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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学艺是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和 “三农”问题

专家，户籍制度改革思想是其 “三农”理论的重要

内容。陆学艺关于户籍制度改革的主张和思想，是

在根植中国社会土壤、审视中国国情、洞察社会发

展趋势的基础上形成的。总结陆学艺关于户籍制度

改革的主张和思想，一方面有助于进一步认识户籍

制度改革对 于 中 国 社 会 发 展 的 重 大 意 义 和 深 刻 内

涵；另一方面有助于深刻领会和准确把握 《国务院

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精神，并进一步审视 《意见》对我国今后

社会发展产生的重大影响。

一、深刻洞察，敏锐预判，
基于现实问题，呼吁户籍制度改革

（一）十四年前甚至可以说二十年前，陆学艺

就呼吁进行户籍制度改革

１９７８年，农村 率 先 进 行 改 革，后 经 十 年，陆

学艺指出，８亿中国农民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社会群

体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们的经济地位、身份、

职业结构都发生了变化；农民已经分化为八个具有

不同利益诉求的阶层。陆学艺研究农民职业结构变

化时敏锐地指出，“现行的只简单笼统地区分农业

户口和非农 业 户 口 的 做 法 应 作 相 应 的 调 整。”［１］国

家应该采取相应的政策，把从事非农产业的劳动力

与继续从事农业劳动的农民相区分，会产生好的经

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至１９９３年，经过１５年的农村

改革，农村发展取得一定成就的同时，农业的徘徊

反复成为 农 村 发 展 面 临 的 新 问 题。陆 学 艺 深 刻 指

出，农业长期徘徊问题的症结在于结构性的矛盾和

体制性矛盾，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其中包括

“创造多种形式，逐步改革城乡分治的户籍管理制

度”［２］，并指出农民通过多种形式转移到城市，推

动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这本身是广大农民群众

的创造。他呼吁要着手研究改革户籍管理体制的目

标、阶段，以及具体的实施步骤。

２００１年，作为 全 国 人 大 代 表 的 陆 学 艺 在 第 九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提交了 《加快

改革现行的户籍管理制度》的提案，指出当前我国

的户籍制度，已经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发展的时代要求；阻碍了城镇化的发展；使城乡二

元社会结构凝固化，导致城乡关系不协调，城乡差

别不断扩大；成为造成类似 “民工潮”这样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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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根源。陆学艺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具体建议：

