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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收容遣送到救助管理

) 我国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制度的变迁

高 中 华

[摘 要 8 建国以来 , 我国对城市流浪乞讨人员的管理 , 经历了从收容遣送到救助管理的转变

过程 " 收容遣送制度 自建国以来 , 于社会稳定发挥出较为突出的功能 , 而救助管理制度更适应我国

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 "同时 , 囿于时代转型因素的限制 , 这一制度的发展尚不完备 , 面临诸多社会

难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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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流浪乞讨人员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 , 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现象 "针对这

一城市弱势群体的管理 , 自新中国成立以后 , 先后经历了收容遣送 !收容管理两大发展阶段 ,

前后有一个较大的变化过程 , 反映出我国城市管理水平的变化和社会保障的发展趋势 "

从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到 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的 29 年间 , 我国的收容遣送制度属于行

政救济的范畴 , 因社会发展程度不同 , 社会任务各异 , 收容遣送对象和方式有了很大变化 "具

体而言可以分为三个历史阶段 "

(一)第一阶段 5 1949~1956年), 收容工作以稳定社会秩序为主要目的 , 属于行政管理

性质

新中国成立前夕 , 大量农村灾民 !难民涌人北平 ! 上海 ! 天津等大中城市 "北平解放之

初 , 通过对 12 个区进行调查摸底 , 共查出乞丐 910人 "虽然乞丐人数不 多 , 但严重妨害社会

秩序和工商业的发展 1.一当时 , 北平等大中城市的人民政府主要从四个方面积极采取措施 , 以

稳定新生政权 "

首先 , 各地及 时成立统一的管理机构 , 颁发相应的措施

1949 年 5月 12 日 , 北平市政府政务会议决定成立专门管理乞丐的机构 "27 日 , 北平市处

理乞丐委员会成立 , 以民政局为主 , 由公安局 !卫生局 !纠察总队 ! 人民法院及华北人民政府

民政部等单位的代表组成 "1. 各地的收容机构虽名称各异 , 如市收容管理组 ! 市容管理站 ! 收

容遣送站 (简称 /收遣 站 0), 但 均 隶 属 于 当地 政 府 , 收遣 站 最 低 设 在 县一 级 "在 各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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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收容遣送到救助管理

中城市设立了收容站 (所), 主要对散兵游勇 !灾民 !难民进行收容遣送 "在交通枢纽等地区

还设立了京沪地区回籍人员过境转送站等临时机构 "

其次 , 颁发相应的管理办法 , 明确收容方针及相关措施

为了改造和教育乞丐 , 1949 年 5月 27 日北平市政府颁布了 5城市处理乞丐暂行办法 6 ,

规定了收容乞丐的主要方针是一方面收容 , 一方面组织劳动 "天津市收容乞丐的方针是一面收

容 , 一面处理 , 逐步肃清 "其他城市的方针大体类似 "1950年4月 , 北京市调整了工作方针 ,

增加了教育的成分 , 同时还强调要区分情况 !分别处理 "4月8日市政府在 5关于遣送灾民还

乡生产的指示))中强调 , 要 /集中收容 , 分别处理 0"对不能生产的老弱残废 , 直接送至安老

所 , 其余一律送救济院 "经审查 , 凡能回籍者尽量帮助回籍生产;其余的再根据不同对象 , 分

配到不同的收容单位进行改造 "当时 , 各收容所共收容 1781 人 "{.2同时 , 大部分救济院 !安老

所 !育幼所 !妇女教养所 !平民习艺所也开始生产 "经过教育和劳动改造后的乞丐 , 大多数转

变了思想 , 认识到了劳动光荣的道理 , 走上了自食其力的道路 "

再次 , 由于时间紧 !任务重 , 收容工作分时 ! 分批进行

针对当时乞丐数量较多的局面 , 北平市的收容工作分四批进行 , 并确定了每批收容的重点

对象 "第一批是处理有劳动力 !无疾病 !无家庭的乞丐 , 编成劳动大队 , 强制短期集训 , 供给

食宿 , 加以教育后除家在北平的送到平民习艺所学习手艺外 , 其余均编成劳动大队 , 赴指定地

点参加劳动生产 "当时先后编成四个劳动大队共694 人 , 分赴黄河修堤 !察哈尔省开荒 ! 内蒙

古伐木 "1-8第二批是处理异乡逃至北平 , 因无亲友依靠沦落为乞丐者 !有家可归仍以乞讨为生

者 , 经集体训练后 , 分批送回原籍从事生产 "第三批是处理因病或特殊情形而被迫成为临时乞

丐者 , 帮助其恢复生产 "第四批是处理在本市内无依靠 !不能生产的老弱残废幼童等 , 一律送

人救济院 , 给予长期救济;稍有劳动能力者 , 尽量使其从事较轻的劳动生产 "

