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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大都市流动人口居住问题研究》由唐豪、马光红、庞俊秀所著，以大都市流动人口的居住问题
作为研究的重点，从完善我国住房租赁市场、利用土地政策对住房市场进行调控、公房产权制度改革
、承建农民工公寓、“城中村”改造供应模式、村集体集中建房供应模式、经济适用房、廉租房、公
共租赁房等方面展开分析和讨论，提出不同方案的具体运作模式，并对公共住房的居住控制系统进行
了设计，以期为流入地政府有效地解决流动人口的居住困难问题提供可操作性的实施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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