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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出版，正值中国实行改革开放30周年。
对于这场巨大社会变革的意义，怎么估计都不过分；而对它的学术研究，怎么努力都还嫌不足。
改革开放实践提出了许多重大的研究课题，本书只是集中讨论了其中的一个——民生问题，这个问题
已经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也是党和政府工作的重点。
那么，为什么民生问题会凸显为一个焦点问题，这里面是否具有必然性？
如果具有必然性，其中起重要作用的因素是什么？
我们可以从中得到哪些教训和启示？
怎样才能更好、更快地解决民生问题？
全面回顾以往30年来的民生研究，是一项很艰巨的任务。
本书呈现的只是我个人研究民生问题的思想过程，虽然远远不能代表全国的民生研究，但希望以此为
个案，勉强窥豹之一斑，也许还可以作为批评的对象，这对于今后的民生研究也会是有益的。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底线公平>>

内容概要

在西方现代化的过程中，发生过大规模的移民，中国现在也在发生大规模的移民。
但是，当年英国工业化的过程中移民是怎样的情况呢？
你们是在英国，非常清楚英国的历史：圈地运动使农民失去土地，大量的人口往本国南部的一些工业
城市迁移，同时很多的却是移向北美，后来相当一些还移到澳大利亚这样一些国家。
也就是说，历史上，早期的这些工业化国家，在工业化的过程中，产业的移民主要是国际移民。
中国现在的发展，也存在大规模的移民，往哪里移？
人口众多的四川、湖南、河南这些地方的人往东部沿海移，造成了国内大规模的所谓农民工的流动，
当然也有一部分人是往国外移，但是往国外移民的规模比在国内转移的规模要小得多。
国内转移的规模初步算下来，当年发展乡镇企业的时候从农村转移到工业部门大约是1.3亿人，最近，
处于流动状态的农民工有1.2亿人，也就是说。
现在在国内转移的规模是2.5亿人。
大概现在中国往国外移民的可能也就是几百万人，我估计肯定达不到一千万。
二者显然不可同日而语。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底线公平>>

作者简介

景天魁，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1943年生于山东蓬莱，196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81年和1987年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获得硕士、博士学位。
1981-1995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从事研究工作，1987年破格晋升为副研究员，1992年被评为研
究员，1988-1995年任研究室主任，1993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1995-2006年先后担任社会学所副所长、党委书记、所长，1996年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
。
1998-2005年任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2001-2005年任国际社会学会（IIS）副会长。
2006年当选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任社会政法学部副主任。
为第十、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政府参事，国家“十一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央马克
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科学家。
1981年，提出作为社会形成理论的“劳动起点论”；1987年，提出“社会认识系统的悖论”
；1993-1999年，提出作为社会发展理论的“时空压缩论”；2000-2005年，提出作为社会政策理论的“
底线公平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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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线公平:和谐社会的基础》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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