1949 年5月27 日至6月2日, 开展了第二次收容工作 , 7天内收容854 人 "8月北平市第

一届人民代表会议召开后 , 市民政局继续收容了1687人 , 至此 , 流浪人员基本收容完毕 "{6据
统计 , 1949 年 5月至 12月底的 10个月内 , 共计收容乞丐4599 人 , 其中自谋生产和遣送回籍

者 1498人 , 参加劳动大队的694 人 , 留在救济院进行学习 !改造和劳动的2000 余人 "L--

其他城市如成都 !上海 !济南等 , 也陆续开展了对乞丐收容处理的工作并取得了较好的成

绩 "由于成都解放较晚 , 收容工作从 1950 年7月开始 , 陆续成立了 12 个收容单位 , 到 1953

年 12月底 , 全市共收容社会游民 15559人 "经教育改造 , 遣送回原籍4524 人 , 介绍就业 !结

婚 !领养4313 人 , 送教养院收养4958人 , 交有关单位处理965 人 , 病亡 772 人 "经过 4年的

艰苦工作 , 这一社会问题基本得到解决 "1.2上海市至 1949年底收容了1.1万余人 , 这些人大多

遣送到淮北 !苏北垦区 , 进行生产自救 "18一据对上海 !南京 !武汉 !广州等 8个城市的统计 ,

到 1950年底遣送回乡的有 110万人 "[92另据统计 , 全国共创立920 所生产教养院 , 收容改造妓

女 ! 乞丐 !小偷 !游民等44.8万人 "1."2

最后 , 依据情况的变化 , 适时调整工作重点

1953年我国开始进人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时期 , 收容工作的重点随之发生变化 "这一时期 ,

收容遣送的对象主要是因灾害或因羡慕城市生活流人城市的人员 , 原先的收容安置机构 !方针

已不适应新情况的需要 "当年4月 , 北京市将民政局领导的生产教养院所属各单位与中国人民

救济总会北京市分会所属各救济单位加以合并 !调整 "5月华北人民政府颁布的 5华北区城市

处理乞丐暂行办法 6 中规定收容所的各项经费由财政统一开支 , 从而将管理机构统一化 ,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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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经费纳人了财政预算 "

这一时期采取了一些简便可行 !易于操作的措施 , 改造教育工作取得了不少成绩 "在改造

游民的基础上 , 各地陆续开办了生产教养院和游民改造农场 "据统计 , 1956年全国共收容改

造 了42 万多人 "198-p.02.这一时期的收容遣送工作 , 对于整顿社会治安 !改变城市面貌 !实现

农业 的社会主义改造 ! 支援农业生产 !巩固工农联盟 !支援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起到 了重

要的作用 "

(二)第二阶段 51957一1966年), 自然灾害造成外流人员增加 , 城市遣返任务加重 , 收

容工作开始向社会救济性质转变

第一时期 (1957~1963年), 由于自然灾害较多 , 外流人口增多 , 收容工作以遣返为重

点 "从 1959年至1961 年 , 国民经济发生严重困难 , 导致农民大量外流 "1957一1963年间 , 全

国大约有800万 一1000万农民在大流动 , 其中 1960 年全国共收容流浪乞讨人员600 万人次 ,

达到解放以来的最高峰 "!9-尸",)

为了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全党全民动手 , 大办农业 ! 大办粮食 !压缩城市流动人口 !加

强农业第一线的指示 , 1960 年 11月 , 内务部发出了 5关于进一步做好收容遣送工作的通知 6,

要求民政部门把收容遣送工作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来完成 "一年后 , 中央批转了公安部 5关于

