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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公安局户口办公室一纸通知，大大提高了准入门槛，让想

通过合法投资进行高考移民的家长们烦闷不已。记者 叶铁桥 

摄 “4月1日出的通知，4月2日就有人给我打电话，说蓝印户

口办不了了，我当时就蒙了，感觉打击极大，一个人就哭了

，特别无助。”说起一个月前的事，河北任丘的张女士仍然

心潮难平。 从4月3日开始，张女士每天都泡在网上，生怕有

什么消息错过了。“就跟神经病似的，心力交瘁，30多岁的

人，白头发都有了。” 这纸通知为什么会让她如此难受？原

来，4月1日，天津市公安局户口办公室内悄然贴出一纸通知

，对申办蓝印户口的条件做如下调整：通过购房申办蓝印户

口的，条件为每购买100万元商品房者办理一户；投资申办蓝

印户口的，条件为每投资200万元的办理一人，解决范围为投

资企业法定代表人、投资者本人及配偶和未婚子女，且需有

本人名下住房。调整从2007年4月1日起实施。 “落差也太大

了。”张女士说，根据之前的规定，外省市人员在津购买40

万元的商品房，就可登记购房者本人和配偶及一名子女3个蓝

印户口；在滨海三区、环城四区购买25万元人民币商品住房

，就可登记购房者和配偶及一名子女3个蓝印户口；而在五县

购买建筑面积80平方米以上、价值8万元以上商品住房的，可

以登记购房者和配偶及一名子女3个蓝印户口。 这种政策对

于天津附近省市的家长们来说，极具诱惑力，因为他们借此

可以让孩子在天津参加高考。对比河北、山东等地的高考分



数线，天津的要低得多，这对于成绩中等的考生来说，很占

优势。张女士的一位朋友，通过办蓝印户口去了天津，他的

孩子在2006年高考考了505分，却上了全国重点，“这要是在

河北，只能上三本”。 两地间悬殊的高考分数线，使附近有

条件的家长使出浑身解数让孩子挤进天津，他们当中，绝大

多数来自河北，少数来自山东、山西及东北等地。 一位河北

唐山的考生对本报记者说，2006年，他们学校估计有200多人

办了天津蓝印户口，去天津参加了高考。她说，光他们班就

有十几个同学。 大规模合法的“高考移民”，对天津的房地

产市场产生了影响。据记者了解，上海、天津等地蓝印户口

的出台，就是为了刺激房地产市场的发展。 所谓蓝印户口，

是一种介于正式户口与暂住户口之间的户籍。拥有蓝印户口

的人基本上可以享受正式户口的利益，但要经过若干年后才

能转变为正式户口。 家住任丘的张女士，就不时地看到天津

房地产商以办理蓝印户口为卖点，在她们那里推销楼盘，她

在众多楼盘中将目光集中到武清县的一个项目。 事实上，由

于武清县靠近北京，且位于规划中的京津大通道上，房价又

比较便宜，再加上位于该县的杨村一中是天津市重点中学，

武清的楼盘分外受外来家长的青睐。 6月6日，记者在天津市

公安局蓝印户口办公室看到不少办蓝印户口的人，其中好几

位的发票上就写着“武清××”楼盘的字样。 一位购房者表

示，武清的现房加价加得特别厉害，比如在莲胜花园，一套

上百平方米的房子，买房者才花了10多万元，可是对外却要

卖到30多万元。 第六城是个正在开发的占地面积达70万平方

米的大型社区，一期工程已基本完工，一位姓穆的售楼顾问

告诉记者，一期确实有不少外地人在这里买房，很多都是为



了办蓝印户口。 但她并不认为只有购买价值100万元以上的住

房才能办蓝印户口的新标准，会对第六城的楼盘销售有影响

。北岸尚城的销售人员也表示，新标准出台后他们还提了价

，“对楼市应该没什么影响”。 但资料显示，武清的房价在

短短几年间已上升了差不多1倍，由2003年的1600多元,升到目

前的2800多元。 一位同样为办蓝印户口而在天津买房的段先

生表示，现在房地产是卖方市场，跟买方没有关系。“武清

的房价随着全国房地产价格的上升而上涨，外来人买房，只

是更好地促成了房地产商赚足利润而已”。 家长们猜测，既

然蓝印户口的初衷是为了刺激房地产的发展，就目前天津的

楼市而言，很明显目的已经达到了。因此，蓝印户口的政策

迟早要变，更何况受到来自天津家长们的压力：外来的考生

正在蚕食天津本地的升学名额。 据媒体报道，有关人士估计

，外地考生有可能顺利参加天津高考的人数在1万人以上

，2004年是8000余人,2005年是1.2万余人，而目前数字仍在逐

年增长。 天津市蓝印户口办公室的一位工作人员表示，政策

改变的原因确实有来自天津家长们的压力，但之前的起点也

太低了，“连门口烙大饼的都负担得起”。当记者质疑100万

元起点标准太高时，这位工作人员说，刚才还有两位家长按

新标准执行，给小孩办了户口。 “但这一刀切得也太狠了。

”对于此次调整，张女士仍然有些不平。她认为，应该有合

理的缓冲期，或者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目前，受此政

策影响的数百人通过网络联系起来，共同商讨应对策略。 “

我和丈夫都是在河北农村考出来的，所以我们特别理解高考

竞争压力有多大，现在家里有这个经济实力，能合法地取得

天津户口，干吗不为自己的孩子考虑？”张女士说，如果不



是天津的高考分数线低，她压根儿也不会想着去天津买房子

，“归根结底，还是高考这根指挥棒在指挥着我们转”。(记

者 叶铁桥)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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