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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农民工及其住房是城市化进程中一个不可规避的问题。
本书是对作者吕萍多年从事的我国农民工住房问题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研究成果的全面和系统总结。
全书不仅从理论上探讨了农民工的地域迁移规律和特点、农民工流动对住房市场和住房保障的影响，
也总结了各地近些年关于农民工住房有关政策的模式和运行效果；不仅呈现了大量的实际调研和分析
成果、提出了分析理论与模型，也得出了解决农民工住房问题的思路和政策建议。
本书对于业内研究住房市场和住房保障问题是一本难得的参考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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