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市常住户口管理规定 
 

    （2018年 3月 8日沪公行规〔2018〕1号文发布，根据《上海市

公安局关于修改〈上海市常住户口管理规定〉的决定》（沪公行规〔2023〕

3号）修改，有效期至 2028年 4月 30日）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本市常住户口管理工作，切实保障公民的

合法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

记条例》以及公安部《户口居民身份证管理工作规范（试行）》等法

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和本市白茅岭、军天湖、上海、川东农场

范围内，立户、分户，户口登记、迁移、注销、恢复，户口登记项目

登记、变更及更正，证件签发等常住户口管理工作适用本规定。 

    第三条  常住户口包括家庭户口、单位集体户口、部队集体户口、

社区公共户口、学生集体户口、博士后工作站集体户口以及中央各部

委、各省市驻沪办事处工作集体户口。 

    第四条  公安机关负责常住户口管理工作。 

    机关、团体、学校、企业、事业等单位，应当协助做好常住户口

管理工作。 

    第五条  公民应当依法如实登记常住户口，并且只能登记一个常

住户口。 

    家庭户口、单位集体户口、部队集体户口、社区公共户口人员（以

下统称为“本市常住户口居民”）应当按照“先家庭户口，后单位集体

户口或者部队集体户口，再社区公共户口”的顺序登记常住户口。 

    非居住用途的房屋不办理家庭户立户以及户口迁入。 

    第六条  办理各类户口事项，应当按照相关户口事项办理程序规

定办理，并按照《上海市公安局窗口服务告知单》要求提供相关材料。 

    办理户口事项提交的相关证明材料为外文的，应当附有翻译的中

文译本并公证。在国外登记结婚或者离婚的，需在登记地办理公证或



者该国外交部或者外交部授权的机关认证，并经中国驻该国使（领）

馆或者相关政府联络部门认证。 

    第七条  公安机关应当依托“一网通办”全流程一体化在线政务

服务平台，推动常住户口管理工作信息化、智能化建设，创新服务模

式，简化工作流程，提升户口事项政务服务水平，方便群众办理各类

户口事项。 

    第八条  各级公安机关应当依照物价部门核定的收费标准收取

工本费，收费标准应当向社会公开。 

    第二章 立户、分户 

    第九条  本市常住户口居民或者经审批落户本市的人员依法取

得房屋所有权、宅基地使用权或者公有居住房屋承租权的，可以向房

屋所在地公安派出所申请家庭户立户。 

    驻沪部队现役军人配偶、未成年子女系本市常住户口居民或者经

市公安局审批落户本市的，经部队同意，可以在符合国家规划的驻沪

部队公寓房、经济适用房所在地公安派出所申请家庭户立户。 

    一套房屋只登记一户。 

    第十条  家庭户户主一般由房（地）产权利人或者公有居住房屋

承租人担任。 

    房（地）产权利人或者公有居住房屋承租人户口未登记在该房屋

内的，或者不愿意、不适宜登记为户主的，由房（地）产权利人或者

公有居住房屋承租人书面指定其他人员为户主。 

    同一户内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优先登记为户主。 

    第十一条  家庭户口人员因财产分割或者婚姻关系变化等原因，

可以申请在分门进出、独立生活、有居住条件的房屋内进行同号分户。 

    独立成套住宅不办理分户。 

    第十二条  符合下列条件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可以

申请设立单位集体户： 

    （一）有单位设立的批准文件、证书或者营业执照； 

    （二）有拟设立集体户的房屋所有权证明； 



    （三）具有一定规模，符合本市产业发展方向。 

    一个单位只能设立一个单位集体户。 

