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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上海社会科学院创建于1958年，迄今整整五十年。
在半个世纪不寻常的岁月中，我院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第一阶段，从1958年建院到1968年建制撤销
，是草创和早期发展阶段；第二阶段，从1968年建制撤销到1978年恢复建院，我院科研和建设被迫停
滞和中断；第三阶段，从1978年恢复建院至今，是我院持续发展、昌盛繁荣阶段。
　　我院创设之初，原是研究与教学并重的机构，设有政治法律系、工业经济系、贸易经济系、财政
信贷系、会计系、统计系、业余大学和经济研究所，隶属上海市委教育卫生工作部领导。
1959年起改为比较纯粹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不再招收本科生。
同年，中国科学院上海历史研究所并入，并相继设立哲学研究所、政治法律研究所和国际问题研究所
，以及学术情报研究室和毛泽东思想研究室。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院的科研工作被迫中断，许多领导干部、知识分子和工作人员
遭到残酷打击和迫害，科研和建设遭受严重的挫折和损失。
至1968年底，全院除部分工作人员调市有关部门工作外，其余人员均到奉贤县“市直五七干校”参加
学习、劳动，被编入“市直五七干校六兵团”，我院建制被撤销。
即使在这样的背景下，仍有部分科研人员割舍不下对学术研究的独钟情愫，冒着被批判的风险，白天
参加运动、劳作，晚上阅读、思索，以萤火爝光探照民族苦难的由来和前去的道路。
　　1978年，我院恢复建制，和共和国一道步入崭新的历史时期。
此后，在中共上海市委的领导下，我院因时、因地制宜，广纳贤才，复所建所，一方面完成经济研究
所、历史研究所、哲学研究所和法学研究所的恢复重建，另一方面根据时代的要求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陆续建立部门经济研究所、世界经济研究所、情报研究所（1992年更名为信息研究所）、文学研究
所、社会学研究所、宗教研究所、苏联东欧研究所（1992年更名为东欧中西亚研究所，简称欧亚所）
、青少年研究所、新闻研究所、人口与发展研究所、亚洲太平洋研究所等一批新的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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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辑录了上海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所在各个时期比较有代表性的论文，它既是为了纪念上
海社会科学院五十周年华诞，也是为了集中展示上海社会科学院过去五十年的科研成就。
这套丛书比较完整地记录了上海社会科学院科研人员在过去半个世纪所走过的曲折而又辉煌的学术之
路，凝结着上海社会科学院全体科研人员在时代风雨洗礼下的智慧和良知。
 全书共分“人口理论”“人口发展”“流动人口”等7个部分，具体内容包括《中国人口转变的理论
之争》《上海女性流动人口的就业特征》《上海职业培训发展现状与趋势探讨》《上海公共卫生及基
本医疗服务政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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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言人口理论  中国人口转变的理论之争  中国人口转变的长期经济影响人口发展  中国城市人口人户分
离状况研究  上海“十一五”期间人口发展趋势与人口管理制度的创新  市场开放进程中的工业企业集
聚与人口城市化——长三角地区人口城市化的动囚探析(1984-2002)流动人口  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的现状
与管理方法研究  中国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问题研究  上海女性流动人口的就业特征劳动就业  中国城市外
来与本地劳动力的就业对比研究——以上海为例  产业结构调整与劳动力就业结构的演进分析  就业人
口与非农生产分布不均衡问题实证研究——上海大都市经济发展的时空及功能特征  上海青年就业现
状、问题与对策探讨  上海职业培训发展现状与趋势探讨  上海制造业人力资源发展与职业培训现状与
展望养老保障  中国农村养老资源缺失问题研究  上海独生子女父母老龄化发展趋势与养老对策研究  养
老金水平与退休生活质量：“啃老”现象研究  非均衡背景下农村养老保障方式与人群的匹配医疗保
障  上海公共卫生及基本医疗服务政策  印度医疗制度：公平性及政府和市场作用世界人口  世界低生育
率国家生育率下降模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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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五）确定人户分离的空间范围以区、县（市）为宜，减少因为普查范围而造成的人户分离数量
的增加　　衡量人户分离空间范围的大小，将直接影响人口普查的登记质量。
第五次人口普查办法规定，调查对象空间范围为乡（镇、街道），和“四普”的县（市）空间范围相
比有所缩小，这将使“五普”增加了大量人户分离人口，如果按现行普查小区切块划分方法，有可能
将调查对象的第一种人变为第二、三种人，市区街道与街道之间交叉现象严重，普查登记时容易使户
口登记状况中的第一、二、三款人产生混淆，不便于普查员的判断和登记。
在城镇有相当一部分人吃、住不在同一个地方，如按“四普”口径就是第一种人，按现行口径就可能
是第二、三种人，这样给调查登记带来困难。
确定人户分离的空问范围，应该有利于查准总人数，因此，建议普查对象的空间范围仍以区、县（市
）为宜。
　　（六）对人户分离人口实行以居住地为主的管理办法　　在现阶段不能消除人户分离现象的情况
下，我们必须面对现实，对人户分离人口实行现住地管理的办法，并且管理手续要简化，方便群众。
对于住房制度改革和房地产作为一种投资手段而带来的一户多房的问题，建议实行电脑网络化管理，
户口所在地与居住地信息畅通，使人户分离人员流而不乱，流而不失。
实行以居住地为主的实有人口管理，首先要强化户籍管理，充分发挥人户分离人口现住地派出所、居
委会以及治保会的作用，在管理中落实协管员制度、例会制度、清理整顿制度和统计制度，切实由现
住地派出所把人户分离人口管理起来。
其次，在日常管理的基础上，加强对人户分离一般人口的了解工作。
尤其是对人户分离中的重点工作对象，要落实现住地管理措施，做到底数清、情况明，预防和减少犯
罪，更好地为社会治安服务。
第三，要加快管理手段的现代化。
　　（七）在城市旧区动迁改造中要制定户口管理细则，并严格执行　　城市改造中的居民动迁是造
成人户分离的一种重要原因，是城市人口人户分离的一个重要源头，由于无章可循，目前这方面的管
理工作非常混乱。
要解决动迁中的人户分离问题，可以实行“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
所谓“老人老办法”，就是对已经因此而产生的人户分离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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