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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高校开展职能管理工作的过程中,户籍管理是其中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主要借助高校的行

政机关保卫处下属的户籍室或者户籍科来进行。在计划经济时代,人口的流动性比较小,各个单位的人口

数量也较为稳定；而如今,在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的时代背景下,社会人口的流动性逐渐增加,再加上每年

高校扩招导致大学生的数量逐渐增多,作为接收外来人口的主要单位,高校的户籍管理工作的重要性也

逐渐体现出来,成为了高校安全管理工作中的基础性内容。鉴于此,本文就高校户籍管理存在的问题及措

施展开探讨,以期为相关工作起到参考作用。 

[关键词] 高校户籍管理；电子户籍信息库；服务性 

中图分类号：D631.42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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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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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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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校学生户籍管理存在的

问题 

2.1新生入学时户籍迁移工作量大 

每年新生在校报到之后,需要在一

个月的时间内完成30%～70%新生户籍的

迁入工作。在迁入的时候应该手工登记

所有的户籍信息,并且形成一份户口底

册将其用在立卷档案中,并且将户口迁

移证、户口底册、本人身份证以及学生

情况登记表等以学院为单位进行整理之

后将其送入属地派出所完成入户迁移的

办理工作。因纯手工操作出现漏登以及

抄错的可能性比较大,因此,为了确保信

息的录入准确无误,就需要花费大量的

时间进行核对,这样一来就会加剧户籍

迁移工作的繁琐程度[2]。 

2.2户籍管理手段陈旧、管理模式

落后 

将新生的户口迁入到学校之后,需

要统一将其归集到集体户口中,将学生

的原生地户口从常住户口转变为挂靠的

集体户口。所有的户籍资料都需要使用

纸片卡登记的方法,如果学生要补办身

份证,对原始户籍资料进行查询,就需要

工作人员从一大堆纸片中逐一进行翻找,

这种方法不仅耗时而且费力。尽管相关

信息都输入到了电脑中,但是因对其是

简单地使用Excel电子表的形式进行管

理,导致信息的录入不够全面。立足于人

口管理和治安管理的角度可以发现,学

生户籍行政管理工作归属于派出所,但

是,因学生户籍资料和日常管理工作无

法提供有效的信息,导致高校户籍管理

工作存在弊端[3]。 

2.3“口袋户口”现象造成管理方面

的缺失 

立足于相关规定,高校毕业生户籍

工作应该在期限范围内把户口迁入到原

籍或者是迁往工作所在地。从目前的实

际操作看来,很多学生由于毕业的时候

未能联系好工作单位,并且自己也不愿

意把户口迁回到原籍,就把户籍迁移证

放到了自己的“口袋”中,从而形成了“口

袋户口”,这样一来也加剧了部分学生在

后期生活以及工作中的不便。比如,身份

证丢失之后无法进行补办,结婚、买房不

能提供有效的证明,出境护照无法办理

等等。与此同时,因不能联系到毕业生本

人,按照“户”、“档”不可分离的原则,

一些往届生在工作单位继续办理保险,

同时又不得不回到学校把户籍迁回到原

籍,这样不仅加剧了毕业生的不便,也给

学校户籍管理工作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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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全面提升高校学生户籍管理

工作的措施 

3.1加大学生户籍政策的宣传力度 

(1)新生入学的时候对统一迁移户

口不再硬性规定,学生立足于自身的实

际情况,资源对户籍的迁移予以选择。(2)

因受到各种原因的影响,每年学生退学、

转学、当兵以及休学的数量逐渐增加,

从而加剧了户籍档案保管以及清退工作

的难度。(3)很多毕业生的户口在两年之

后没能及时进行迁移,致使学生户籍管

理工作量加剧。对于这种情况,需要及时

采取合理有效的措施予以完善[4]。比如,

应该在新生入学招生宣传材料以及入学

通知书上将户籍迁移的自愿原则标注出

来,借助学校相关网页对国家的相关户

籍管理政策进行宣传,这样一来也能够

将户籍迁移给大学生,为其将其就业提

供便利。 

3.2运用信息化手段提升管理水平 

作为一个大型的“流动人口集散地”,

学校为了能够简化行事流程,在新生入

学的时候将迁入到学校的学生户口统一

放在特定的学生集体户口中,其中,所有

迁入的学生门牌号和地址都相同,这样

一来使得居民身份证在使用以及管理工

作中都很难将应有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

并且也加剧了安全管理工作的难度。因

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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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建立完善的学生户籍规章制度 

为了能够有效确保学生户籍资料的

正确性以及齐全性,就需要将相关户籍

办理程序和迁移政策的内容增加到新生

班辅导培训工作中,以便正确应对学生

的户籍管理问题,及时做好学生户籍资

料的立档归档管理工作。在学年初期,

需要有效落实新进学生的户籍资料登记

工作,并且按照院系以及年度分别开展

立卷建档工作。在学年末,对本届毕业生

的户籍迁移名册,还需要做好归档作业。

在学期期间,对于退学或者是应征入伍

的学生的户籍档案,需要及时对其做出

调整,并且将原由、日期注明[5]。 

3.4开拓创新学生户籍管理的方法 

如今,大学生的户口迁移办法是借

助高校的居民户口薄和录取通知书到公

安部门直接完成迁移证的办理工作。在

整个社会信息网络化逐渐推进的时代背

景下,户口迁移工作也将朝着网络化的

管理方向发展。确保户口迁移工作网络

化的有效落实,能够为户籍资料的准确

性提供良好的条件,并且也能够有效强

化迁移工作效率。但是,该项工作的难度

系数比较大,需要公安部门和高校有效

配合起来最大限度确保户籍管理工作效

率,这样一来也能够减少人工很对带来

的差错。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城乡

之间的差距逐渐缩小,对户籍政策国家

也进一步做出了改善,各个中小型城市

对于户口迁入工作也有了一定的宽限。

因此,这就要求大学生的户籍管理工作

应该立足于“暂住式”的管理模式实施。

可以将高校的学生证和居住证有效配合

起来使用,等到学生毕业之后确定了居

住地再把户口迁移到居住地或者工作所

在地,以此来有效节省高校管理、新生入

学以及学生毕业时户口迁移所需的物力

以及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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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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