制止人口自由流动的报告 6 , 决定在大中城市设立收容遣送站 , 以民政部门为主 , 负责将盲 目

流人城市的人员收容起来 , 遣送回原籍;公安机关负责对收容对象进行审查 ! 鉴别 "这一时

期 , 收容遣送机构已由政府移交给民政部门 , 各地的机构名称有救济站 !市遣返委员会等 , 其

工作性质为单纯的社会救济 "1961 年 , 内务部制定了 5城市收容遣送站工作方案 6, 明确规定

了收容对象为流人城市食宿无着的外流农民和城市 中流浪街头 ! 生活无着的人员 (即 /两个

无着 0)"针对安置中存在的屡遣屡返现象 , 国务院于 1962 年规定对无家可归的或屡遣不归的

外流人员 (简称 /长流人员 0), 由国家补助安家费和生活费 , 交生产队和农场掌握 , 专款专

用 , 这就保证了工作的有效开展 "

第二时期 (1963一1966年), 收容工作重点转变为 /两个就地 0 (即就地收容 ! 就地安

置)"1963年后 , 随着全国经济形势的日益好转 , 外流乞讨人员大大减少 , 但是社会上还有一

些 /长流人员 0"为此 , 1963年 3月 , 民政部采取 /两个就地 0 方针 , 改变了以往集中收容 !

分散安置的方法 "这段时间的主要工作是抓安置农场 "当年 12 月 , 内务部召开了全国安置农

场工作会议 , 制定了 5安置农场工作暂行办法 (草案)6, 将安置农场的功能定位为 /安置就

业 ! 教育改造 0"1964 年 1月 , 内务部颁发了 5安置农场工作暂行办法 (草案)6 , 明确了安

置农场的性质是 /安置就业和教育改造性质的农场 , 是全民所有制的农业企业 , 农场的生产

和建设纳入国家计划 0 "当时 , 由全国新办和 由游 民改造农场转变而来 的安置农场共 101个 ,

占用土地 97 万亩 , 到 1963年底共安置3.6万多人 "L0-

(三)第三阶段 (1966一1977年), 收容遣送行政管理的色彩更为突出

/文化大革命 0 开始后 , 1969年 1月内务部撤销 , 各地民政厅 (局)和其他部门合并 "

这一时期 , 收容遣送对象越来越复杂 , 工作越来越难于开展 "在这种情况下 , 有的收容遣送站

采取半强制的办法开展上作 , 随便拘留 !审讯 !捆绑 ! 吊打被收容人员等违法乱纪的现象较为

严重 "当时全国的 700 多个收容遣送站绝大部分是县级站 , 同时安置农场的数量大幅度减少 ,

使安置工作出现了分散 ! 无法允分发挥功能的情况 "此期间安置农场由原来的 101个减少到

1978年的 44个 , 被收容 人数 由 3.6万多人减少到 1.6万 多人 , 整个安置工作处于半瘫痪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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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 "102这一时期 , 对社会盲流人员中的各类刑事犯罪分子的管理成为工作的主要矛盾 , 收容遣

送站全部移交给了公安部门 , 这是与前两个阶段的不同点之一 "后来 , 一些省份的地 ! 市 ! 县

部分恢复了外流人口收容遣送站 , 从而使外流人口减少 "总体上看 , 1949一 1977年的收容遣

送制度在历次大的自然灾害中还是为救助灾民返乡 !重建家园做了大量的工作 , 发挥了民政工

作的整体效益 "

从 1978年到 2003年 , 收容遣送制度的发展出现 了一些新 的问题 "从具体发展阶段而言 ,

可分为两个阶段 "

(一)第一阶段 (从 1978年改革开放初期至 1990年)

1978年民政部成立后 , 收容遣送工作重新走上正轨 "这一阶段 收容遣送制度是以稳定社

会秩序为优先的价值选择 , 并兼有保障基本人权的目的 "1982年 7月 , 全国政法工作会议提

出了 /要搞好综合治理 , 争取社会治安的根本好转 0 "H 月 巧 日, 民政部发出 5关于做好今

冬明春收容遣送 !救灾救济和退伍安置的通知 6, 提出 /流浪乞讨人员被遣送回县后 , 要及时

弄清情况 , 切实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 "力求安置落实 , 避免屡遣屡返 0"社队安置 /长流人

