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患户籍制度之苦久矣！我们崇信人生
而自由，人生而拥有自由迁徙之权利！然此诞
生于计划经济时代、不合时宜地存在数十年之
久之弊政至今仍时时困扰着我广大民众，已到
非革新不足以平息民怨，非革新不足以与时俱
进之境地。为此，值全国两会召开之际，我们，
全国 11 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 13 家报纸
发表共同社论，提请两会代表与委员们，善用
你们手中的权力，敦促有关部委提出户籍改革
的明确时间表，逐步以人口信息登记制度取代
现行僵化的户籍制度，直至最终将其彻底消
除！

中国《宪法》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国家尊重和保障人
权，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迁徙自由是人
权和人身自由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这是宪法
赋予国民的基本权利。然而，现行的户籍政策
却事实上造成了城市居民与农民、城市居民之
间地位的不平等，制约了中国公民的自由迁
徙，明显与《宪法》相违背。我们都知道，一切
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
相抵触，这是加速目前户籍制度改革的法理
基础。

户籍制度分割了城市和乡村。“ 农民工”是
对那些户籍在农村而身在城市打工的人群的
特定称谓，最早的一代农民工，为城市的发展
付出了自己的劳动，可是，他们的下一代仍然
没有办法解决身份认同，他们的子女仍然背负
着上一代的困惑，他们生活的城市仍然无法接
纳他们，这才有了 80 后、90 后农民工的称谓。
我们要问，这样的隔离究竟还要持续几代人？

即便在城市中，户籍制度也分割了城市的
居民。在同一座城市中，尽管我们与其他人一样
为这座城市的建设奋斗多年，我们与其他人一样
纳税，但没有户口让我们无法与其他人一样享受

平等的就业机会，享受同等的医疗、教育、养老等
等社会保障。因此，夫妻被迫两地分居，年老的父
母无法与子女团聚，孩子无法获得良好教育。我
们要问，这样的隔离究竟还要持续几代人？

户籍制度还是滋生腐败的温床。正因其稀
缺，在很多城市户口成了被买卖的对象。有权
者可以以此寻租，地产商可以以此为销售的工
具，而千万的弱势群体要么付出金钱的代价，
要么望洋兴叹地面对种种不公的待遇。我们要
问，这样的不平等究竟还要持续几代人？

温家宝总理不久前明确表示，中央已决定
稳妥地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而包括上海、深圳、广
州等全国数十个城市都已经出台户籍改革的措
施。在这些城市，居住证正在逐步取代暂住证，持
证者将可享受与当地居民相同的社保、医疗、教
育等公共服务。在一些城市中，农民工也正陆续

被城市所接纳，他们迎来了迟到的尊严。同时，国
家正在加快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社会化服
务体系，实现社会保障关系跨地区转移接续。建
立个人终身社会保障号，并尽快实现全国联网，
这为现行户籍制度改革的加速奠定了基础。

这些变化固然可喜，但在更多的地方，我
们仍然失望地看到户籍这一无形而又沉重的
枷锁，困住无数疲于奔命的人们。我们深知户
籍政策之盘根错节，改革细节之错综复杂，然
而我们更无法漠视那些已经、正在以及仍将因
此政策而受挫、受苦的人们。对于他们，等待改
革的迫切让每一分钟的等待都显得非常漫长。

市场经济是由市场配置资源的自由经济，
人的流动是市场经济题中应有之义。我们在欣
喜地看到中国经济飞速成长的同时，我们也要
警醒经济结构的转型已经迫在眉睫。人口红利
正在消失，自然资源也非源源不绝，中国经济
下一轮成长的动力已经更多地指向内部结构
的调整与资源使用效率的优化，而非粗放式的
外延扩张。户籍制度的改革不仅利于民生，更
能加速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为中国经济注入更
多的活力。更重要的是，户籍制度的改革将能
帮助确立中国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成为中国
社会各阶层均衡进步、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石。

为此，我们呼吁全国两会代表、委员，运用
人民赋予你们手中的权力，敦促有关部委尽快
废除 1958 年颁布的《户口登记条例》，提出全
国户籍制度改革的明确时间表，逐步以人口信
息登记制度取代现行僵化的户籍制度，直至最
终将其彻底消除。

我们希望，我亿万国民，地无分南北，人不分
城乡，都拥有同样的就业、医疗、养老、受教育、自
由迁徙的权利。我们希望，一项为患数十年的弊
政，能终止于我们这一代人，让下一代人真正享
有自由、民主、平等的宪法赋予的神圣权利！

2 月 27日，国际体操联合会就中
国体操运动员董芳霄和杨云年龄造假
的问题进行调查后，决定取消董芳霄
悉尼奥运会的所有成绩。记者 2 月 27
日下午拨通了体操中心副主任、中国
女队主教练陆善真的电话询问此事
时，“他承认董芳霄当时的年龄确实有
问题”。（见今日本报A25 版）

体操运动是一门阐释运动美的运
动，但不可否认，体操在某种程度上又
是摧残人类躯体的一项运动，它的锻
炼过程不但不美而且很残酷，所以国
际体联规定只有年满 16 岁的体操运
动员才有资格参加奥运会。毫无疑问，
这一规定是极具人性化和符合奥运精
神的。试想，假如我们获得体操金牌是
以摧残女童的身体为代价，那又有什
么意义呢？因此，我们没有必要去埋怨
谁，而应该从董芳霄“年龄门”事件汲
取教训。 姜伯静

