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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完善与重构:社会转型期的基本权利问题研究》系统地从宪法学视角研究社会转型带来的宪法权利转
型问题，从中国宪法基本权利转型历史维度，社会转型现实维度和基本权利类型层次维度，对我国宪
法基本权利应然变化和基本权利体系实然构建如何适应当代中国社会对基本权利的需求进行了具体分
析，完善与重构是现在与未来中国宪法基本权利发展的两个重要的方面；完善与重构是一十从价值理
念到制度规范的长期过程；完善与重构既是我们在研究转型期的基本权利问题时的基本寿度，也是我
们的基本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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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任广东省政府决策咨询顾问专家；广东省法学会副会长；广东省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广东
省法学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宪法学研究会理事；广东省宪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主要从事宪法学与行政法学、法理学和法律思想史的教学与研究，在《中国法学》等刊物上发表论文
数十篇；主持参加国家社科和教育部、司法部等省部级项目17项目；获省部级优秀成果奖4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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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随着90年代，我国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确立起来后，对
迁徙自由政策上的限制在事实上被进一步地突破了。
对于农村劳动力进城在事实上持认可的态度，大量农民进城，为社会进步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为此，1990年4月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做好劳动力就业工作的通知》，专门对农村劳动力进城进行了有
效的管理。
1998年7月国务院批准了公安部《关于解决当前户口管理工作中几个突出问题的意见》，提出了婴儿落
户随父随母自愿的政策；放宽解决夫妻分居问题的户口政策；解决老年人投靠和归属的政策；解决在
城市投资、购买商品房的公民随其共同居住直系亲属在城市落户的政策等。
该意见曾被学者作出这样的评价：“这份文件的颁布实际上意味着40年来铁板一块的传统户籍政策开
始有了实质性的松动。
” 但是，该意见对所涉及的群体相对庞大的外来进城务工人员来说是非常非常小的，它对占外来人口
绝大部分的流动人口在城市中的地位以及城市对这些人群的政策并没有作出任何具有进步意义的指导
，流动人口的生存状况并未得到实质性的改善。
特别是大量农村人口涌入了城市，但由于他们没有合法的城市居民身份，于是无法享受与城市居民同
等的待遇，成为了城市中的“另类”，并因此造成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这也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
 （二）建构迁徙自由权法律制度的宪法思考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社会转型的不断深入，
传统户籍制度的不断改革，传统的以户籍制度方式限制公民迁徙自由的制度已经变得越来越不适应新
形势，迁徙自由的入宪问题也越来越成为可能和现实。
公民迁徙自由权的进一步恢复与完善本身是社会权利范式转型的重要内容，它的实现对当今中国社会
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首先，迁徙自由是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完善以及发展的内在要求。
前已述及，传统的限制迁徙自由的法律政策与制度，把本来应该通过市场机制来实现的人力资源的流
动和配置主要通过行政计划来实现，这种制度在强有力的国家行政手段推行下得以实现，并在一定程
度上适应了当时计划经济发展对劳动力资源进行控制的需要，也符合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目标的需要
。
但是，就已经实现市场经济体制并在不断深化完善这种体制的背景下，支撑这一制度得以确定的制度
基础在逐渐丧失，传统制度的弊端已越来越明显：限制了劳动力资源的自由流动，不利于实现社会效
率；人为地造成了公民之间的不平等。
迁徙自由的产生本身就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是资本家为实现自由雇佣劳动力而提出的。
它适应了市场经济一个共同规律即市场是配置资源（包括人力资源）的基础性手段；它要求生产要素
根据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而进行自由式流动，以达到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经济效益的最大增长。
劳动力作为首要的生产力是最重要的经济资源。
今天，在国家从绝大多数生产要素领域退出的时候，没有理由不把生产要素中最重要的资源——人力
资源放回市场。
政府应当作的是顺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通过宪法和法律确认和保障公民的迁徙自由和劳工自由，
规范和引导劳动力人Vl的合理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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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完善与重构:社会转型期的基本权利问题研究》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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