员 0 确有困难的 , 可 以送民政部 门的安置农场 "¹

以北京市为例 , 1980年 3月底 , 北京市进行全市性大清查 , 3天内清查出各类乞讨人员

851人 , 其中属于上访或以上访为名在京乞讨的有 558 人 , 占65.5% "据调查 , 在城市的乞讨

人员 , 绝大 多数来 自农村 , 并以青壮年居多 , 约 占 60% , 老年约占 巧% , 少年儿童约

占 25% "[.22

据对沈阳 !广州 !郑州 !石家庄 !南昌 !蚌埠 !韶关 !安阳 !邯郸 !汕头 !萍乡等 n 个

市收容的2142名乞讨人员的分析 , 大体有以下几种情况 (见表 1)"

11 个城市 乞讨人员的量化分析

表 1 单位 :人

类  类类 型            型 人 数数 具 体 分 类                                              类

 lllll 生活困难        难 73111 因遭灾或其他原因造成生活困难的 , 其中一部分属于无依无靠靠
的  的                的    的的孤老残幼                                            幼

 22222 生活懒散        散 69000 没有户口 ! 无处安身 , 又不愿再去民政部门的安置农场劳动 ,,
好  好好逸恶劳        劳    劳 还有好逸恶劳的二流子 , 成为屡遣屡返的惯讨              讨

 33333 家庭内因        因 40333 家庭管教不当或受虐待而外出的 , 其中多数是少年 , 有少数已已
成  成                成    成成为顽劣儿童                                          童

 44444 生理所致        致 13222 家庭无力看管和被丢弃的痴呆傻者 ! 精神病人              人

 55555 犯罪前科        科 10000 劳改劳教释放后倒流城市无法落户的 ! 投亲不遇和钱粮被偷的的
人  人                人    人人 员                                                  员

   66666 生活并不困难 ,,  4666 有的人到城市讨钱 , 用来盖房或为孩子娶亲                亲
以  以以乞讨来增加收人人    人                                                      人

 77777 以上访为名      名                                                        400000
流  流流浪乞讨        讨    讨                                                      讨

资料来源:5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总览6 ,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1995年版 , 第 1134一 1135页 "

¹ 民政部政策研究室编 5民政工作文件汇编 (一)6 , 1985年 , 第 44 !52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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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初期 , 农村人 口向城市流动的问题开始突出 , /长流人员 0 增多 "为了维护社会

稳定和保障城市的公共秩序 , 国务院制定颁发了一系列管理措施和办法 "1982年 5月 12 日,

国务院颁布了 5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 (试行)6, 规定收容遣送工作由民政 !公安

部门负责 "该办法在赋予收容遣送制度合法性的同时 , 也使之成为一项涉及社会救助 !社会教

育 !社会管理和社会治安的多元性社会事务行政管理工作 "根据文件精神 , 民政部 !公安部先

后拟定下发了 5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实施细则 (试行)6 和 5关于加强收容遣送工

作的通知 6 "102上述一系列文件和法规的出台对引导收容遣送工作走上正轨发挥了很大作用 "

此时的收容遣送站既扮演了社会救助者的角色 , 又扮演了行政管理者的角色 , 从而使收容

遣送制度担负着社会救济以保障基本人权和维护社会治安以稳定社会秩序的双重责任 , 这种双

重性质又给收容遣送制度带来 了很大的压力 , 为收容遣送制度的变异埋下了伏笔 "从 实际操作

上来看 , 收容遣送的规定一直停留在政策规定的层面 , 迟迟没有立法 , 同时 , 政策规定也具有

一定的变异性 "
(二 )第二阶段 (1991年至 2003年 7月 31日)

20 世纪90 年代以来 , /三农 0 问题逐渐突出 , 同时城市改革也在推进 , 社会结构有所松

动 , 大规模盲目无序的流动人口进人城市 , 给城市的公共秩序带来冲击 "为了克服治安管理人

员数量和能力不足的困境 , 1991 年5月 , 国务院印发 5关于收容遣送工作改革问题的意见 6 ,

将无合法证件 !无固定住所 !无稳定收人的 /三无 0 人员纳入了收容遣送范围 , 后又将收容

范围扩大到了身份证 !暂住证 ! 务工证 /三证 0 不全的流浪人员 , 使收容遣送制度转变为单

纯的治安管理 , 社会救济的成分越来越少 "19% 年 5刑事诉讼法 6 废止了收容审查制度后 ,

产生了社会治安管理上的真空地带 "为此 , 很多地方的公安机关以牺牲收容遣送制度的基本人

权保障的价值来确保社会治安的稳定 "