    第十三条  符合下列条件的驻沪部队，可以申请设立部队集体户： 

    （一）系团级以上驻沪部队； 

    （二）有拟设立集体户的房屋所有权证明或者上级部门出具的营

房证明； 

    （三）拟设立集体户的地址系该部队驻地。 

    一个驻沪部队原则上只能设立一个部队集体户。 

    第十四条  符合下列条件的大中专院校或者科研院所，可以申请

设立学生集体户： 

    （一）属于经教育部或者市政府批准、具有高等学历教育招生资

格的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或者经市政府批准、列入国家招生计划的

全日制普通中等职业学校，或者经国务院批准、列入国家招生计划的

科研院所； 

    （二）有拟设立集体户的房屋所有权证明或者其他合法有效的房

屋使用证明。 

    大中专院校有多个校区的，可以在各校区分别设立一个学生集体

户。一个科研院所只能设立一个学生集体户。 

    第十五条  符合下列条件的博士后流动（工作）站设站单位，可

以申请设立博士后工作站集体户： 

    （一）博士后流动（工作）站经国务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全

国博士后管理委员会）或者市政府按照博士后管理相关规定批准设立； 

    （二）有拟设立集体户的房屋所有权证明或者其他合法有效的房

屋使用证明。 

    一个博士后流动（工作）站只能设立一个博士后工作站集体户。 

    第十六条  符合下列条件的中央各部委、各省市驻沪办事处，可

以申请设立中央各部委、各省市驻沪办事处工作集体户： 

    （一）有办事处设立的批准文件； 

    （二）有拟设立集体户的房屋所有权证明或者其他合法有效的房



屋使用证明。 

    一个办事处只能设立一个中央各部委、各省市驻沪办事处工作集

体户。 

    第十七条  设立集体户的单位，应当指定集体户户主，设置专（兼）

职户口协管员，协助公安机关做好常住户口管理工作。 

    户口协管员应当履行以下职责： 

    （一）为本集体户人员办理户口事项开具介绍信； 

    （二）协助公安派出所办理本集体户人员的户口事项； 

    （三）负责保管集体户口个人信息页； 

    （四）协助公安派出所做好其他常住户口管理工作。 

    第十八条  具有户口登记管理职能的公安派出所应当协调街镇，

选择在本派出所辖区内实有地址设立社区公共户。 

    一个派出所设立一个社区公共户。 

    第三章 户口登记 

    第一节 出生登记 

    第十九条  婴儿出生登记按照随生父或者生母自愿落户的原则，

向生父或者生母常住户口所在地公安派出所申报。 

    父母双方均为社区公共户口的，所生婴儿应当随父亲或者母亲在

实际居住地社区公共户申报出生登记。 

    灭失的地址或者不存在房屋的地址不办理出生登记。 

    学生集体户、博士后工作站集体户以及中央各部委、各省市驻沪

办事处工作集体户不办理出生登记。 

    符合本规定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

第二十五条申报出生登记的，从其规定。 

    第二十条  母亲为驻沪部队现役军人，父亲为非本市常住户口居

民，其所生婴儿可以向女军人部队集体户所在地公安派出所申报出生

登记。 

    父母一方原为本市常住户口居民，因应征入伍或者被军事院校录

取，被注销本市常住户口，另一方为非本市常住户口居民，其所生婴



儿可以向本市的祖父母或者外祖父母常住户口所在地公安派出所申

报出生登记。 

    第二十一条  父母一方原为本市常住户口居民，后户口迁入学生

集体户或者博士后工作站集体户，另一方为非本市常住户口居民，其

所生婴儿可以向本市的祖父母或者外祖父母常住户口所在地公安派

出所申报出生登记。 

    第二十二条  父亲或者母亲为本市常住户口居民，其在香港、澳

门、台湾地区或者国外生育的，未取得或者放弃香港、澳门、台湾居

民身份或者外国国籍，持中国护照、旅行证或者出入境通行证入境的

未满十六周岁的子女，可以向父亲或者母亲常住户口所在地公安派出

