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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由十章组成。
第一章为导论。
第二章对现存的世界范围内关于流浪儿童的研究文献进行了批判性述评。
在讨论现有的关于社会排斥过程的研究路径的基础上，第三章介绍了本研究将要使用的建立在结构化
理论与儿童社会研究新范式基础上的综合性的分析框架。
第四章交代了本研究使用的方法论，它具体展现了本研究进行的过程。
从第五章到第八章，依次陈述了本研究的主要发现。
在第五章中，作者分析了流浪儿童是如何被社会排斥到公共街头去寻找替代性的生活机会。
第六章描述了流浪儿童获得必要生活资料的权利是如何被社会排斥，报告了他们在街头是怎样努力应
对这种来自主流社会的排斥。
第七章提供了一幅关于流浪儿童的受保护权利是如何被剥夺的昏暗图景。
在研究结果的最后一章，作者详细报告了流浪儿童自己的声音与选择在关系其利益的决策过程中，是
如何被社会漠视的。
第九章讨论了本研究发现的主题之间的理论联系，提出了一个理解流浪儿童被社会排斥的动力机制的
理论模型，揭示了他们是如何被社会排斥、又如何应对这种排斥的。
第十章，提出了关于中国流浪儿童救助工作的政策建议，指出了本研究的局限性与未来关于流浪儿童
研究的合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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