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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7月，广东省全面放
开入户政策，并且重申新生儿
及往年出生未入户的新生儿办
理入户时，无须出具计生证明
(含超生及非婚生育)。

12 月 1 日起，大连市公安
局对全市无户口人员情况进行
全面摸排，在对相关人员的情
况进行核实后，将依法规、文件
进行常住户口登记。

大连市某基层派出所一位
民警告诉新京报记者，由于通
知刚刚下发，所以暂时不清楚
具体操作程序如何，但从今年
10月起，即使是二孩公安机关
也可以无条件上户口，而在此
前，超生的孩子不能办理户口
登记。“全面二孩”政策就是在
这个月正式明了。

记者调查发现，过去先交
罚款后上户口的做法正在发生
变化。此前有媒体统计，我国
13个省（市、自治区）已明确提
出，凭出生医学证明可落户，不
以缴纳社会抚养费为前提。

南昌市一名户政工作人员
表示，从去年开始，不管是第几
胎都可以直接上户口，“我们的
工作就是要给孩子一个身份，

户口是对身份的管理，不能承
载太多社会管理功能，对超计
划生育的管理不应该到我们这
里搭车。”

福建省公安厅提供的材料
显示，福建省政府于2008年、
2011年、2012年多次强调“办理
户口登记不得把缴纳社会抚养
费作为前置条件”等。据统计，
从2008年以来，福建共解决了
历年出生未落户儿童落户数十
万人。

家在福建龙岩的王燕在
2013 年生了二胎，她回忆道，
此前按照“规矩”必须先缴罚款
才能上户口，到2013年 11月 21
日她给孩子上户口时，已可以
直接上户了。

但她也提到，部门有些人
仍担心上户口后被计生“盯上”
强制执行缴社会抚养费，因此
选择等待和观望。

这一说法在记者采访过程
中得到印证。大连市另一基层
派出所的户政工作人员透露，
现在给超生的孩子上户口时需

“写个声明”，“内容大概就是申
请给孩子报户口，孩子是二孩，
具体到时候国家怎么处罚我们

也不清楚，但将来国家肯定会
有措施，你签了这个声明就得
承担责任。”

福建省某县人口计生部门
一名工作人员也表示，公安机
关会给超生的孩子上户口，但
派出所的户籍信息共享后，计
生部门会跟进收取社会抚养
费。

近日，《社会抚养费征收管
理条例(送审稿)》公布，条例送
审稿中提出统一征收标准，限
制自由裁量权，拟规定已生育
一个子女，不符合政策规定再
生育一个子女的，对双方当事
人分别征收计征标准3倍以下
的社会抚养费。对比各地现行
标准和统一后标准，各地超生
一个子女的社会抚养费用将普
遍减少。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
研究中心副主任杜鹏表示，对
于超生者来说，现在从过去的
不能报户口转变为可以报，接
下来要考虑的则是能否真正打
消这些人的顾虑，这需要政府
做出明确表态。（文中人名均为
化名）

（新京）

户口办理拟向黑户开放
多地超生落户脱钩计生

公安部日前发布消息称，对
于无户口人员落户的问题要坚持
区别情况、分类解决，分类实施相
关政策。而在现实中，除了因为
超生导致“黑户”外，还有部分是
因未婚生育、不主动登记、迁移证
丢失和登记机关不作为等造成
的。

日前有媒体报道，当事人沈
博伦和吴霞今年 6 月生下女儿，
但两人已在吴霞怀孕期间和平
分手，未婚的他们无法提供为孩
子办理户口登记的结婚证，相
反，非婚生育违反了当地计划生
育条例，他们需要出具缴纳社会
抚养费的证明，同时提供亲子鉴
定证明及派出所所长审批单。

最终，在孩子出生前，这对曾
经的情侣在网上发起一个名为“筹
罚款，给一个上不了户口的新生儿”
的众筹项目，筹钱为女儿缴纳办理
户口的43910元罚款。

由于现行社会抚养费征收标
准是授权各省制定，各地征收标

准弹性很大，出现了征收 3 至 10
倍不等的差异。少的两三万元，
多则要80余万元。

万海远领导的调查组在最终
形成的报告中还提到另一类案
例。

来自湖北的王远 2004 年考
入广州一所大学，当时把户口迁
移到了学校集体户口，毕业后，
他去了苏州一家公司，户口便随
之迁移到苏州虎丘公安局。工
作 3 年后，要辞职回家的他去
虎丘公安局办理档案时，才了
解到当时户口从广州迁出后一
直未迁入虎丘公安局，他由此
成了黑户。

此后王远便开始了他的“重
获”身份之旅。先通过找关系让
学校居委会开具未婚证明，再凭
借一纸未婚证明到新工作地的人
事局开介绍信，之后又拿着介绍
信去老家派出所开了拟接收证
明。奔波大半年后，王远才拿到
老家的城镇户口。

【奔波】
都是因为没有户口闹的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杰
华表示，清楚户口人数是了解国
情的重要方面，如果有1000多万
人的相关信息都没被了解，很可
能会影响高层相关决策；而对于
个人来说，户口则是多数人享受
教育、医疗、出行等的通行证。

