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改委官宣！落户限制再放

宽，这次到底谁最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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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籍改革又迈出重要一步。 

7 月 12 日，国家发改委发布《“十四五”新型城镇化实施方案》，提

出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具体涉及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落户限制、

全面取消城区常住人口 300 万以下的城市落户限制、全面放宽城区常住人

口 300 万至 500 万的 I 型大城市落户条件、完善城区常住人口 500 万以上

的超大特大城市积分落户政策、鼓励取消年度落户名额限制等内容。消息

一出，“户口”和“落户”再度成为热门话题。 

深化户籍改革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趋势，近些年国家一直都在致

力于放宽落户政策。那么此次与过去有哪些不同？又将让谁受益？本文将

尝试做出解答。 

1 

先来简单回顾一下国家推动户籍改革的历史进程。 

2014 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提出，要“全

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 

2019 年 3 月，国家发改委印发《2019 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

提到“在此前城区常住人口 100 万以下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已陆续取消落

户限制的基础上，城区常住人口 100 万-300 万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

户限制；城区常住人口 300 万-500 万的Ⅰ型大城市要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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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超大特大城市要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 

2021 年 4 月，国家发改委印发《2021 年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

重点任务》，明确“城区常住人口 300 万以下城市落实全面取消落户限制政

策”。 

结合开篇提到的《方案》中关于户籍改革的具体要求，不难发现，从

建制镇、小城市，到常住人口 300 万以下城市，再到 500 万以上常住人口

的超大特大城市，我国的户籍制度改革与放宽落户限制一直在稳步推进，

并已经近乎覆盖全国所有城市和地区，落户门槛的一降再降，哪怕是地位

特殊的“个别超大城市”，政策口径也调整为“鼓励取消年度落户名额限

制”，充分反映出高层对于户籍改革的高度重视。 

可以说，在政策的持续推动下，未来放宽落户将是常态，限制落户反

而是例外。 

为什么要不遗余力地放宽落户呢？ 

我们知道，近年来受国内外一系列复杂因素的影响，宏观经济下行压

力日渐增大。为了能够充分激发经济活力，迫切需要进一步强化市场在资

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而在区域经济和城市经济层面，推进市场化改革

的阻碍因素正是体现在户籍制度上： 

一方面，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各种资源与要素应当根据供求变动与利

润趋向实现优化配置，而人口的自由流动则是优化劳动力资源配置的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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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然而，户籍的存在依旧阻碍着人口的正常迁移，大量处于农村的剩

余劳动力难以转出，地区之间还因此而常常存在劳动力的错配，有些地区

劳动力不足，有些地区劳动力过剩。 

另一方面，公民身份地位的平等与发展机会均等是市场经济的题中应

有之义，可二元户籍制度的存在与此相悖——需知，户籍差别的本质，是

一系列福利制度的差异。尽管在新时期，我国正在努力进行教育、医疗卫

生、住房与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制度改革，有些依附在户口上的福利与特权

正在废除或淡化，但是因户口导致的身份、权利、机会不平等等现象依然

存在。 

因此，户籍制度改革便成为了解决问题的关键：以户籍制度改革撬动

人口和城市的“双向奔赴”，既可以让经济社会的发展为人口流动提供更

多选择，又可以让人口流动为经济社会的繁荣发展提供更强支撑，对于克

服市场分割、促进公平正义，继而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来说都具有深

远意义。 

另外，对于很多城市来说，在人口老龄化的大背景下，适龄劳动力已

成为支撑未来经济发展的珍贵资源，尤其是那些知识型与创新型人才，更

是城市经济发展的第一资源和动力。为了能够顺利地补充新鲜血液，城市

逐步取消户籍限制将是必由之路——对于外来人口来说，没有户口始终都

会缺乏归属感，而城市也会因此而难以长久地留住人才。降低了落户门槛，

就等于是向人才抛出了橄榄枝；留住了人才，就等于是为城市留住了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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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消费力和生命力。 

正因如此，户籍制度改革的步伐从未停止。 

2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方案》中最大的亮点，当属“试行以经常居住

地登记户口制度”“鼓励取消超大城市落户名额限制”“精简积分项目”

等字样，相关词条在当日政策发布后，更是频频登上各大平台的热搜榜。 

在我看来，这些新提法背后，最大的受益者莫过于那些在大城市拼搏

奋斗多年并安家立业，却因为种种原因而未能落户的人群。 

记得在若干年前，社交账户实名认证为“北京某公司CEO”的博主在

微博上公开发文抱怨，声称自己在北京工作 4 年，仅个税就交了 400 万，

加上企业各种税，没有一亿也有八千万，但因为没有户口，孩子在北京上

学异常困难。没过多久，这条消息就在朋友圈里疯狂刷屏，很多人感慨道，

职场上再怎么强势的父母，面对户口和教育问题也可能成为弱势群体。 

企业家尚且如此，普通人自然也不例外。 

事实上，有很多心怀理想、抱负和追求的人常年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

城市里工作和生活，他们把自己最好的青春年华都奉献在这里，为大城市

的发展做出了属于自己的那份贡献，并且想让自己的子女也在大城市中更

好地成长。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他们一直没能在大城市里落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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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现在已经有了积分落户的政策，可是当前大城市的现行积分方

法较为复杂，落户资质往往和工作年限、缴税年限、购房位置、学历层次、

相关奖励等各种条件相挂钩，这些条条框框的限制，对于绝大部分普通人

来说并不算友好，但对于部分行业精英或者少数拥有某些特定资源的人群

来说，境况可能完全不一样，他们明显要比普通人更容易获得更多的积分

而优先实现落户，普通人群依然是望尘莫及。 

不过随着此次《方案》的落地，这样的局面有望迎来改善。按照《方

案》要求，“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会保险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

要比例”，这就相当于是给普通人群提供了相对公平的竞争环境和更多的

落户机会——毕竟，大城市想要实现长久发展，不仅需要“高精尖”人才

的贡献，还离不开其他行业岗位的普通人群。 

这就像金字塔一样，切莫只看到塔尖的光芒耀眼，而忽略了塔基的默

默无闻，如果没有塔基部分的基础夯实，有怎会有塔尖的风光无限？ 

此外，就户籍改革本身而言，同样受益的还有在城市务工的“新市民”，

其中的代表就是农民工群体。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越来越多的农

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里就业，久而久之便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

——农民工，这也是“新市民”的雏形。经过多年的发展进步，如今农民

工群体虽然已经属于常住城市人口，但他们中很多人仍是农村户籍，使其

很难享受到城市的一系列公共服务，如就业创业、租房买房、孩子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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