所申报出生登记。 

    父亲或者母亲为本市常住户口居民，其在国外生育、未取得或者

放弃外国国籍，持中国护照入境的年满十六周岁的子女，依照本市华

侨回国定居的有关规定办理常住户口。 

    《户口居民身份证管理工作规范（试行）》对前两款中出生在国

外人员申报出生登记另有规定的，按照该规定执行。 

    第二十三条  父亲或者母亲原为本市常住户口居民，因定居国

（境）外被注销本市常住户口，其在境内生育、具有中国国籍的子女，

可以向本市的祖父母或者外祖父母常住户口所在地公安派出所申报

出生登记。但父母一方现为外省市户口的，应当随外省市户口方申报

出生登记。 

    父亲或者母亲原为本市常住户口居民，因定居国（境）外被注销

本市常住户口，其在香港、澳门、台湾地区或者国外生育的，未取得

或者放弃香港、澳门、台湾居民身份或者外国国籍，持中国护照、旅

行证或者出入境通行证入境的子女，可以向本市的祖父母或者外祖父

母常住户口所在地公安派出所申报出生登记。但父母一方现为外省市

户口的，应当随外省市户口方申报出生登记。 

    第二十四条  申报出生登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提供纳入本

市司法行政部门目录内司法鉴定机构出具的亲子关系司法鉴定意见



书： 

    （一）非婚生婴儿随生父申报出生登记的； 

    （二）无法提供合法有效的《出生医学证明》的； 

    （三）《出生医学证明》载明的生父母信息与申报出生登记的生

父母信息不一致的； 

    （四）在助产机构外出生的婴儿申报出生登记的； 

    （五）婴儿出生在国（境）外，出生证明未经中国驻该国（地区）

使（领）馆或者相关政府联络部门认证的； 

    （六）婴儿出生在外省市或者国（境）外且生育档案材料真实性

明显存疑的； 

    （七）婴儿出生情况不符合常理，经公安机关调查仍无法确定生

育事实的。 

    第二十五条  符合本市收养落户政策的无户口人员，经公安机关

审批后，可以向收养人常住户口所在地公安派出所申报出生登记。 

    第二节 其他情形 

    第二十六条  获准回国定居的华侨，应当由本人持合法有效的华

侨回国定居证及护照或者旅行证，向拟定居地公安派出所申报常住户

口登记。 

    第二十七条  获准在本市定居的港澳台居民，应当由本人持市公

安局出入境管理部门出具的批准定居通知书，向拟定居地公安派出所

申报常住户口登记。 

    第二十八条  外国人、无国籍人申请加入中国国籍获准后，应当

由本人持批准入籍证明，向拟定居地公安派出所申报常住户口登记。 

    第四章 户口迁移 

    第一节    市内户口迁移 

    第二十九条  本市常住户口居民依法取得房屋所有权、宅基地使

用权或者公有居住房屋承租权的，可以将户口迁入该房屋所在地址。 

    与房（地）产权利人或者公有居住房屋承租人具有直系亲属、配

偶、配偶的父母关系的本市常住户口居民，经权利人或者承租人同意，



可以将户口迁入该房屋所在地址。 

    与房（地）产权利人或者公有居住房屋承租人不具有直系亲属、

配偶、配偶的父母关系的本市常住户口居民，以该房屋为实际居住地

的，经权利人或者承租人同意，可以将户口迁入该房屋所在地址。 

    房（地）产有多个权利人的，权利人之外的人员户口迁入该房屋

所在地址应当经全部权利人同意。 

    灭失的地址或者不存在房屋的地址不办理户口迁入。 

    第三十条  本市常住户口居民因房屋出售、拆迁等原因在本市确

无他处落户的，经其单位同意，其本人及配偶、子女户口可以迁入单

位集体户内。无单位集体户或者无法在单位集体户落户的，可以迁入

实际居住地社区公共户。 

    本市常住户口居民因到外省市或者国（境）外工作、学习等原因，

不在本市居住且确无他处落户的，可以迁入户口所在地社区公共户。 

    第三十一条  社区公共户口人员因居住地发生变化，户口应当迁

入实际居住地社区公共户。 

    第三十二条  房屋所有权或者公有居住房屋承租权合法转让，现

权利人或者承租人申请将房屋内原有户口迁出的，房屋所在地公安派

出所应当通知原有户口人员迁出，对拒不迁出的，可以直接将其户口