一组抽样调查得到的数据
显示，除大学毕业生由于户口档
案接续而导致的黑户外，其他原
因导致的黑户普遍受教育程度
较低。文盲或完全没接受过正
规教育的比例高达 44.2%，小学
教育程度的达30.7%以上。

此外，根据万海远的调查报
告，不符合政策超生造成的“黑
户”数量占总数超50%。这背后
的逻辑是，在很多地方和基层的
实践中，户口登记和计生政策被
捆绑在一起，如果没有准生证或
不预先缴纳社会抚养费，户口登
记的大门将就此关闭。

据此前媒体报道，根据不完

全统计，2014年全国至少有20个
省（市、自治区）有明确的规定或
案例，上户口必须出示计划生育
相关证明，其中北京、上海、辽宁、
四川、河南、湖北等省市在户籍办
理制度上明确规定，将计生与户
籍挂钩。

除明文规定外，将计生与户
口捆绑在一起也成为一些地方开
展计划生育工作的“土政策”，南
昌市一名户政工作人员向新京报
记者表示，此前的情况就相当于
是计生部门要用户口来搭便车。

这种将户籍与计生挂钩的做
法有其特定背景。上世纪，在计
划生育被定为基本国策后，湖南
省常德市于1982年率先实行“计
划生育一票否决制”，并取得较好
的成效，随后，这一做法便在全国
推行。而所谓的“计划生育一票
否决”，就是政府以“一胎化”为核
心的控制人口数量的执法及行政
绩效考评办法。

【捆绑】
计生部门用户口搭便车 户口到底有多重要？

【松动】
多地超生落户不用先挨罚

国务院常务会议刚刚通
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
计划生育法修正案(草案)》，这
意味着备受民众关注的全面
二孩政策实施在即。新法如
何衔接过去并为将来进一步
的人口政策改革创造条件，成
为社会及学界关注焦点。

在12月3日于北京召开的
“人口与未来研讨会”上，来自
人口学界、法学界、经济学界
等领域的专家和高层智库人
士，就该项重大公共政策问题
展开讨论，并提出建言和呼
吁。

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
研究中心主任邱泽奇认为，开
放二孩政策，并不意味未来的
人口会像普遍预计的那样顺利

增长或保持平稳。
“要让人们生得了，生得

好，养得起，育得好。”吉林省
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原主任
薛宝生在发言中用四个词概
括人口政策的改革方向。他
认为，全面放开二孩需要官方
全面给力，以公共政策打消民
众的现实顾虑。

携程旅行网联合创始人、
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梁
建章也表示，下一步的工作应
当是思考如何让更多的中国
人敢生二孩。

对于“减负”问题，上海金
融与法律研究院执行院长傅
蔚冈提出，应当适时研究和启
动社会抚养费的退出机制。
他认为，“全额退费”或“冲抵

个税”途径可能在实施上难点
较多，因此不妨通过“免征养
老保险金”的方式，把部分社
会抚养费还利于生育家庭。

“人口形势异常严峻，人
口安全已亮起红灯。”福建省
统计局普查中心副主任、高级
统计师姚美雄郑重提醒道。
他给出的统计数据显示，目前
中国正面临严重的少子化问
题，0至 1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
比重只有 16.5%，而世界平均
水平是 27%，美国 20%，印度
则为34%。

姚美雄认为，有必要把“0
至 14岁人口所占比重由16.5%
提升到 18%”纳入“十三五规
划”中，作为人口安全的新“红
线”。（中新）

相关报道

每当琪琪哭着要爸爸的时
候，妈妈李静总是安慰她，再等
等，爸爸为了工作出国了。

实在哄不过去，李静只能隔
着16小时的时差把丈夫叫醒，让
琪琪在视频里看看爸爸。

李静不知道3岁的琪琪明不
明白，她口中的“再等等”，是希望
有一天琪琪也能有一个合法身份。

在这个四口之家里，琪琪属
于超生的孩子，因没缴纳社会抚养
费，一直无法办理户口登记，除了
出生证明，她没有任何身份凭证。

今年 10月，李静的丈夫被单
位公派出国，单位批准家人可随
同前往。然而因琪琪没有户口信
息，办不了护照，李静只能和两个
孩子留在国内。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显
示，像琪琪这样的无户口人员在全
国的数量超过1300万，他们通常被
社会称为“黑户”。

根据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
究所副研究员万海远去年所做的

“黑户”群体生存状态调查，造成
黑户的主要原因是不符合政策超
生、未婚生育、没有主动上报户口
和毕业迁移证丢失等。

因没有户口，多数黑户无法
正常接受教育、丧失了工作机会，
享受不到应有的社会保障。随着
实名制普及，他们难以乘坐火车
飞机、不能到正规医院看病，连在
外住宿都成问题。

近日，公安部召开全面深
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七次
(扩大)会议，其中研究
无户口人员的落户
工作成为议题之一，会
议提出要着力解决无户口
人员登记户口的问题，切实维
护每个公民依法登记常住户口的
合法权益等。

虽然具体方案尚未发布，但
释放出大门将启的信号。现在，
全国多地放开超生落户，并与计
生罚款脱钩，一纸户口开始向本
位“回归”。

专家：建议研究社会抚养费退出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