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制度供给与外来人口权益改进>>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制度供给与外来人口权益改进>>

13位ISBN编号：9787511836618

10位ISBN编号：7511836615

出版时间：2012-6

出版时间：郭秀云 法律出版社  (2012-06出版)

作者：郭秀云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制度供给与外来人口权益改进>>

内容概要

《制度供给与外来人口权益改进》基于“制度供给与外来人口权益保护不足”这一现实问题，以该问
题产生的制度基础—“户籍制度及其改革”为切人点，就户籍改革与外来人口管理模式优化之间的关
系进行深入探讨，研究典型地区外来人口管理模式的地方实践、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成因，分析提炼
人口管理的国际经验，明确人口大规模流动背景下非正规城市化的修正路径，指出外来人口权益发展
应按照“从确权、赋权到维权”的逻辑展开，并提出外来人口管理模式创新的政策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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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郭秀云，女，1970年7月生，山东德州人，复旦大学经济学博士、公共管理博士后。
现为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为人口经济理论、社会保障。
近年来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上海市政府决策咨询重点项目、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子课题、中国博
士后基金项目、上海市教委重点项目等多项课题，独立出版专著1部，公开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多篇
论文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全文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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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对外来流动人口管理的影响 四、户籍改革模式与地方实践 五、“居住证转办模式”的逻辑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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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及其福利待遇 三、发达国家人口管理对我国的启示及经验借鉴 第六章非正规城镇化的修正与外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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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二、外来流动人口管理模式创新的保障机制 附录1：浦东新区流动人口公共服务及户籍改革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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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与上海类似，20世纪80年代，广东的流动人口管理工作主要集中在公安部门，以治
安管理为主要目标，基层管理力量较为薄弱，对流动人口的登记管理缺乏必要的约束机制。
计划体制遗留下来的“户籍属地”管理的静态管理模式难以适应流动人口在规模和形态结构上所发生
的变化。
政府对流动人口管理的长期性和艰巨性估计不足，缺乏明确的管理目标和管理规划，因此，在管理上
表现为政府部门和管理机构的被动应付，以及伴随问题积累而进行的大规模阶段性运动式整治。
从1984年到20世纪90年代的上半期，对企业用工的清查、对“三无”人员（无有效合法证件、无合法
正当职业、无合法居所）的清理，针对流动人口的各种证件管理和收费项目的增加，成为这一时期司
空见惯的举措。
 这种防范式流动人口管理模式所奉行的“谁主管、谁负责，谁聘用、谁负责，谁容留、谁负责”原则
，突出特点就是控制性、被动性、临时性。
从效果上看，这种传统的流动人口管理模式，非但没能有效阻止流动人口增长的态势，反而引发了许
多新的社会和经济问题。
这种管理模式强调被管理者的义务，而忽视了义务与权利应相当的准则，履行义务、实现管理要求的
过程无法转化为权利的实现，被管理者自然对管理本身产生内在的抵触。
 在以“控制”为主导思想的管理过程中，广东省政府对于流动人口的管理几乎全部归属于公安部门，
以防止和惩治犯罪为主要目标，忽视了流动人口对于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需求，客观上拉大了流动
人口与户籍人口在社会资源分配权益方面的差距。
同时，这种以“防”为主的管理理念缺乏人文关怀，也加剧了流动人口的相对剥夺感。
由此，流动人口与政府之间的矛盾加剧，这也是广东省群体性事件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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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制度供给与外来人口权益改进》由法律出版社出版。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制度供给与外来人口权益改进>>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