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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户为单位记载自然人的姓名、出生、住所、结婚、离婚

、收养、失踪和死亡等事项的法律文件。户籍制度是国家通

过户口登记和管理，确认自然人身份，保护自然人权利，维

护社会秩序的一项法律制度。在我国，户籍是证明自然人民

事身份的重要文件，它对于确定自然人何时开始和终止民事

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明确自然人的家庭状况和财产继

承关系，确定自然人的姓名权等，都有重要的法律意义。为

进一步维护社会秩序，便于自然人参加各种社会活动，我国

自1984年起开始实行居 民身份证制度。1985年9月第六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居 民 身份

证条例》规定，居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年满16周岁的

中国自然人应当依照条例 的规定，申请领取居民身份证。居

民身份证登记项目包括姓名、性别、民族、出生日期、住 址

等，居民身份证是证明自然人个人身份的法律凭证。二、住

所住所在法律上具有重要意义，是自然人发生法律关系的中

心地域。《民法通则》第15条规定 ："公民以他的户籍所在地

的居住地为住所，经常居住地与住所不一致的，经常居住地

视为住所。"自然人离开住所地最后连续居住一年以上的地方

，为经常居住地。但住医院治病的 除外。自然人由其户籍所

在地迁出后至迁入另一地之前，经常居住地的，仍以其原户

籍所在地为 住所。确定自然人的住所，对于决定国籍、案件

管辖、司法文书送达地点、债务履行地、国际私法上准据法



的适用、宣告失踪和宣告死亡地等，都有重要的法律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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