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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管理”；第三，今后教育、医疗、

就业、社保、住房等待遇要与统一的

居民户口相适应。

就政策实施的难度而言，前两

点比较容易做到，第三点做起来恐

怕就要费点周折。当然，近年来，北

京市也已经在统一城乡居民的待遇

方面做了不少工作。譬如，统一了城

乡居民的养老保险待遇和医疗保险

待遇。北京市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已

经并轨。北京市城镇居民基本医疗

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也已统一

筹资标准，并计划于2018年实现并

轨。至于社会救助，北京市的朝阳

区、海淀区、丰台区、顺义区、大兴

区、通州区已经实现城乡低保标准

并轨。但是，即便这样，要像《意见》

中所说，“建立与统一城乡户口登记

制度相适应的教育、卫 生计生、就

业、社保、住房、土地及人口统计制

度”，恐怕还有待时日。

此 外，北 京 市 的 城 乡 居 民 或

者说全体市民“统一登记为居民户

口”，是否意味着近30多年来一直

被诟病的二元社会也就从此告一段

落，其实不然。虽然城乡二元结构看

起来被“消灭”了，但在常住人口中，

本地户口与外地户口之间又形成了

新的二元结构。这种二元结构将继

续在另一个层面上体现着社会不公

北 京 市政 府 于2016年 9月8日

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

改革的实 施 意 见》（以下简 称《意

见》），并于即日起正式实施。至此，

包括北京在内，中国已经有30个省

份进行了同样的改革。

《意见》中有很多与北京市常住

人口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政策要点，

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取消农业

户口和非农业户口性质区分，统一登

记为居民户口，体现户籍制度的人口

登记管理功能。建立与统一城乡户口

登记制度相适应的教育、卫生计生、

就业、社保、住房、土地及人口统计

制度。”

以 上 关 于“居民 户口”的“ 意

见”包括三层意思：第一，北京市今

后只有统一的“居民户口”，而不再

分“非农业户口”和“农业户口”；第

二，户籍制度今后主要功能是“人口

平，而且恐怕将会对北京市的经济

社会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就拿当前社会热议的人口老龄

化来说：如果按户籍人口计算，2015

年北京市户籍人口1340万人中，60

岁及以上户籍老年人口约315万，占

总人口的23.4%。但是，如果按常住

人口计算，2015年北京市2170万常

住人口中，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为

340万人，所占的比重为15.7%。2015

年，全国的老龄化程度为16.5%。以

上数据说明，若以常住人口为统计口

径，北京市老龄化的程度低于全国平

均数0.8个百分点，可以说仍然处于

初级老龄化阶段；但若以户籍人口为

统计口径，北京市的老龄化程度要高

于全国平均数6.9个百分点，并且已

经进入了中度老龄化阶段。

《意见》中提出的控制北京市

人口的目标2020年为2300万人，

这个 数 字 应 该 是 常 住 人 口 数 。按

“十二五”期间平均每年增加常住

老年人口18万计算，“十三五”期间

将会增加老年人口90万。如此，到

“十三五”期末，北京市的老龄化程

度将会增加3.3个百分点，达到19%，

即将进入中度老龄化阶段。在这样的

情况下，人口老龄化的负面影响将会

显著增加。

（责任编辑   吕红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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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城乡二元结构看起来被“消灭”了，但在常住人口中，本地户

口与外地户口之间又形成了新的二元结构

我国创业投资领域的结构性和政策

性问题。我国创业投资发展始于20

世纪80年代中期，经过30多年的发

展，创业投资行业已初具规模。但与

发达国家和经济发展阶段相比，我

国创业资本规模仍然偏小，并且存

在天使投资缺位、偏好Pre—IPO项

目或PE化倾向等结构性问题。政策

层面，税收抵扣政 策门槛偏高、退

出机制不顺畅、法律法规建设滞后、

多头监管等问题也备受关注。“创投

二十二条”对上述问题均给予了直接

回应。比如，针对天使投资缺位，提

出了鼓励成立公益性天使投资人联

盟设想，针对Pre—IPO偏好，提出了

“实体创投”原则及税收等政策支

持。为此，如果“创投二十二条”真正

得到落实，其释放的结构性改革红

利将成为重大行业发展利好，也有望

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政策

链更好地咬合衔接。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虽 然“ 创 投

二十二条”有明确的政 策目标 和导

向，但创业投资生态建设是一个系

统工程，红头文件和执行落实之间

客观上存有较大距离。以政府引导

基金为例，从国际经验看，政 府资

金对引导私人部门资金具有重要作

9月20日，国务院对外发布《关

于促进创业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

见》，从服务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破

除创业投资发展关键性问题出发，

提出了22条指导意见。从主要内容

看，“创投二十二条”明确提出了我

国创业投资发展的理念和定位，涉

及培育多元主体、多渠道拓宽资金

来源、加强政府引导和政策扶持、完

善相关法律法规、进一步完善退出

机制、优化市场环境、推动行业双向

开放、完善行业自律和服务体系、加

强政策统筹协调等市场关注热点和

监管议题。这是继2005年中央十部

委联合发布《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

行办法》之后，创业投资领域最为重

要的纲领性文件，对促进创业投资

持续健康发展、优化我国创业投资

生态具有重要作用。

“创投二十二条”的亮点是直面

用，但这种引导须以透明的运行规则

和严格的监管为前提。“创投二十二

条”提出，充分发挥政府设立的创业

投资引导基金作用，并鼓励有条件

的地方政府设立引导基金，笔者认

为，在落实过程中，如何“加强规范

管理”将成为决定资金使用效率的

关键。再以国有创业投资为例，“创

投二十二条”提出“在风险可控、安

全流动的前提下”，支持中央企业、

地方国有企业、大学基金等投资创

业投资企业和创业投资母基金。在

创业投资具有天然的高风险特点以

及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等现实问题

仍存在的情况下，决策层设计一套什

么样的机制以确保风险可控、安全流

动将备受关注。

从总体看，如何把文件中众多的

理念性、导向性意见转化为符合政

策初衷、可落地的具体政策，如何赋

予文件中众多的“鼓励”“支持”事

项实打实的政策和资源支持，如何

把文件中众多的“研究”事项尽快明

晰为确定的政策，将是有关部门下一

步需要考虑的重点问题，也是决定创

业投资能否更好提升“双创”资本引

擎功能的关键。

（责任编辑   胡秀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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