迁至社区公共户。 

    第三十三条  本市常住户口居民被本市大中专院校或者科研院

所录取的，户口不迁入大中专院校或者科研院所学生集体户。 

    第三十四条  单位集体户口和社区公共户口人员具备落户家庭

户条件的，应当将户口迁入家庭户。 

    对具备落户家庭户条件的社区公共户口人员，户口所在地公安派

出所应当通知其办理户口迁移，对不办理或者无法通知的，可以将其

户口迁入家庭户。 

    第三十五条  随女军人报出生的婴儿，户口不得在本市迁移。但

婴儿的父亲或者母亲成为本市常住户口居民的除外。 

    第三十六条  设立集体户的单位因合并、搬迁等原因，提出集体



户迁移申请的，公安派出所凭该单位合并、搬迁的有关材料，办理整

户迁入。集体户内无人员的，该集体户注销。 

    公安派出所对丧失设立条件的集体户，不办理户口迁入。 

    第二节 迁入迁出本市 

    第三十七条  外省市户口人员符合本市落户政策，可以到拟落户

地公安派出所选择下列方式申报常住户口登记： 

    （一）根据本市公安机关出具的《准予迁入证明》到户口所在地

公安机关开具《户口迁移证》后，申报常住户口登记； 

    （二）选择户口迁移“跨省通办”申报常住户口登记。 

    第三十八条  本市常住户口居民因工作调动、投靠亲属等原因，

需将户口迁往外省市的，应当提交与迁移事由相关的证明材料，到户

口所在地公安派出所办理户口迁出，并按规定申领《户口迁移证》。 

    第三十九条  本市常住户口居民被外省市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

或者国务院下属科研院所录取的，可以不办理户口迁移。需要办理户

口迁移的，须持《录取通知书》到户口所在地公安派出所办理户口迁

出，并按规定领取《户口迁移证》。被外省市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录

取的，《录取通知书》须加盖“本校是教育部批准的具有高等学历教育

招生资格的普通高等学校”印章。 

    按照前款规定将户口迁往外省市学生集体户的人员，毕业后可以

将户口迁入本市。 

    本市常住户口居民被外省市全日制普通中等职业学校录取的，不

办理户口迁移。 

    第四十条  外省市户口人员被本市设立学生集体户的大中专院

校、科研院所录取，需要迁移户口的，应当在新生入学当年由学校持

新生名册到公安派出所集中办理户口迁入。 

    按照前款规定将户口迁入本市学生集体户的人员，在办理毕业离

校手续时，应当由本人或者学校将户口迁回原户口所在地。超过两年

未迁回的，公安派出所应当将其户口迁出，并开具《户口迁移证》交

学校保存。 



    学生集体户口人员因升学、转学，可以将户口迁入被录取的大中

专院校、科研院所学生集体户。 

    学生集体户口人员在本市就读期间，因退学、转学需要将户口迁

往外省市的，应当由本人持退学、转学等相关证明材料，到户口所在

地公安派出所办理户口迁出，并按规定申领《户口迁移证》。因其他

原因迁往外省市的，应当由本人持入户地公安机关出具的《准予迁入

证明》，到户口所在地公安派出所办理户口迁出。 

    注销户口的原学生集体户口人员恢复户口后，不符合本市落户条

件的，公安派出所应当直接将其户口迁出，并开具《户口迁移证》。 

    学生集体户口人员符合投靠等落户条件，经公安机关审批后，可

以将户口迁入家庭户。 

    学生集体户口的应届毕业生，经市政府有关职能部门批准落户的，

持相关证明办理落户手续。 

    第四十一条  现役军人配偶、未成年子女符合随军条件的，经公

安机关审批后，可以将户口迁入本市。 

    部队集体户以及在驻沪部队公寓房、经济适用房上设立的家庭户

仅限现役军人配偶及其未成年子女落户。 

    随女军人报出生的婴儿，女军人调动或者转业、退役安置到外省

市的，其未成年子女户口应当随迁。但其父亲成为本市常住户口居民

以及国家和本市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四十二条  博士后工作站集体户口和中央各部委、各省市驻沪