第一，取消城镇户口本身附加的多种利益的功能，

取消特有的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相关规定，让

所有城乡居民在户口面前一律平等。第二，建立全

国统一的、允许流动的户籍管理制度，同时要求取

消居住证和暂住证。任何人只要在某个地方拥有正

当的职业或者拥有稳定收入来源，则有资格在这个

地方办理户口登记，并依法拥有当地居民应有的权

力和义务，逐步获得公民迁徙的自由。第三，新的

户籍管理制度，要加速推进证件化管理，以居民身

份证或出 生 证 代 替 当 前 的 户 口 簿 管 理。陆 学 艺 指

出，“现行的户籍管理制度已经实行了几十年，涉

及方方面面的利益和管理关系，改革难度很大，需

要有 领 导、有 步 骤、分 地 区、分 阶 段 地 逐 步 进

行。”［３］ （Ｐ４２０）

现在看来，这些建议在 《意见》中得到不同程

度的体现。陆学艺呼吁改革户籍制度的主张、建议

和思想，比 《意见》早了整整１４年，甚至可以说

早了２０年。
（二）回答社会普遍关心的问题，解答决策部

门的疑虑，呼吁户籍制度改革

我国现行的户籍管理制度是上个世纪５０年代

为适应当时 计 划 经 济 体 制 的 需 要 而 逐 步 建 立 起 来

的。这一制度已运行５０多年，此项改革必然会涉

及各方面的关系，会涉及城乡、工农两大社会群体

的利益，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有关户籍制度改

革的文件迟迟未能出台。但户籍制度改革一直是全

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同样也是政府决策部门和领

导心存疑虑的问题。讨论户籍制度改革问题，经常

会被问到这样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如果真的把户口

放开了会产生怎样的后果？特别是会产生哪些难以

预料的不良后果？

对此，陆学艺明确指出，真的放开户口，将会

形成一个完整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将会

推动与经济发展相协调的、健康的、可持续发展的

城市化；将会得到９亿多农民的衷心拥护，并能够

进一步调动其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积极性；将会

进一步促进稳定，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确保国家

的长治久安。

陆学艺指出，改革现行的户籍管理制度，难度

很大，但如果通过稳妥改革，许多问题将能够得到

逐步解决。当前，改革户籍制度的问题是出现在认

识方面，人们尤其是决策部门总还有这样那样的顾

虑，这需要展开认真深入讨论，逐步形成共识，上

下齐心来推动户籍制度这一重大制度的改革。

二、在大视野大框架中认识户籍制度改革：
“三农”问题和城乡一体化

陆学艺 总 是 将 户 籍 制 度 改 革 放 置 在 中 国 “农

业、农村、农民”问题和 “城乡一体化”的大视野

大框架之中去深入思考。

上个世纪８０年 代 末，邓 小 平 同 志 曾 经 说 过，
“９０年代如果经济出问题，很可能出在农业上，如

果农业出了问题，多少年缓不过来，整个经济和社

会的全局就要受到严 重 影 响。”［４］ （ＰＰ．２６７－２６８）

１９８９年到１９９２年我国连续四年丰收后又减产，农

业出现了徘徊反复的问题。陆学艺认识到，在经济

快速增长和现代化进程中，世界上从来还没有任何

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高度重视和长期强调农业问

题。然而，即 便 如 此 我 国 农 业 问 题 依 然 是 层 出 不

穷，反复循环，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探究这些问题背

后更深层 次 的 原 因。通 过 对 若 干 农 村 地 区 实 地 考

察，陆学艺指出，当时农村诸多问题解决不好的深

层原因： “一是结构性的矛盾，城乡结构不合理，

产业结构不合理；二是体制性的矛盾，目前城乡管

理体制和政策，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不能

适应社会主 义 市 场 经 济 发 展 的 要 求。”［２］陆 学 艺 认

为，我国农业之所以徘徊反复的主要原因在于，我

国的城乡二元结构并没有发生变化，农村社会管理

体制并没有进行相应的改革，大量剩余农业劳动力

没有及时转移到第二、第三产业，承载第二、第三

产业的城市也没有得到相应的发展，致使城市化进

程严重滞后于工业化，并由此而带来了一系列的经

济社会问题。

针对这一问题的深层次分析和认识，陆学艺指

出，解决农民问题、农业问题、农村问题，要采取

新的思路、战略和方针。当前，我国的农业问题并

不在农业自身，也不在农村内部，而要解决农业问

题和农村问题，必须着力去发展农村工业，同时推

动第三产业的发展；着力发展城市，加快推进城市

化进程，他因此提出了采取迂回战术，以 “反弹琵

琶”的方式来 解 决 我 国 农 村 问 题 的 新 思 路。其 中

“反弹琵琶”的首要任务是着力发展乡镇企业；其

次是加速城市化进程。［２］

关于加快城市发展，陆学艺指出，打开城门前

后，我们需要解决好许多问题。他提出要换思路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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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筋，确立城乡改革和发展的新路子，深刻认识城

市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和地位，纠正时下的 “恐
城症”，全面规划和确 定 城 市 发 展 的 新 方 针。特 别