这一阶段 , 收容遣送制度转变为以稳定秩序为主要价值选择 , 同时关注收容遣送站的经济

效益 , 基本上放弃了社会救济的成分 "由于经费极为有限 , 而收容遣送范围不断扩大 , 致使这

项工作面临严重的经济困难 , 由此引发出更多的社会问题 "长期以来 , 民政部门的下属机构一

直存在着资金短缺的问题 , 民政管理工作和所有福利事业的开支一般只占政府开支的 1.5%左

右 "1.-2由于收容遣送的经费小部分来自民政事业费 , 大部分只能靠收容遣送站组织被收容遣送

人员生产劳动或让收容遣送人员自己负担伙食和遣送费用 "例如广东省民政厅 !广东省物价

局 !广东省财政局于 1996年6月 10 日颁发 5关于加强收容遣送管理收费的补充通知 6, 规定

了收取 /三费 0 的最高限额:伙食费每人每天不准超过8元 , /三无 0 盲流人员及轻微违法人

员不得超过 10 元及 巧 元 , 所有费用一律按照实际天数收取 "

此阶段的收容遣送制度在规定上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收容遣送制度的

定位 , 收容遣送被赋予了 /积极配合打击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犯罪活动 0 的任务 , 成为 /社会

治安综合管理 0 的一部分;二是对进城打工的农民的定位 , 他们被政府和社会视作 /盲流 0,

成为危及城市安全的 /罪魁祸首 0;三是对收容遣送站的定位 , 他们必须 /自收 自支 0 维持工

作 , 从一个福利机构变成了一个自筹开支的管理部门 "在这样的情况下 , 由于管理部门的观念

发生变化 , 使收容遣送制度发生了质的变异 "

由于诸多复杂因素的合力 , 收容遣送制度异化为治安管理制度 , 制度缺陷不断被放大 , 其

公正性和有效性日渐削弱 "制度的异化和管理上的混乱最终引发了一系列的恶性事件 , 比较突

出的事件有湖南涟源事件[0i! 徐州收容站拐卖妇女卖淫事件[.68! 孙志刚事件 1.72等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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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呢 , 关键就在于一些地方性法规并没有国家法律的依据 , 如有的规定对

收容和限制人身自由的范围作了不适当的扩展 , 属明显的越权行为 "因此在充分肯定收容遣送

制度存在的合理性及发挥功能的同时 , 又要客观看待这一制度存在的问题 "随着社会的发展 ,

收容遣送的运行机制和管理方式已经不适应实际的需要 , 再加上一些地方违规操作 , 收容遣送

制度本身存在的问题日益突出 "

以2003年 8月 1日 5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 (草案)6 的颁布实施

为标志 , 我国城市流浪乞讨人员的管理制度发生 了质的转变 , 更加突出了社会救助的性质 "

2003 年6月 18 日, 温家宝主持召开了国务院常务会议 "会议认为 , 20 多年来 , 我国经济

社会发展和人口流动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 , 5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 6 已经不适应新

形势发展的需要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的问题 , 完善社会救助制度

和相关法规 , 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 5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 (草案)6 "

6月 20日, 温家宝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第 381 号国务院令 ) 5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

员救助管理办法 6 (以下简称 5救助管理办法 6)正式公布 , 于当年 8月 1日起施行 , 同时废

止 1982年国务院发布的 5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 6 "救助管理制度与收容遣送制度

有很大的不同 , 主要表现在宪法依据 !制度对象 !救助方式及内容等多个方面 (详见表2)"

收容遣送制度与救助管理制度的简单比较

表 2

收        收收容遣送制度          度 救助管理制度          度

宪宪法依据据 缺乏                  乏 充分                  分

制制度对象象 各类流浪乞讨人员      员 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员

制制度预设设 人员自由流动不具合理性性 人员流动具有合理性    性

救救助方式式 强制救助 !有偿救助    助 自愿受助 !无偿受助    助

救救助内容容 不清晰                晰 清晰                  晰

救救助期限限 巧 天至 l个月           月 一般不超过 10 天        天

救救助机构构 收容遣送站            站 救助管理站            站

出出站方式式 强制遣送              送 自愿离站 , 救助期满出站站

负负责部门门 公安 ! 民政            政 民政                  政

资料来源:参见洪大用 5转型时期中国社会救助 6 ,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4年版 , 第 228页 "

