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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户籍制度建立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其作为我国一项重要制度,为维护社会秩

序起着很大促进作用。切实做好高等院校户籍管理工作,是推进依法治校的重要基础,同时也是高校管理

工作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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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was established under the planned economy system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As an important system in our country,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played a great role in maintaining social order. Effectively do a good job of household registration management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an important foundation for advancing the management of schools according to 

law, and it is also an indispensable important link in the management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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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年来,随着办学模式、教学改革、

就业管理等诸多方面改革的不断深入,

形成于计划经济时代的高等院校户籍管

理制度已经越来越难以适应当前时期社

会形态的变化。本文将针对高等院校户

籍制度现状及相关策略进行探讨,以期

寻求进一步加强和改善高等院校户籍管

理工作的有效途径。 

1 高校户籍制度的特点 

与普通的户籍管理制度相比较而言,

高校的户籍管理制度具有如下方面的特

点：(1)高校户籍管理工作具有阶段性。

学生是高校开展户籍管理服务工作的主

要对象,新生入学季以及毕业季是高校

户籍管理工作的高峰阶段,此阶段对户

籍管理工作的质量和效率有着较高的要

求。平常日常管理工作的实施是对学生

或者教职工借用户籍卡进行管理、管理

零散人员办理身份证以及开具落户相关

证明材料[1]。(2)高校户籍管理工作具有

服务性和管理性。高校户籍室作为学校

的管理部门,主要职能是对学生和教职

工的户籍档案进行管理。此外,还承担着

教职工办理身份证以及开具落户相关证

明材料等工作。同时,高校户籍室同时也

是窗口单位,是为广大师生员工提供服

务的,其服务水平以及服务态度和学校

的形象息息相关。(3)高校户籍管理工作

具有多变性和灵活性的特点。政府对户

籍管控工作的要求比较严格,要想外地

户口落到学校集体户口,就应该具备繁

琐的手续以及严格的条件。在市场经济

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特别是政府需

要加大人才吸引战略的实施力度,政府

对户籍政策比较放松,落户手续和落户

条件也就比较简化。高校户籍政策也应

该和当地政府的户籍政策相互联系起

来,并且随着政府户籍政策的变化做出

调整。 

2 高校户籍制度的现状及存在

的问题 

2.1高校户籍制度的现状 

如前文所属,当前高校户籍管理制

度形成于计划经济体制,从迁入流程上,

已录取新生在取得通知书后,自行携带

户口本、录取通知书自行前往户籍所在

地公安机关办理户口迁移证,完成报到

入学后,将户口迁移证经由辅导员将户

口迁移证上交至学校户籍管理部门,学

校户籍管理部门将本年度新生户籍迁移

材料汇总完成后,报市教委、市公安局,

待批准后做户籍迁入,同时完成户口卡、

户口本的制作工作。在户籍迁出方面,

通常情况下,学生户籍与学籍相一致,除

开除学籍、退学等情况外,学生就读期间,

户籍不允许学生自行迁移。 

2.2高校户籍管理工作中的问题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加之国家

对户籍制度的不断改革与完善,是一部分

学生错误的认为户口的作用已经不断弱

化,进而降低对户口的重视程度。因此形

成了一定规模的落户失败及户口滞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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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学校以全日制本科、研究生教

育为主,学校的户籍管理工作也与学生

的学籍紧密相连,因此学生户籍的大规

模流动主要集中于新生入学和毕业生毕

业两个时间段。由于新生落户主要集中

于入学后一个月内,这期间由于种种原

因,丢失迁移证等户口迁移证明材料成

为影响新生户口迁移到学校集体户的主

要原因[2]。在户口迁出过程中,由于工

作单位未确定、出国留学等原因,学生

未及时迁出户口成为导致滞留户口形

成的主要诱因。由于人员已经不在学校

学习、生活,已经形成了实质上的人户

分离,进而也增加了高校户籍管理人员

的工作难度。 

3 相关措施 

3.1大力宣传户籍制度 

当前,针对新生的户籍宣传工作主

要集中在学生入学之后,在学生取得录

取通知书至到报到入学期间,成为了户

籍宣传制度的真空期,而这段时间恰恰

是学生取得户口迁移证、办理户口迁移

的时间,为了保证户籍迁入工作的高效

开展,还应在新生到校前通过随录取通

知书寄送相关户籍政策、办事流程介绍

材料的方式,向新生宣传户籍制度及正

确完成户口迁移的重要性。 

新生入学后,通过借助新生教育、主

题团日等校内活动,借助校报、橱窗等传

统宣传手段及学校网站、官方微信公众

号等新媒体手段将户籍管理法规、制度

向学生进行多频次、多梯度的宣传,不仅

让学生了解相关法律法规,更能深入了

解到遇到具体问题通过哪些流程能够解

决问题。 

3.2结合法律法规完善校内规章 

依法治理的过程中,完善规章制度

建设是推进治理能力提升的重要保障。

因此,在高等院校户籍管理工作中,也应

不断健全和完善效应的校内规章及办事

流程。因此,在实际户籍管理工作中,必

须努力在国家现行户籍管理法规、制度

的基础上,结合学校实际情况,不断完善

户口迁入、迁出流程,建立相应的工作领

导小组及管理制度。在具体的办事科目

上,如学生退学后户籍迁出问题、学生迁

移证丢失后户口迁入问题等在实际管理

中普遍存在的需求,不断深化规章内容,

优化办事流程,从而实现在相应的工作

环节中,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3.3加强户籍管理人员自身学习,不

断提升服务能力 

作为学校户籍管理工作的具体参与

者,户籍管理人员应不断加强自身专业

素养,不断学习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学

校相关规章,在实际工作中做到有法可

依、有章可循。同时不断加强信息化管

理手段的运用,如每年入学前夕完成户

籍迁入人员造册、学期中结合学籍异常

人员情况向主管领导提出相应的户籍异

常人员汇报及预警,学生毕业前夕对符

合户籍迁出条件的学生进行登记造册,

与学生处、图书馆、教务处等部门联动,

将户籍迁出作为学生毕业流程中的一项

必要环节,从而提高户籍管理效率,避免

户口滞留现象的发生。 

3.4集中治理、整治,加强部门协作 

针对因升学、退学等情况产生的滞

留户口,在完善相应处理机制的同时,开

展集中治理,不断加强班级、学校户籍部

门、公安派出所三级单位的联动,结合学

籍,筛查出已经毕业或学籍异常(休学、退

学等)人员的户籍信息,结合相关法律法

规,对此类人员的户籍进行分类整理,与

本人取得联系后,按照相应流程,完成户

籍迁出[3]。 

3.5运用信息化手段提升管理水平 

在依法严格落实管理工作的同时,

需要做到科学管理,这也是高校学生有

效落实户籍管理工作的关键,并且也能

够不断提升服务水平以及工作效率,使

集体户籍档案管理工作实现电子化,确

保电子档和纸质档的内容一致,为查询

工作提供便利,这样一来也能够给后期

电子信息系统的对接注入新的动力。  

4 结语 

总而言之,在我国市场经济快速发

展以及人口流动性不断增加的时代背景

下,特别是随着大城市对人才吸引力度

的不断增加,户籍政策成为了吸引人才

的主要手段,高校户籍管理工作应该顺

应时代的发展需要,其理念应该由“管理

为主,服务为辅”逐渐转变为“以服务为

主,管理为辅”。只有对管理职能予以弱

化,强化服务职能,才能够使户籍政策转

变为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助力,为社会

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良好的条件[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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