办事处工作集体户口人员户口迁移按照市政府相关规定办理。 

    第五章 注销、恢复户口 

    第一节    注销户口 

    第四十三条  死亡或者被人民法院依法宣告死亡的，死亡人员户

口所在地公安派出所凭死亡证开具部门推送的信息数据，注销死亡人

员户口。 

    因故未注销户口的，公安派出所应当在取得相关死亡证明材料确

认公民死亡后，注销死亡人员的户口。 



    婴儿出生后，在申报出生登记前死亡的，应当同时申报出生、死

亡两项登记。 

    第四十四条  本市常住户口居民被特招或者直接选拔招录担任

军官的，本人、近亲属、户主或者集体户口协管员应当向户口所在地

公安派出所申报注销户口登记。 

    学生集体户口人员被特招或者直接选拔招录担任军官的，本人或

者集体户口协管员应当向户口所在地公安派出所申报注销户口登记。 

    未办理注销户口登记的，公安派出所应当及时告知本人、近亲属、

户主或者集体户口协管员，拒绝注销户口或者告知后一个月内仍未办

理注销户口登记的，可以依据人民武装部门提供的名单注销其户口。 

    第四十五条  经批准前往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定居的，本人应

当持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部门出具的定居批准通知书向户口所在地

公安派出所申报注销户口登记，并交回居民身份证。 

    公民定居国（境）外、取得外国国籍并自动丧失中国国籍或者经

批准退出中国国籍的，本人应当按照《户口居民身份证管理工作规范

（试行）》的相关规定申报注销户口登记，并交回居民身份证。   

    第四十六条  已在国（境）外定居，或者取得外国国籍并自动丧

失中国国籍但未申报注销户口登记的，户口所在地公安派出所应当执

行《户口居民身份证管理工作规范（试行）》的相关规定。 

    第二节    恢复户口 

    第四十七条  经人民法院撤销宣告死亡的，本人应当向原户口注

销地公安派出所申报恢复户口登记。 

    被人民法院宣告失踪的，不注销户口。已被注销户口的，经人民

法院撤销宣告失踪，本人应当向原户口注销地公安派出所申报恢复户

口登记。 

    第四十八条  军人复员、转业或者退伍的，本人应当向安置地公

安派出所申报常住户口登记。 

    军人被开除军籍的，本人可以向原户口注销地公安派出所申报常

住户口登记。 



    第四十九条  被判刑的，不注销户口。已被注销户口的，刑满释

放或者被监外执行后，本人应当向原户口注销地公安派出所申报常住

户口登记。原户口注销地丧失恢复条件且确无他处落户的原本市常住

户口居民，应当在原户口注销地社区公共户申报户口。 

    第五十条  未取得华侨身份的原本市常住户口居民，经公安机关

批准后，本人应当向原户口注销地公安派出所申报常住户口登记。 

    曾具有中国国籍的外国人被批准恢复中国国籍的，本人应当按照

《户口居民身份证管理工作规范（试行）》的有关规定申报恢复户口

登记。 

    第五十一条  原户口注销地丧失恢复条件的原本市常住户口居

民，可以在本市其他可供落户的地址内申报户口。 

    第六章  户口登记项目登记、变更及更正 

    第五十二条  婴儿姓氏按照出生医学证明登记，原则上应当随父

姓或者母姓，使用规范汉字。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在父姓和母

姓之外选择姓氏： 

    （一）选取其他直系长辈血亲的姓氏； 

    （二）因法定扶养人以外的人扶养而选取扶养人姓氏； 

    （三）少数民族公民遵从本民族的文化传统或者风俗习惯的； 

    （四）有不违反公序良俗的其他正当理由。 

    第五十三条  姓氏登记后符合第五十二条以及下列情形之一的，

可以变更姓氏: 