关于救助站的性质及设置 , 5救助管理办法 6 作了明确规定: /救助站对流浪乞讨人员的

救助是一项临时性社会救助措施 0, 救助站设在县级以上 , /县级以上城市人民政府应当根据

需要设立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站 0 "7月 , 民政部下发了 5关于将收容遣送站更名为救助管理站

的通知 6"8月 1日, 全国各地的救助管理站统一正式挂牌 "依据财政部 ! 民政部 ! 中编办下

发的 5关于实施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有关机构编制和经费问题的通知 6

规定 , 救助管理站为财政补助事业单位 "救助管理站的发展情况详见表3"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 中共中央 ! 国务院适应社会文明进步的步伐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要

求 , 废止了收容遣送办法 , 建立了对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这一新型的社会救

助制度 "从 /收容遣送 0 到 /救助管理 0, 虽然只有四字之差 , 但却是我国城市管理政策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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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历史性转折 "

救助管理站的发展情况

表 3

2003年底

2004年底

2005年底

救助管理站 (个)

864

救助人数 (万人)

63.5

82

 119.6

床位数 (万张)

 4.7

977

1079

 4.5

 4.4

资料来源:表中数据均出自相关各年的 5中国民政统计年鉴6 "

说明:2003年的统计数字有出入 ! 5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年鉴 (2004)6 (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巧9页称: / 截至2003年底 , 全国共建有救助管理站909个 , 当年救助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达

21 万多人 0;曾岗 ! 刘志红的 5民政与社会工作 6 (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第 135页称: / 至2003
年 12月31日, 全国共有救助管理站929个 , 比收容遣送时期全国原有832个收容遣送站增加 了97个 0 "

从立法的角度来看 , 废除收容遣送制度 !建立救助管理制度 , 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史

上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 " 5救助管理办法 6 是一部契合法治精神 !体现人文关怀的行政法规 ,

直接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制度建设 "

从我国社会救助制度的发展历程来看 , 5救助管理办法 6 的颁布实施 , 实现了城市流浪人

员救助从强制性收容遣送向自愿受助 !无偿救助 !关爱性救助管理的顺利过渡 , 成为我国完善

社会救助制度的一项重大改革 , 从而使实行了50 余年的强制性收容遣送制度正式退出历史舞

台 "从 /收容遣送 0 到 /救助 0, 标志着从强制性管理到社会福利救助的转变 , 充分体现了以

人为本和对因在城市里生活无着而提出救助需求的流浪乞讨人员的一种人文关怀 "

从实际成效来看 , 5救助管理办法 6 实施以来 , 各地救助管理工作开局较为顺利:救助机

构基本到位 , 管理制度初步建立 , 运转机制正在形成 , 工作起步平稳 !顺利 "广大民众对此多

有褒扬之词 "与此同时 , 在实际的运作过程中 , 许多问题和矛盾也逐步暴露出来 , 对这一办法

的微词开始出现 , 如救助工作的自身不到位 !社会治安管理的失位 !立法工作的不明确定位

等 , 使救助管理工作仍然面临着救助对象甄别难 , 危重病人 !精神病人救治难 , 跨省人员接送

难 , 贫困地区救助管理资金缺乏等一系列问题 , 其中的主要矛盾还是经费困难 !部门协调困难

和安置困难等 "

在目前的形势下 , 解决上述问题应该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 , 一味强调取消收容尚不现实 "城市流浪乞讨现象是与城市化进程同步的 , 并与城乡

二元结构同行 "在中国二元结构严重存在的情况下 , 要杜绝这一现象并不现实 , 因此取消收容

亦不现实 , 它仍充当着救助和刑法拘留之间的一个缓冲角色 "

其次 , 需要依法对现实问题加以逐步规范 "有学者撰文指出 , 我国目前仍然处在从政策调

整到法律调整为主的过渡期 , 有些制度带有政策性色彩是可以理解的 "关键是要逐步建立法规

体系 , 不断加强收容遣送的司法化成分 , 使收容遣送规范化 "这样也有利于收容工作进一步接

受人大 !政协 !社会各界及司法监督 "同时 , 在具体操作过程中 , 还应当加强对收容遣送工作

执行人员的整顿和管理 "

再次 , 综合治理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乞丐问题是一个社会问题 , 与治安 !保障等问题紧密

