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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刑释人员回归社会中的社会排斥研究》详细阐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价值变迁的演进、表
现、特征和成因，探讨了中国政治价值建构问题，对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政治价值变迁作了全景式描
述，可以说为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研究添砖加瓦，为政治文明与政治发展理论尽绵薄之力。
《刑释人员回归社会中的社会排斥研究》的出版，将为政治学、行政学、公共管理学等专业的本科生
、研究生和相关研究人员提供一本厚实的有学术营养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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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莫瑞丽，河南人，1977年生。
上海大学社会学博士。
现为南昌航空大学文法学院讲师。
主要研究方向：回归社会学、矫正社会工作。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刑释人员回归社会中的社会排斥研究>>

书籍目录

南昌航空大学学术文库·文法论丛总序第一章　导论第一节　研究的社会背景一　刑释人员就业安置
从计划到市场的转变二　社会治安形势严峻，刑释人员大量增多三　竞争激烈的就业环境第二节　刑
释人员回归社会研究的回顾一　国内有关刑释人员回归社会的研究二　国外有关刑释人员回归社会的
研究三　刑释人员回归社会的相关理论第三节　问题的提出及研究的意义第二章　社会排斥研究第一
节　社会排斥理论一　社会排斥概念的产生背景二　社会排斥概念的发展及与相关概念的关系三　社
会排斥的含义和纬度四　社会排斥的原因、后果及对策第二节　国内社会排斥的实证研究第三章　研
究设计第一节　研究思路与主要概念一　研究思路二　主要概念第二节　研究方法和研究设计一　研
究方法的选择二　研究设计第四章　就业中的社会排斥第一节　就业排斥的影响因素一　就业环境二
　刑释人员的个人状况三　刑释人员的就业愿望四　雇佣方的因素五　法律政策的限制第二节　就业
途径、就业排斥的现状和结果一　刑释人员的就业途径二　就业排斥的现状三　就业排斥的结果本章
小结第五章　户口、社会保障、住房方面的社会排斥第一节　户口方面的排斥一　关于刑释人员的户
口政策二　刑释人员户口申报中的困难三　无法落实户口带来的不利后果四　过渡性集体户口存在的
问题五　户口簿上的污点第二节　社会保障的排斥一　社会保险二　最低生活保障第三节　住房的排
斥一　家庭住房状况和家庭关系状况对刑释人员住房的影响二　住房动迁引发的住房排斥三　婚姻对
住房的排斥四　住房受排斥的自身责任五　住房政策对刑释人员的排斥六　释放之初的住房排斥及建
议措施本章小结第六章　家庭、婚恋中的社会排斥第一节　家庭中的社会排斥一　来自家庭的排斥二
　影响家庭排斥的因素三　刑释人员的反排斥与自我排斥第二节　婚恋中的社会排斥一　婚姻中的排
斥二　恋爱关系中的排斥三　单身刑释人员择偶时的排斥本章小结第七章　人际交往中的社会排斥第
一节　一般人际交往中的社会排斥一　刑释人员的人际交往与犯罪二　刑释人员面临人际交往受排斥
的风险第二节　被害人的排斥一　一个被害人排斥的个案二　被害人排斥的特点三　被害人排斥的后
果本章小结第八章　结论和讨论第一节　对刑释人员回归社会中的社会排斥的讨论一　刑释人员在回
归社会的过程中受到了多纬度的社会排斥二　刑释人员受到的社会排斥的特点三　刑释人员遭受社会
排斥的原因四　刑释人员遭受社会排斥的后果第二节　减少社会排斥的对策和建议一　法律政策上的
完善二　减少和消除人们的歧视观念三　完善对刑释人员的支持和服务，提升刑释人员的能力第三节
　本研究的不足及今后有待研究的问题参考文献致谢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刑释人员回归社会中的社会排斥研究>>

章节摘录

　　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研究的社会背景　　刑释人员回归社会，亘古有之，并不是个新的
问题。
从理沦上说，人类社会自从有了监禁刑，就有了刑满释放后回归社会的问题。
的确，在以往，刑释人员也会面临着回归社会的问题。
但只是到了近代，由于平等、博爱等人权观念的兴起刑释人员这一特殊群体才开始得到关注。
而我国当前的刑释人员回归社会问题也有着独特的社会背景。
　　一　刑释人员就业安置从计划到市场的转变　　我国一直都很重视刑释人员回归社会的工作，在
不同的时期根据不同的形势也实行了不同的政策。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实行的是“多留少放”的政策，要求在就业条件好、管理力量强的省市以上
劳改单位要多留一些，专区以下劳改单位要少留一些；在案情上，反革命犯、惯犯多留，一般刑事犯
和刑期在2年以下的反革命少留。
当时整个国家面临发展生产力的巨大压力，一时间无法承受大量刑释人员回归社会后的就业安置工作
。
因此“多留少放”的政策一方面减轻了罪犯刑满后谋求职业的负担，另外也可避免刑释人员因没有生
活出路而可能再次进行的犯罪，减缓了社会的就业压力、有利于社会的稳定。
　　而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国民经济走出了困境，就业方面实行了以“统包分配”和固定工为
主的就业政策。
在这种形势下，1964年对刑释人员政策又做了重大调整。
凡是重大反革命犯和重大刑事犯、惯犯，除少数确实改好的以外仍然应当留场作业，继续改造；劳动
人民出身的内部违法犯罪分子和一般刑事犯，刑满后原则上应当释放回家。
“在此原则下”实施了“四留四不留“的政策。
　　在“文革时期”，由于受到当时”极左“思潮的影响，法律制度和各项工作都遭到破坏，刑满释
放的工作也受到阻碍。
这一时期绝大部分刑满释放人员都得到了留场就业的安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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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刑释人员回归社会中的社会排斥研究》试图从就业、社会保障、婚姻家庭、人际交往等方面来
展现刑释人员的回归社会过程，分析刑释人员遭受社会排斥的过程及原因，希望引起社会更多的关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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