要指出的是，陆学艺总结了当时农民创造的进城就

业的七种形 式［２］，并 认 为 这 已 为 改 革 户 籍 政 策 做

好了铺垫和开辟了道路。

２０００年前，我 国 出 现 了 经 济 疲 软，经 济 增 速

下降，物价连续下跌的不利局面。国家虽然已经采

取了积 极 的 财 政 政 策，但 总 体 效 果 并 不 明 显。对

此，陆学 艺 敏 锐 地 指 出，１９９７年 以 来，占 我 国 总

人口７０％的农 村 人 口 的 购 买 力 逐 年 下 降，农 村 市

场不但没有得到有效开拓，反而在逐年萎缩，使得

城市和工业失去了发展的基础，这是当前我国经济

发展问题的 根 源 所 在，是 典 型 的 “城 乡 综 合 症”。

他深刻指出，当前我国的农业问题在农业以外；农

村问题也在农村以外。因此，必须开阔视野并跳出

农村和农业的圈子，将 来 也 必 须 走 出 “城 乡 分 治、

一国两策”的 困 境，改 革 当 前 不 合 时 宜 的 户 籍 制

度。同样，研究城市和工业发展，不能就城市论城

市、就工业论工业，而必须考虑农村和农业发展的

问题。［５］

陆学艺甚至认为，改革户籍制度是启动第二次

农村改革的关键之一。长期以来，我国严格区分农

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造成城乡之间形成了不可逾

越的鸿沟，并成为 “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制度

性条件。农民也因此而在上学、就业、医疗、迁移

等方面受到种种不合理的限制。这是造成目前我国

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并产生一系列社会问题

的制度性根源，这也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目

标背道而驰。因此，改革户籍制度是进行农村第二

次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陆学艺指出这项制度早已

不合时宜，并呼吁政府早下决心，尽早把户籍制度

改革提上议事日程。［６］

２０００年，陆学 艺 分 析 了 当 时 我 国 农 村 发 展 新

阶段面临的新问题之后指出，农村发展面临户籍制

度改革，大力推进城镇化、改革城乡二元社会结构

等新任务，并提出了在全国开展以发展小城镇为中

心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运动。开展全国性的建设

社会主义新农村运动的首要目标是，调整制约生产

力发展的二元社会结构，打破 “城乡分治，一国两

策”的格局，建立城乡一体的全国统一的市场。为

实现这一目标，必须要求先进行改革，对当前的城

乡关系进行战略性的调整。这其中主要改革内容之

一则是进行户籍管理制度的改革。［７］

陆学艺提出，户籍制度改革要逐步放开，逐步

建立形成国际通行的户口登记制度，最终让每位公

民获得在城乡之间、城市之间、乡村之间迁徙的自

由和权利，使劳动力资源按市场规律得到合理有效

的配置并使之顺畅流动。当然，我国现行的户籍制

度是长期以来逐渐形成的，要改革调整也需要一段

相对较长 的 时 间，可 以 根 据 十 五 届 三 中 全 会 的 决

定，首先着手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的改革，让一部

分农民首先进入小城镇，以后再逐步取消小城市户

口的限制。改革的方式方法可以由各级政府根据本

地的实际情况自行制定，办法可以灵活多样，步骤

也可快慢结合。

三、新立意新高度中的户籍制度改革：
城镇化和社会建设、社会现代化

（一）从城镇化和社 会 建 设 的 立 意 中 认 识 户 籍

制度改革

工业化和城镇化是现代化最重要的两翼，工业

化和城填化相辅相成、协调推进，城镇化水平要与

工业化水平相适应。在陆学艺看来，工业化和城镇

化分别属于经济和社会两个不同领域。既然工业化

属于经济建设领域，就要遵循经济规律；而城镇化

属于社会建设领域，则应遵循社会建设的规律。［８］

社会建设的原则，是坚持以人为本、公平正义，保

障人的基本权利，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我们当前应

该按照这个方针、原则去推进城市建设和城镇化发

展。要针对当前中国城镇化的实际，因势利导、趋

利避害，推动城镇化健康持续发展。

陆学艺建议要把推进城镇化纳入社会建设总体

规划。要 积 极 稳 妥 推 进 城 镇 化，提 高 城 镇 化 的 质

量，首先要从实际出发，先解决好 “存量”，使得

我国２亿多 “半城市化”人口能够分期、分批逐步

实现城市社会融入。与此同时，加快城市基础设施

