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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A_A1_E5_91_98_E8_c26_649142.htm > 转眼，十三省(市、

自治区)公务员联考即将迎来面试的热潮，要在公务员面试中

胜出，近几个月的社会热点是考生不得不关注的内容。那么

公务员面试中社会热点应该看什么、怎么看?下面华图教育以

“广东告别暂住证，迎来居住证”为例为考生予以指引。 【

事件回放】 作为中国外来人口第一大省的广东，在2010年的

第一天迎来了一个历史性的跨越广东正式告别实施多年的暂

住证制度，从2010年1月1日开始实施居住证制度。这一制度

的变动，是基于当天正式实施的《广东省流动人口服务管理

条例》而作出的。《广东省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条例》共有五

章37条，是对原有的《广东省流动人员管理条例》的修订。 

《条例》规定：流动人口在广东按规定除了享受职业技能培

训、公共就业服务、传染病防治和儿童计划免疫保健服务等

七大类公共服务外，办理了居住证的流动人口还可以享受在

居住地申领机动车驾驶证、办理机动车注册登记手续、办理

出入港澳地区商务签注手续、依法参加居住地社区组织和有

关社会事务管理四大类公共服务。此外，流动人口最关心的

子女就学及入户问题进行了规定。 【标签】 民生 【观点概览

】这一事件是围绕广东2010年开始实行居住证制度的意义及

影响展开讨论的，对此各大主流媒体进行了全方位、多角度

的评论，华图摘取代表性的精华之见，对事件作原因、利弊

、影响分析，最后进行对策表态，以助考生全面吸收各种观

点，从根本上解决考生无观点或者“立场”站错的情况。 评



论一： 围绕着暂住证制度存废的问题也一直存在着分歧：主

张废除暂住证的一方认为实施暂住证制度是对外来人口的歧

视，是有关部门借机敛财的依托，并且暂住证制度并未能发

挥其应有的作用，相反引发了许多社会治安问题。暂住证制

度不仅使外来人口多交各种费用，而且人为制造了身份歧视

，制造了社会不公和矛盾，造成城市社会的分裂，阻碍了外

来人口与城市社会的融合.而主张保留一方则认为暂住证制度

并未对外来人口歧视，其存在也有法律依据，并且有利于打

击犯罪。通过办理暂住证掌握暂住人口信息，为各级政府宏

观调控、制定政策、配置资源提供了重要依据。城市基础设

施建设、交通、就业、物资供应、市场分析等都需要利用详

尽的人口数据。【辩证分析】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教授王认为

，暂住证的问题，实际上反映了一个深层次的社会问题，也

就是在城市化速度加快、大量外来人口和农民工涌入城市的

大趋势下，职能部门怎么应对并实施“科学的、有效的、合

乎人性化的管理手段”的问题。【专家观点，间接阐述】 “

暂住”到“居住”的变化，立法理念更显人性化，管理体制

更加科学规范。居住登记、居住证制度将更多地体现服务性

，改变人们对流动人口的认识，增强流动人口的归属感。【

观点一】 居住证与暂住证，两证只是一字之差，待遇却相差

甚远，拿到居住证就意味着和同一城市市民基本上享有一样

的待遇。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认为，居住证使得外来人

口在子女入学、医疗保险等方面享受了同城待遇，有利于把

流动人口稳定为产业大军。这样，企业也会加大对稳定员工

的技术培训，对提升经济结构非常有利。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

速发展和国家政策的调整，暂住证作为外来人口管理的载体



已经不能满足目前的实际需要。一方面，从人口管理层面看

，暂住证存在信息量少、功能单一、个人记录连续性差、资

料变动不及时等问题，已经不能准确、及时地反映外来人口

在广东的基本情况，难以实现动态管理的目标.另一方面，从

人口流动的导向作用看，暂住证缺乏对外来人口的合理引导

，难以对外来人口盲目流动产生制约.此外，从使用功能看，

暂住证本身的信息不够全面、准确，使用功能和实用价值不

断弱化，办证率急剧萎缩，一度降至50%以下。【意义分析

，可以参考的答题要点】其实暂住证制度的存废之争并非是

制度本身有问题，而是在执行制度过程中产生了利益冲突。

暂住证制度运作过程中暴露出来的问题是有关部门与民争利

的结果。居住证取代暂住证，一字之差实现的是一个历史性

的跨越。【结论观点】 评论二： 对于条例允许流动人口五年

入学、七年入户的规定，广州市人大代表、华南师大法学院

副院长陈雪认为，“这两个规定，涉及到国家整体户籍政策

和地方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像义务教育、社保等很多方

面都需要地方财政来解决。”陈雪说，条例的这两个规定主

观愿望是好的，“但制定这一条例时，有没有估算过费用问

题?要将所有符合条件的流动人员子女的就学问题全部解决，

地方政府的财政能力能否承担?像在广州这样的大城市，在老

城区满足广州本地子女入学的学位都非常紧张，怎么解决流

动人员子女的同等入学待遇呢?”【反面质疑】 另外，对于实

行总量控制的规定，也有外来流动人员担心入户政策变成一

纸空文。一年批准多少人可以入户，完全由地方决定，随意

性就很大，外来人员担心这个好政策变成一纸空文。【可行

性质疑】 评论三： 一直以来，暂住证制度让进城务工的农民



工比当地居民低了一等。广东正式告别暂住证，最本质的意

义在于它对于法律上权利主体的明确化。它破除了区域的限

制，实现了平等地对待每个国民，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国民价

值、利益的平等化。【进步性分析】 任何社会都不能或缺管

理手段，关键是管理方式是否尊重人的权利，体现以人为本

的执政理念，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的平等。而目前的户籍制度

形成的户口等级和户口世袭制度，使公民具有不同等级的社

会身份，如城乡公民同工不同酬、同伤同死不同赔、外地人

受当地人歧视等。 目前，城市化是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的主要出路，而户籍制度以及它衍生出的暂住证制度却是阻

挡城市化的绊脚石。从这个意义上说，广东将“居住证取代

暂住证”，是对现实问题的清醒认知和制度条件的理性改变

。 实施居住证制度，关键是要加强居住证的服务功能，使居

住证制度成为切实保障公民权利和社会利益的良性制度，否

则，居住证就摆脱不了是翻版暂住证的嫌疑。【对策剖析】

而广东实施的居住证制度，将“一证多用”，逐步增加劳动

就业、社会保障、计划生育和教育、金融等多项公共服务内

容。从这些积极的措施看，广东居住证取代暂住证是一大进

步。 制度建设仅是一方面，根本是要从管理观念和服务意识

上淡化直至彻底取消身份痕迹，消除对外来人员的不平等待

遇，与当地居民一道享受城市发展与改革的成果，才是户籍

改革的真谛。【最后表态，提出期冀】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