作为广东东莞市 11 个扶贫镇之
一的石排镇，继实施了幼儿园、高中免
费教育后, 今年 9 月份还要启动大学
免费教育,对大学生至博士生,每人给
予4000元至 1 万元的教育补贴。届时,
25 年免费教育将在石排镇得以实现,
石排镇因此被誉为 “最牛教育强镇”。

（据 2 月 28 日《南方日报》）
因为读书贵，应延长义务教育期

限，将幼儿园教育及高中教育纳入义
务教育范畴是每年全国两会上不少人
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建言。可是，教育
部相关负责人已不止一次表示，延长
义务教育期限，不符合中国国情，目前
国家尚无财力推行 12 年义务教育计
划。但石排镇的做法告诉我们，“延长
义务教育期限不符合中国国情” 显然
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托词和狡辩——在
公共财政缺乏强力监管，挥霍、浪费屡
见不鲜的现实状况下，要让公共财政
自觉、慷慨地向教育倾斜，肯定是一些
官员不愿意去考虑的。 吴杭民

□毕晓哲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 2010 年 2 月 28 日
举行新闻发布会，有关负责人介绍《国家中长期
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公开征求意见工作
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教育部部长袁贵仁称：

“ 我们在文本中设计了要适应国家行政管理体
制改革的要求，明确政府管理的权限和职责，明
确各级各类学校办学的权利和责任，形成不同
的办学模式。这首先要把责任划分，哪些是政府
的、哪些是学校的，以此来推进学校行政管理体
制改革。”(见 2 月 28日新华网)

教育去官化或去行政化的优势早已形成共
识，理论上将为学校注入清新的学术之风，学校
将因之具备自由辩论、民主决策、科学论证的因
子。尤其是让懂教育的教育家、教授治学办学，
能够真正让教育理念与现实合拍，对于培养和
造就真正的人才(而不是应试机器)大有裨益。问
题是，真正实施起来却知易行难。

其一，“ 去官化”之艰。教育的性质和本身并
不产生官本位，而是由于机制和体制给教育创

造了产生官本位的条件。一些高校内部和民间
广泛流行着这样的说法：校领导一走廊，处座一
礼堂，副处一澡堂，科长一操场。这种怪象的产
生，显然不能仅仅归咎于大学自身，却与多年来
官场“ 官本位”向大学和教育领导的“ 传染”有
关。所以，这项改革的难度可想而知。

其二，不排除教育体制内部的改革阻力。事
实上，目前的每一顶学校领导官帽的背后，就有
可能意味着种种特权和附加于身份上的待遇。
在大学与教育管理部门的特殊情结中，期待未
来的大学出现像朱清时倡导的那样“ 行政人员
将还原他们本来的定位——就是为学校，为教
授服务。行政人员将没有任何行政级别，没有副
处级、处级，他们都是像秘书一样的办事员”。这
将面临着多么大的运行阻力呢？

一方面学校领导干部不想“ 断奶”，另一方
面地方政府部门未必想给他们“ 断奶”。教育“ 去
官化”就意味着厘清政府职责，而政府不管就意
味着放权，地方官员未必乐意将紧紧抓在手里
的校领导任命权“ 交出来”。“ 人事权”不解决，教
授治学很难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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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 13 家报纸今天发表共同社论——

提请两会代表委员敦促加速户籍改革

教育“ 去官化”知易行难

日前，一女孩在郑州某论坛上发布
帖子，称要转让男友家过年收到的礼品，
价值约 30 万元，包括 20 箱飞天茅台（每
箱 6 瓶）、43盒礼盒装苏烟、超市购物券

（卡）15 万元等（见 2 月 28日《楚天都市
报》)。不少网友觉得其中有猫腻，建议检
察部门介入调查此事。 张兮兮 图

“ 最牛教育强镇”
免费教育25 年

短论摘编

今日评论

董芳霄“ 年龄门”
请我们多多检讨

转卖礼品
《华夏时报》记者 2 月 25日从国

家税务总局了解到，物业税开征将会
是今年“两会”上讨论的重点，而总局
关于物业税开征的具体方案已经提
交。记者又从住建部一高层人士处得
到的确切说法是：鉴于目前房价居高
不下的市场状况，今年年底前有望在
深圳、北京等城市针对商业地产进行
实征试点。（见 2 月 28 日《重庆晨
报》）

在多数国民还没有搞清楚什么叫
物业税的情况下，这个税种竟然今年
年底就要在深圳、北京等城市进行实
征试点了！笔者不由得感叹，有关税收
的政府决策，其效率之高太惊人了！

关于征税问题，由于要直接从全
体国民的腰包里掏钱，在多数国家都
是非常敏感和慎重的问题，不讨论三
五年，立法部门根本不敢拍板，而没有
法律许可，政府更不敢贸然伸手收税。
可我们是怎么做的呢？ 2003年，财政部
和国家税务总局在全国多个省市开展
房地产模拟评税试点工作，可是，它是
怎样模拟的？是模拟了还是没模拟，是
成功还是失败？这几乎是一个秘密。至
于“物业税开征的具体方案”，是怎样
一个文件？人大批准了吗？如果没有批
准，为啥就要实征了？ 这样做，是否太
草率了？ 南杨

征税的效率
为何如此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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