和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逐步扩大城市容量，组织

安置和管理 好５亿 多 城 镇 户 籍 人 口 和 城 市 外 来 人

口，并在此基础上，有序解决 “增量”问题。我国

各地城市情况千差万别，切不能搞 “一刀切”的政

策，那些城镇化率相对较低的省市区则应加快扩大

“增量”。

陆学艺 特 别 强 调，加 快 推 进 农 民 工 市 民 化 进

程，加速 实 现 城 市 内 部 一 体 化。我 国 为 了 适 应 第

二、三产 业 发 展 的 需 要，在 城 乡 分 治 的 户 籍 制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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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在上个世纪８０年代，逐步形成了作为一种权

宜之计的就业方式的农民工体制。随着我国经济持

续快速发展，数以亿万计的农民工转移到城市，成

为 “世界工 厂”的 主 体 力 量，这 成 就 了 中 国 的 辉

煌，也惠及到世界。但农民工体制在充分发挥其正

功能的同时，负功能也日益凸显。通过破解农民工

体制，农民工转变为城市居民，使复制到城市内部

的二元社会体制加速转变为城市一元社会体制，为

推进我国新型城市化开辟道路，也为打破城乡二元

社会结构，推动城乡一体发展打开突破口，这是一

举数得的重大举措。当前，应该是国家做出改革农

民工体制决断的时候了。
（二）从社会现代化的高度认识户籍制度改革

社会建设的目标是什么？陆学艺做出了明确的

回答：社会建设就是建设社会现代化。很多现代化

国家的实践表明，现代社会是一个完整的系统，不

仅要实现经济现代化，而且还必须实现社会、政治

和文化等方面的现代化。在现代化建设中，经济建

设是基础性的，是决定性的，也是第一位的。但是

要实现我国现代化事业，仅有经济现代化是远远不

够的。在经济建设取得一定成绩之后，就必须适时

地着力推进社会建设，使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相

互促进。

如何推进社会现代化建设，陆学艺指出，结合

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中国未来的社会建设将经

历以下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着力做好民生事

业、社会事业建设；第二阶段，着力推进社会体制

改革，创新社会政策，完善社会管理；第 三 阶 段，

形成一个橄榄型的社会结构。［９］

陆学艺指出，中国现行的包括社会事业在内的

社会体制，仍然是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所形成的。

因此，当前就要像１９８０年代以来抓经济 建 设、改

革经济体制那样，推进我国的社会建设，一定要进

行社会体制改革，包括户籍体制、城乡体制、社会

保障体制、就业体制和各项社会事业体制在内的社

会体制，都要进行有计划的系统的改革。陆学艺特

别强调，如果再不进行户籍体制改革，城乡二元结

构就不能破解，“三农”问题、农民工问题就不能

很好解决，城市内部的二元结构问题也会越来越严

重，更谈不上城乡一体化了。如果不改革在计划经

济时期逐 步 形 成、服 务 于 计 划 经 济 体 制 的 户 籍 体

制，不仅不能调整优化社会结构，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也不能得到相应完善。审视我国改革发展的

历史进程，社会建设的第二阶段也可以视为是社会

体制改革的决定性阶段和攻坚阶段。目前，我们正

在进行的第一阶段的社会建设，就要为第二阶段社

会建设的成功做好基础性的准备工作。［９］

陆学艺一方面从社会现代化的高度来认识包括

户籍制度改革在内的社会体制改革；另一方面指出

了中国社会建设的第二阶段是包括户籍制度改革等

在内的社会体制改革的攻坚阶段。在这个阶段的社

会体制改革，关系到工业化社会中期阶段的开放合

理的社会结构的形成，关系到构建一个与我国市场

经济体制相适应、与现代经济结构相协调的 “橄榄

型”的现代社会结构。

四、户籍制度改革思想的学术品格

户籍制度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对此问

题的认识也是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陆学艺关于户

籍制度改革的主张和思想折射和体现了其根植于中

国社会土壤的学术品格，着重体现在学者天职、学

者情怀、学术风格和学术视野几个方面。
（一）学者天职：“做三、四点打鸣的公鸡”

