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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弱势群体的存在和不断增加、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是我国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必须高度重视和着力解
决的关键性问题之一。
对于流动人口中的弱势群体，也就是城市流浪乞讨人员问题进行深入、系统的社会学研究，具有十分
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孙志祥的这本《救助管理制度研究：转型期流浪乞讨现象的剖析与应对》运用了社会学、心理学、管
理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对转型时期的城市流浪乞讨问题进行多角度、全方位的分析研究。
运用抽样法、问卷法、观察法等现代科学方法收集了第一手资料。
首先，研究和梳理了我国城市流动人口中的弱势群体（流浪乞讨人员）的历史；其次，描述了转型时
期我国流浪乞讨人员的基本状况和生存状态，分析了转型时期城市流浪乞讨现象形成的机制、特点与
趋势，并着重论述了救助管理制度建立的过程、背景、进步与局限；最后，介绍和整理了国际上社会
救助制度理念的历史变革与现实选择，并系统地提出了完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制度的政策设
计。

《救助管理制度研究：转型期流浪乞讨现象的剖析与应对》认为，《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
助管理办法》是一项针对城市流动人口而设立的社会救助制度。
尽快建立针对流动人口遇到特殊困难情况下的紧急社会救助制度，是目前最迫切也最为可行的政策选
择和制度建设。
目前，我国应立足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借鉴吸收发达国家“积极福利”思想和经验，进一步改
进和完善救助管理制度，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逐步解决流动人口社会保障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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