    （一）佛教教职人员还俗的，可以恢复出家前使用的姓氏； 

    （二）依法被收养的，可以选择养父母姓氏； 

    （三）父母离婚、再婚的，可以选择父母另一方、继父母姓氏。 

    申请人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申请变更姓氏的，应当经监护人

一致同意。 

    第五十四条  婴儿名字按照出生医学证明登记，应当使用《通用

规范汉字表》中的汉字。 

    本市常住户口居民在符合法律政策规定且不违反公序良俗的情



况下，可以申请变更名字，变更名字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

会公共利益，使用《通用规范汉字表》中的汉字。 

    佛教教职人员还俗的，可以恢复出家前使用的名字。 

    申请人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申请变更名字的，应当经监护人

一致同意。 

    少数民族公民登记姓名应当按照《户口居民身份证管理工作规范

（试行）》的相关规定予以办理。 

    第五十五条  婴儿性别按照出生医学证明登记。 

    本市常住户口居民因医学变性需要变更性别的，应当持国内三级

医院出具的性别鉴定证明或者司法鉴定部门出具的证明，向户口所在

地公安派出所申请。 

    第五十六条  婴儿应当随父亲或者母亲登记民族。 

    本市常住户口居民符合国家民族成份登记管理有关规定的，可以

变更民族。 

    第五十七条  出生日期一般不予变更。本市常住户口居民确有原

始证据证明实际出生日期与公安派出所登记的出生日期不一致的，可

以变更出生日期。国家干部和现役军人变更出生日期，应当按国家有

关规定严格办理。 

    出生日期以记载最早的户籍登记资料为准，户籍登记的出生日期

与出生证明不一致的，以出生证明为准。 

    第五十八条  本市常住户口居民符合下列情况之一的，可以变更

公民身份号码： 

    （一）纠正错号、重号的； 

    （二）更改出生日期的； 

    （三）更改性别的。 

    第五十九条  婴儿出生地按照出生医学证明登记。 

    本市常住户口居民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变更出生地： 

    （一）实际出生地与登记出生地不一致的； 

    （二）出生地行政区划调整的。 



    第六十条  本市常住户口居民变更服务处所的，以人口信息管理

系统中社保缴纳单位为准。退休人员不得变更服务处所。 

    第六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房（地）产权利人或者公有居

住房屋承租人可以向户口所在地公安派出所申请变更户主： 

    （一）原户主死亡或者经人民法院宣告死亡的； 

    （二）原户主户口迁出的； 

    （三）房（地）产权利人或者公有居住房屋承租人认为有必要更

改的。 

    原户主是唯一权利人、承租人的，其死亡后，经户内全体人员协

商一致，可以变更户主。因家庭矛盾无法确定新户主的，由公安派出

所按户内人员户口迁入时间顺序确立新户主。 

    集体户变更户主的，应当由设立集体户的单位向户口所在地公安

派出所提出申请。 

    第六十二条  本市常住户口居民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兵役情

况、身高和职业等户口登记项目发生变化的，应当持相关证明材料向

公安派出所申请办理变更。 

    第六十三条  学生集体户口、博士后工作站集体户口以及中央各

部委、各省市驻沪办事处工作集体户口人员姓名、性别、民族、出生

日期、公民身份号码、籍贯、出生地等户口登记项目不予变更。  

    第六十四条  因本市公安派出所的登记差错导致公民的户口登

记项目与实际不符的，户口所在地公安派出所经调查核实后予以更正。

公民本人发现登记差错的，可以向户口所在地公安派出所提出申请，

经公安派出所调查属实后予以更正。 

    第七章     证件签发 

    第六十五条  因家庭户立户和分户的，由公安派出所发给居民户

口簿。 

    户主变更的，公安派出所应当收回原居民户口簿，签发新的居民

户口簿。 

    户内人员超出居民户口簿页数范围的，公安派出所应当发放居民



户口簿续本。 

    第六十六条  公安派出所对单位集体户口、部队集体户口、社区

公共户口人员签发个人户口卡。 

    第六十七条  因家庭矛盾导致无法使用居民户口簿，且经公安派

出所说服无效的，经调查核实后，公安派出所凭该家庭成员的书面申

请及相关证明，为其制发仅含首页和其本人户籍信息的居民户口簿节

本，并在常住人口登记表和人口信息系统中注明相关情况。居民户口

簿节本仅证明个人户籍信息，不能用于办理户口迁入、恢复户口等事

项。 

    第六十八条  遗失居民户口簿的，户内人员应当及时到户口所在

地公安派出所报失。经户内所有人员同意，公安派出所予以补发。居

民户口簿补发后，原居民户口簿自然作废。对重新找到的原居民户口

簿，公安派出所应当予以收回。 

    遗失个人户口卡的，应当及时到户口所在地公安派出所报失，公

安派出所核实后予以补发。 

    第六十九条  本市范围内户口迁移一律通过网上迁移，公安派出

所不再签发《户口迁移证》。 

    户口迁往外省市的，公安派出所应当按规定签发《户口迁移证》。 

    第七十条  《户口迁移证》遗失或者超过有效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