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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1世纪的世界是信息化的世界，是城市化的世界，信息技术与城市化交融将成为21世纪中国发展
最为绚丽的篇章。
　　在信息时代，信息化的程度和水平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综合实力和现代化水
平的主要标志。
信息化成为21世纪人类社会谋求共同富裕和共同进步的主要手段。
“世界是平的”，世界竞技场被数字化夷为平地，大家在崭新的信息技术平台上全面展开竞争与合作
，充分展示和交流独特的智慧与经验，建立新的竞争优势是时代的趋势。
　　城市管理是城市发展史上永恒的课题，如何运用时代发展的最新技术管理城市、服务社会是城市
管理最富有挑战性和创新性的问题。
1／4个世纪的城市化高速成长，加上转型期特有的复杂制度背景，致使中国城市管理面临着世界城市
发展史上从未有过的巨大挑战。
传统的“部门化”城市管理模式由于信息不对称，缺乏监督制衡机制，导致如下三大弊病：第一，各
职能部门“低成本、高效率”与整个城市管理“高成本、低效率”并存，给城市财政增加了巨大压力
，大量的城市问题仍然无法解决；第二，突击式、运动式管理，导致政府管理部门与社会民众冲突不
断，严重影响和谐社会的构建；第三，以“利益化、表面化、冷漠化”为特征的城市管理病长期存在
，城市管理被视为城市发展中问题最多、公众满意度最低的领域之一。
　　针对传统城市管理的弊病，充分运用数字化城市管理理念进行城市管理流程再造和制度重构，建
立全新的数字化城市管理模式是中国所有城市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
　　数字时代赋予中国历史机遇，中国因此得以与发达国家在电子信息技术的创新和应用领域站在同
一起跑线上，共同面对新的发展机遇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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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数字化人口管理作为一种融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与理念创新为一体的现代人口管理模式，在我国已经
进入探索实践阶段，成为若干大中城市破解当前城市管理难题的关键性战略。
本书是对这一进程的集中描述与阶段性总结，主要从人口管理的发展变迁与现代公共管理理念出发，
结合北京市朝阳区等地的实践经验，探讨了数字化人口管理对于突破城市人口管理困境的可能性、必
要性与有效性，并就其发展方向和实施路径提出了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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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针对这一指示发出后部分省市农村人口流向城市的现象并没有得到控制的情况，国务院又于1957
年3月2日发布《关于防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补充指示》，决定在外流人口必经的沿途交通中心和车
站，对进城农民进行劝阻。
同年9月14日，国务院进一步发布《关于防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通知》，要求各地加强对农民的社会
主义教育，将农民稳定在农村。
12月13日，国务院会议通过《关于各单位从农村中招收临时工的暂行规定》，明确要求城市“各单位
一律不得私自从农村中招工和私自录用盲目流入城市的农民”。
仅仅五天之后的1957年12月18日，党中央和国务院又联合发布《关于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
，增加了“将流入城市和工矿区的农村人口遣返原籍，并严禁乞讨”、“在大城市设置收容所，对盲
目流动到城市的农村居民临时收容，集中送回原籍”等措施，以进一步强对人口流动的控制。
也正是这一指示，开启了中国持续46年的收容遣送制度。
　　1958年1月9日，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并公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该条
例规定户口登记工作由各级公安机关主管，户口登记制度包括常住人口、暂住人口、出生、死亡、迁
出、迁入、变更更正七项内容，户口管理的任务是证明公民身份、维护治安秩序、服务于社会主义建
设。
这一条例在法律意义上明确了户口管理的一般程序，明确区分农村和城镇两种户口，设计了农村人口
向城市迁移的限制性政策。
该条例第十条规定：“公民由农村行往城市，必须持有城市劳动部门的录用证明，学校的录取证明，
或者城市户口登记机关的准予迁入的证明，向常住地户口登记机关申请办理迁出手续。
”学界普遍认为，该条例明确了以严格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为核心的户口迁移制度，这是全国城
乡统一户籍制度正式形成的重要标志，也标志着国家限制农民进城的二元户籍管理制度开始以立法的
形式正式确定下来。
　　可以看到，1953-1957年间，国家先后八次发出指示，从“劝止”、“防止”到“制止”农民盲目
流人城市，并最终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以严格控制城市人口规模、限制农民进城为主体的人口管理框
架。
在此基础上，住宅、粮食供给、副食品供给、燃料供给、教育、医疗、就业、社会保险、劳动保护、
婚姻等一系列涉及民众生存与发展的制度也无一例外地将城镇人口与农村人口区别对待，共同构成了
我国“二元社会结构”（刘纯彬，1988；陆学艺等，1991）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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