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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芯片管理户籍

破解“黑户”困局

一份16页的《中国“黑户”群体生存状态调
查》报告，再次唤起大家对“黑户”群体的关注。

“我做这个研究不是为了吸引眼球，而是为
了研究收入分配。”谈及做此报告的初衷，国家
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万海远说。

“黑户”群体的量化指标，在2010年第六次
全国人口普查中已被估算出来。而对于“黑
户”群体的生存状态调查研究，万海远及其调
研组走在全国前列。

这份报告还原出“黑户”群体怎样的生存状
态？“黑户”现象带来的社会问题有哪些？破解
之道又是什么？带着这些问题，记者专访了万
海远。

来源：民生周刊

关于“基尼系数（衡量居民间

收入差距的综合指标）不准确”的

讨论，在学界由来已久。多数质疑

者认为，“实际的收入差距”要比数

据显示得大很多，因为高收入家庭

的实际收入被低估了。普通人直

接的反应是这个系数上升、下降与

个人的感觉不相符。

对于研究方向是收入分配问题

的万海远来说，真正低收入人群同

样存在被低估的问题。

“同一口径算出来的系数，为

何争论这么激烈？问题出在样本

上。”万海远认为，国家统计局抽取

的13万个样本，普遍是略低收入样

本，而极低收入人群没有被纳入样

本库。

于是，将极低收入人群纳入样本

库的想法在他脑海中产生了，并最终

将调研对象锁定在“黑户”群体。

之所以选择这个群体，万海远

说：“我来自农村，曾经也是个‘黑

户’，对这部分人有所了解。‘黑户’

就属于典型的低收入群体，他们可

能是没有收入或者是负收入。”

锁定调研目标后，通过何种方

法找到并获取这些“黑户”样本是

当务之急。

经商议，调研小组利用国家统

计局在全国各城市调查队和农村

调查队的300万调查员资源，在15

个省份基层派出所民警、民政人

员、乡村干部的配合下，最终确定

1928个“黑户”样本。

最终，调研组利用设计好的访

谈提纲，通过“田野调查”的方式面

对面对“黑户”个体进行访谈。

不过，随着访谈深入，万海远

课题组原本设计好的提纲数不断

增加。他说：“黑户群体的生存现

状之差，超出我的预期，访谈内容

也从单一的经济指标扩展至生活、

心理等方面。”

2014年8月，历时14个月，万

海远调研组对1928个“黑户”样本

的抽样调查告一段落。

调查数据显示，多胎超生、未

婚生育、历史遗留没有主动上户

口、大学毕业生户籍档案断档是导

致“黑户”产生的主要原因。其中

不符合生育政策的约占60%，这部

分人群至少780万人，在“黑户”总

人口中占比最高。此外，历史遗留

没有主动上户口和大学生“黑户”

各占15%，人口在390万左右。

那么，“黑户”群体具有什么样

的基本特征？“黑户”问题又给社会

稳定带来哪些影响呢？

有些数据较简单，比如性别，

在“黑户”群体中，男性成为“黑户”

的比例明显低于女性，仅为38.7%，

而女性达61.3%；就受教育程度来

说，“黑户”中的纯文盲比例为

44.2%，加上小学教育水平30.7%，

接近文盲的比例已达75%。

由于学历低，“黑户”流动到城

市，通常从事最累最苦的工作，却

无法得到正常公民的各项权利。

从调查结果来看，没有稳定工作的

比例达43.8%（包含农业劳动），有

稳定工作没签过劳动合同者占

37.4%。“他们很敏感、自卑、没有安

全感、缺乏合作精神。长期下去，

会严重影响他们的心理健康。”万

海远说。

其实，万海远的这种说法有据

可查，受访者性格悲观占34.8%，生

活不幸福比例为35.78%，78.6%认

为日常生活无意义。

从“黑户”分布地区特点来看，

超过一半生活在农村，占比57.8%。

在不同城市流浪比例为13.2%。

此外，还有一个事实不容忽

视。由于没有正式身份，无法得到

社会承认，不少“黑户”基本上不

参加公共活动，他们中大多数甚

至连基本的出行、住宿都不能正

常进行，没有坐过飞机、火车，住

过正规宾馆者比例为39.3%；使用

别人证件的占到30.1%；不参与公

共活动、社会活动少于 3 次的占

比高达19.7%。

这组数据颇令万海远担忧，由

于“黑户”群体习惯游离于公众视

线之外，活动轨迹不被记录，因此

容易成为一些非法组织努力争取

的对象。

由“基尼系数”到“黑户群体”

调查结果表明，“黑户”问题如不解决，不仅损害他们

心理健康、增加社会不稳定因素、加剧社会不公平、制约

人才流动，还会导致社会管理部门之间扯皮、推诿不作

为、乱作为。

除此以外，重新办理户口的成本取决于不同的“黑

户”成因。大学生因档案衔接而导致重新落户的成本最

高，但成功可能性最大。超生而没有缴纳社会抚养费或

其他罚款是阻碍“黑户”主动办理户口的原因所在。

据万海远介绍，“黑户”问题的根源在于户籍制度的

附加功能。解决“黑户”问题的首要任务是把当前户籍的

利益分配功能还原为基本的信息收集功能，把与其不相

关的计生罚款或相关的福利补贴功能全部剥离开来。

为降低“黑户”发生率，万海远认为可以借鉴美国的

经验，一个人只拥有唯一的社保卡号，并把所有的相关信

息全部集成到一张芯片上，由此居民可以自主流动。

对于各部门之间将如何管理这些信息，万海远提出，

可以把个人信息分成不同等级的信息，不同的管理部门

根据其权限获得不同的信息，这样就不会出现某个证明

丢失而导致“黑户”群体激增。

另外，他还建议，国家应规定居民需自主到相应部门

进行户口信息登记，而有关部门应无条件给予在中国出

生的公民进行登记。同时，国家应该规范社会抚养费和

各种办理户籍产生的费用标准，减轻办理者负担。

1928个样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