作为一个学者，陆学艺以其敏锐的眼光，洞察

到户籍制度对于中国社会发展的深远影响。当我国

农业发展再次遭遇瓶颈，学界和实际部门将原因归

结于一些 表 象 的 时 候，陆 学 艺 通 过 大 量 的 观 察 调

研，呼吁进行户籍制度改革，这一见解比别人要早

少则三、五 年，多 则 十 余 年。如 果 按 照 这 次 《意

见》发布的时间计算，陆学艺呼吁户籍制度改革的

时间，比 《意 见》足 足 早 了２０年。陆 学 艺 倡 导，

作为一个社会科学工作者和社会学者要做 “三、四

点打鸣的公鸡”，不要 怕 打 扰 别 人 的 美 梦，要 让 旁

人提前觉醒。社会科学工作者、社会学者要具备对

社会发展的预判能力，一定要在调查研究基础上，

有理有据地对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早早给决策层

提个醒，照规律说话、让事实说话、用数 据 说 话，

要告诉决策层哪些地方出了问题或者会出问题，要

采取什么样的对策或措施，不要怕出问题。陆学艺

将 “做三、四点打鸣的公鸡”视为学者的天职，也

视为自己的天职。事实上，其户籍制度改革思想折

射了其作为社会学者履行天职的学术品格。
（二）学者情怀：关注社会底层和弱势群体

陆学艺继承和发扬了经世致用和志在富民的中

国学术传统，用其毕生的精力探索和解决 “三农”

问题以及中国的贫困和发展问题。作为一个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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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其情怀在于关注社会底层和弱势群体，关注在

改革中获益较少的群体。农民问题、农民工问题是

其长期关注并倾注大量心血的研究主题。正如陈锡

文所说：“尽管他是学哲学出身，后来转为搞农村

经济，再后来从事中国社会学的建设，整个经历和

过 程，与 他 内 心 一 直 对 农 民 的 热 爱 是 分 不 开

的。”［１０］陆学艺户 籍 制 度 改 革 的 主 张 和 思 想 的 根 本

出发点和立足点，在于强调以人为本，呼吁恢复农

民的 “国民待 遇”，让 农 民 工 早 日 成 为 城 市 公 民，

不再过 “候鸟般”的生活。这可以从一个个案例剖

析中窥见一斑。２００５年９月５日， 《北京青年报》

刊发了一则甘肃农民工王斌余因讨薪受辱，连杀四

人并沦为 死 囚 的 新 闻 报 道，陆 学 艺 得 知 后 十 分 震

惊，连看了 三 遍 新 闻 报 道 以 及 新 华 社 记 者 写 的 评

论。第三天，他还特地邀请新华社记者一起座谈，

进一步了解事件发生的背景。陆学艺就此事件提出

了一系列令人思考的问题：一个好端端的农民工怎

么会一气之下致４人死亡，使３个家庭家破人亡？

在这样一个工人、农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国家，

一直强调要贯彻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一再强

调要关注 农 民 工 这 个 弱 势 群 体 的 疾 苦，维 护 其 权

益，竟然发生了这样的人间悲剧，这难道不应引发

国人的深入思考吗？［１１］ （ＰＰ．２６１－２８０）陆 学 艺 就

此写了长达１．６万余字的文章，呼吁全社会关注农

民工，并呼吁进行户籍制度改革。这足以体现其学

者的价值关怀和济世情怀。
（三）学术风格：在实践和调研中寻找解决问

题的答案

陆学艺早在２０年前就提出改革户籍制度的主

张，并回答了与户口制度改革相关的一系列社会普

遍关注 的 问 题。这 种 敏 锐 的 判 断 力、深 刻 的 洞 察

力，源自 其 根 植 中 国 社 会 土 壤、审 视 中 国 国 情 实

际、洞察社会发展趋势的学术风格。陆学艺户籍制

度改革的主张源自大量的基层调研，源自长期的一

线考察。从１９５６年到１９７８年２２年 间，尽 管 全 国

上下重视农业生产，但人均粮食不仅没有增加，反

而下降，吃饭 问 题 成 为 当 时 最 大 的 问 题。１９７８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了 《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

