以启

动。 这种状况对农民工而言尤其不公。户籍制度生硬地把农

村人口控制在城市体制之外，城市籍此建立了住房、医疗、

教育、养老等一系列排他性的福利制度，以及保障城市劳动

力全面就业的就业制度。众多的制度差异，使中国农民一出

生就处在了二等公民的境地。 5.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中

国数量庞大的农民告别脸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进城务工。

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不管在城里居住了多久，甚至不管孩

子是不是在城里出生长大，农民工的身份依然是农村人。所

以，农民工无法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权力和社会福利，说

白了，他们不过是廉价劳动力，为城市的繁荣昌盛做嫁衣、

但却不能享受经济的成果。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春光指

出，对农民工的歧视不消除，各种社会问题就会继续“发炎

流脓”。“许多农民工在城市里打工生活了20多年，如今地

没了，怎么种地也忘了。 如果他们安身立命了多年的城市还



是不愿接受他们，他们该何去何从？ 6.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

，政府改革户籍制度的力度总体上在不断增强。随着身份证

管理制度的升级，电脑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户口消亡的技

术条件也已具备。废除户口，拆除社会发展中一切歧视人、

限制人的藩篱，已经成为历史的必然。 7.实际上早在1992年

，中国国务院就成立了由国办牵头、公安部等部门参加的国

务院户籍制度改革文件起草小组，并于1993年6月草拟出户籍

制度改革总体方案，提出了包括“取消农业、非农业二元户

口性质，统一城乡户口登记制度；实行居住地登记户口原则

，以具有合法固定住所、稳定职业或生活来源等主要生活基

础为基本落户条件，调整户口迁移政策”的改革目标。 据悉

，考虑到风险，随后进行的改革并没有完全执行该方案，而

是首先推行小城镇的户籍制度改革，先试点，后推开，大城

市的户籍制度则保持相对的稳定。而在本世纪开始，在国家

重点推行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的同时，面对市场化给户籍制

度带来的冲击，各省市开始进行程度不一的户籍制度改革，

如广东、湖南、河南等地明确提出，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

记制度，但其后又陆续出现了阻力。 从全国层面而言，户籍

改革如何统一推进，相关部委至今没有提出一个系统方案。

8.一项最新的调查发现，事实上，在郑州、东莞、江苏等十

多个省市，户籍改革已进行了近十年，但目前为止很多地方

只是解决了建立统一户口登记制度的技术难题。本次调查显

示，对普通人而言，户口的最大作用是“方便孩子上学”

（57.5％），列第一位，其次是“能提供医疗、社保等方面的

切实保障”（35.9％）。 有民众直言，很多户籍改革就是户

籍部门给的一张进城的门票，但是如其它部门不买你的账，



城里的福利还是没份儿，而退耕还林补贴、农村合作医疗也

都享受不到。更有民众指出，户籍改革其实不是户口问题，

解决城乡差异、城乡不平等问题才是关键。 9.改革现行户籍

制度，实行城乡平等的一元户口政策，剥离被人为附加在户

籍上的各类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回归户籍制度的本来面目

，是包括我们在内的无数中国公民很多年以来的梦想。有学

者认为，尽管中国一些地方进行了户籍管理的试探性改革，

但主要还是停留在技术操作层面的改革。 10.公安部治安管理

局副局长黄双全认为，“现行户籍制度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多

种社会福利待遇的不合理附加。”从户籍制度的历史缘起和

现实弊端可知，户籍改革关键要解决的问题，是剥离附加在

居民户口上的医疗社保、教育、劳动就业、退伍安置、公务

员录用、交通事故赔偿“同命不同价”等方面的不平等的权

利和保障因素，恢复户籍应当承担的居民户口登记和身份识

别功能。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

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