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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户籍制度是政府职能部门对所辖人户的出生、死亡、迁徙、婚姻等基本状况进行登记并进行相关管理
的一项国家行政管理制度。
它是以国家法律、法令或政策的形式存在的，因而户籍制度也是一项法律制度，属于行政法的范畴。
户籍制度有广义与狭义之分。
狭义的户籍制度仅指以反映人口基本信息为核心的户籍登记、户籍统计、户籍档案、户籍证件等一系
列法律制度。
例如，姓名、年龄、出生、职业、教育程度、婚姻状况、住址等。
这些信息是社会管理、国家政务不可或缺的基本信息。
因此，各国都将其纳入行政管理范畴。
从古埃及、古希腊到今天的欧美国家，都有狭义的户籍制度，并且在现代欧美国家，狭义的户籍管理
正以电子网络等高科技的手段不断强化。
广义的户籍制度则包括与户籍密切相关的一系列社会管理制度。
例如，我国古代的户籍制度，不仅反映人口的基本信息，而且与人的社会身份、社会地位、职业相关
。
这样，户籍制度就不仅仅是提供人口统计的基本信息资料，而是包括与公民的身份、职业、迁徙等权
利相关的一系列的社会管理制度。
本文的研究视角正是广义的户籍制度，从户籍身份、人口迁徙等相关方面，研究、考察中国户籍法律
制度的变迁及其对中国社会近代化的影响。
　　人是构成群体、社会、国家的最根本因素，因而关于人的出生、死亡、迁徙、婚姻等注册登记的
户籍制度也就成为国家行政管理的重要内容。
它是国家一切政务的根基。
由户籍及人事登记的进行，可以了解人口动态情况，可以明了人口的增减、迁移等变动情形。
因而户籍制度便成为国家掌握人口数字和社会成员构成状况，制定适当统治措施的重要手段。
故随着按地域划分居民，国家产生之后，便有了人口登记的户籍制度。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进行人口调查和执行严密户籍管理制度的国家。
户籍在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在先秦时期，中国就从统计兵力的制度中孕育出早期的人口管理制度，
为后世的户籍制度的发展与完善奠定了基础。
汉朝，是中国古代户籍制度发展转型时期，第一次将户籍管理纳入国家的根本法――《九章律》中。
此后，户籍管理就成为国家根本法的重要内容之一，被后世所沿袭。
从隋唐的《开皇律》、《唐律疏议》，到明清的《大明律》、《大清律例》，关于户籍管理的“户婚
律”一直是其重要篇章之一。
与此同时，各代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户籍管理制度，从汉代的“案比”到隋唐的“貌阅”；从三国两
晋南北朝的黄籍、白籍的分化，到宋代主、客户之分；从元代的“鼠尾簿”到明清的“黄册”、里甲
编户，以及清末、民国时期的保甲制度，户籍制度不仅成为征赋派役的手段，也成为身份等级、社会
治安的保障等等。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废止了旧的户籍制度，制发了新的户口登记簿，建立了新的户籍
管理制度。
1951年，公安部颁布实施了《城市户口管理暂行条例》。
这是新中国第一次制定的全国城市户口管理法规，其目的是为了维护社会治安，保障人民之安全及居
住、迁徙之自由。
1955年，国务院又发布了《关于建立经常户口登记制度的指示》，规定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经常性的户
口登记制度。
此时的户籍制度还是以人口统计为主。
在肃反、大跃进、三年困难时期，政府开始严格控制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颁布了一系列限制农村人
口向城市迁移的规章、条例，户籍制度日渐形成城乡有别的二元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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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1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91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将这
种城乡有别的二元户籍制度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中国现代户籍制度由此正式确立。
几经沧桑，展现出中国户籍制度发展演变的轨迹。
　　从中国户籍制度的发展轨迹中，可以窥见，中国户籍制度与欧美国家的户籍制度迥然不同。
它与社会身份、社会秩序、国家财政收入的高度整合，集中反映了中国社会结构的一些特殊性。
梁方仲教授在其不朽的著作――《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总序中，精辟地阐明了户籍制度
的演变与社会变迁的关系。
王毓铨教授则指出，历代王朝都十分重视“民数”，封建国家得到“民数”之后便将其编入什伍，控
制住这既得民数而不失常额。
但控制民数并不是封建国家的终极目的，而主要是使人户能担负起供应国家的封建义务。
汤明槌教授认为：“历代王朝所推行的户籍制度对当时的社会经济结构不能不起着巨大的影响。
”这些精辟论述表明户籍制度对深入理解中国传统社会特质具有重要意义。
因此，研究户籍制度，是解读中国传统社会的钥匙之一。
　　本文共四章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以历史为序，依次叙述中国户籍制度历史演进及古代的户政管理，分析了各个时期户籍制度
的特点及其成因；第二部分主要从横的方面阐述户籍制度与宗族、身份、人口流动的关系，分析了古
代户籍制度的地缘性、血缘性、等级性、禁锢性的特点；第三部分主要从三个方面阐述了户籍在中国
近代社会中的变迁以及对近代社会的影响：一是从城市近代化的角度分析了清末民初户籍制度变革对
近代社会所产生的效应；二是分析了中国台湾地区户籍法律制度的特点及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三
是考察了中国内地户籍法律制度的缺陷以及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在结语中对中国内地户籍制度
改革及其走向作了一个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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