干问题的决定 （草 案）》后，为 了 解 决 如 何 切 实 调

动农民的积 极 性 的 问 题，陆 学 艺 一 行 于１９７９年６
月赴安徽肥西县调查，１９８０年８月赴甘肃定西、陇

西、渭源和兰州郊区进行调研，这些调研及其所形

成的报告更加坚定了当时决策层的推动联产承包责

任制的决心，推动了第一个 “中央一号文件”的出

台。这个文 件 首 次 正 式 肯 定 了 家 庭 联 产 承 包 责 任

制，从而结束了长达３０年的关于包产到户问题的

大争论。１９９３年，当 粮 食 生 产 出 现 徘 徊 而 人 们 还

未能抓住问题的主要矛盾时，陆学艺亲赴黑龙江肇

东市、深圳宝安区和山东临沂地区的农村进行实地

考察。他根据调研指出农业徘徊不前的症结所在，

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陆学艺户籍制度改革的

主张源 于 一 线 实 践、源 于 基 层 调 研、源 于 长 期 关

注，所以当人们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户口放开了会怎

么样的问题时，陆学艺底气十足地解答了人们的疑

虑，尤其是涉及粮食安全、就业、城镇化等全局的

大问题。正 是 基 于 长 期 的 基 层 一 线 的 实 际 调 查 研

究，陆学艺一方面结交了大量的基层朋友和专家，

也建立了一些长期合作的 “铁杆”调研基地，如江

苏太仓 市、福 建 晋 江 市、山 东 陵 县、黑 龙 江 肇 东

市、四川大 邑 县、北 京 延 庆 县 等 等。后 来 的 “三

农”问题、社会阶层、社会结构、社会建设等重大

研究成果大多基于这些基地的实际调研。
（四）学术视野：聚焦和研究事关全局发展的

大问题

陆学艺历来主张学术研究要关注大局势，研究

大问题，所以其学术视野向来投向事关全局的宏大

问题，聚焦于影响社会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陆学

艺同样将户籍制度改革的主张和思想，放置在中国

“三农”问题、城乡一体化问题、城镇化问题、社

会建设问 题，乃 至 社 会 现 代 化 目 标 的 宏 大 框 架 之

中。在他看来，将学术视野投向全局性问题、重大

现实问题，才能够准确把握问题的核心所在，才能

洞察问题发展的态势。在陆学艺一生的研究和带领

其课题组开展研究以及指导博士研究生中，始终强

调这一点。

五、结语

户籍制度改革的主 张 和 思 想 是 陆 学 艺 “三 农”

问题、社会结构和社会建设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陆学艺户籍制度改革的主张和思想根植于中国社会

土壤，源于审视中国国情、洞察社会发展趋势。深

刻的洞察力和敏锐的判断力，使他能更早地呼吁户

籍制度改革，而且有底气地解答了户口放开后会怎

么样的疑 虑。陆 学 艺 将 户 籍 制 度 改 革 研 究 放 置 于

“三农”问题 和 城 乡 一 体 化、城 镇 化 和 社 会 建 设、

社会现代化的宏大视野和框架中，提出了更加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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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情，更加有利于未来中国社会发展的主张和

建议。陆学艺户籍制度改革的思想和主张，体现了

“做三、四点打鸣的 公 鸡”的 学 者 天 职、关 注 社 会

底层和弱势群体的学者情怀、在实践和调研中寻找

解决问题答案的学术风格、聚焦和研究事关全局发

展的重大现实问题的学术视野等方面的学术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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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岳天明／校对　　正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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