相关 , 不可能一下子处理得千干净净 在对待城市流浪乞讨人员的问题上 , 要将收容遣送与就

地安置相结合 , 并在经济发展 ! 社会进步 !教育普及 !文化繁荣 !法制健全 !道德规范和社会

道德体系的构建中 , 逐步建起一道全而救助管理的体制和机制 , 更好地解决这一社会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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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conomieDeveloPmentintheTransitio nalPeriod ###############,, ChenZhenghong(70)

 Abstraet:TheMedium一 andLong一    term SeieneeandTeehnologyprogram (1986一2000)wasa

            eomprehensivenationalmeasuretaken againstthespeeifiePolitiealand eeonomie baekground in the

 transitionalpe五od.Thep五      neipzesthatseieneeandteehnologyeonstitutethep五 ma叮 produetiveforee护

             andthatseieneeandteehnologymustbegearedtotheneedsofeeonomiedevelopment, whieh, inturn , -

       mustrelyonseieneeandteehnologywereputfo哪        ard forthefirsttimeintheprogram.Theprogram

             emphasizedtheinstitutionalreform ofseieneeandteehnologybuttheoverallarrangementofbasie允-

     searehwasaweaklink.TheMedium一 andLong一    termSeieneeandTeehnologyprogram (1986一2000)

    seoredgreataehievements:firstofall,         theinstitutionalreform ofseieneeandteehnologymadeanim-

 portantbreakthrough:seeondly,           thesealeofseieneeandteehnologywasbroaderandthenumbers of

           seientifieandteehniealpersonneland aeademiepapersinereased by abigma吧 in.Greatsueeesses

            werealsomadeinthePromotionofeeonomiedevelopmentbyseieneeandteehnolo盯   andthesystem of

/      program andplanofseieneeandteehnology0       wasenhaneed.Studiesofthisprogram willprovideben-

             efieialrefereneefortheformulationandimplementationofseientifieandteehnologiealplanninginthe

future#

 Keywords:TheMedium一 andLong一    termSeieneeandTeehnologyProgram (1986一2000), transi-

 tionalPeriod, eeonomiedeveloPment, basiereseareh

           PlaeementofGovernmentFunetionariesoftheOld RegimeImmediatelyBeforeandAfter

         theFoundingofNewChina:WithNanjingandShanghaiforExample

............................................................###,,  Fan xiaofang&Chang Qingyu (79)

     Abstraet:FollowingthefoundingofNew China, thePeople,      5governmenttookoveralargenum-

             berofform ergovernmentfunetionariesservingundertheold Kuomintangregimeand madearrange-

              mentsfortheirplaeement;theplaeementofthoseinNanjingandShanghaiwasofnationalsignifieanee

               beeauseoftheirlargesize.CombiningtheMarxistbasietenetswiththeaetualeonditionsinChinathe

              CPCorganizationstrainedandplaeedtheoldfunetionariesinNanjingandShanghaiinthreestages, in

               theeourseofwhiehtheygraduallyovereamethedeviationsandshorteomingsarisingintheirworkand

           aequiredvaluableexperienee.ProPerarrangementsfortheplaeementofoldfunetionariesinNanjing

                andShanghainotonlyimprovedthepolieyandmethodinthisregardbutalsoeonserved valuablehu-

        manresoureesfortheeeonomieeonstruetionofNew China.Meanwhile,     italsoPlayedanimportantrole

           forraPidlystabilizingsoeialorderandforsettinguPaunitedfro nt.

       Keywords:BeforeandAfterthefoundingofNew China,     governmentfunetionariesoftheoldre-

gime, plaeement

 From Taking一  inandSending一     back toAssistanceand Management:InstitutionalChanges

         intheAssistaneetoUrbanVagrantsandBeggarsinChina ############,, Gaozhonghua(86)

     Abstraet:SineethefoundingofNew China,       themanagementofurbanvagrantsandbeggarshas

                experieneedaehangefro m takingthem inandthen sendingthem baek togivingthem assistaneeand

   strengtheningtheirmanagement.Thetaking一  in andsending一      baek system played aprominentrolefor

                 soeialstabilityafterthefoundingofthePRC whilethesystem ofassistaneeandmanagement15more 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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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onsivetotheneedsofmodern soeialdeveloPmentinoureount即   .Atthesametime,  limited bythe

                transitionalfaetorsofthetimesthelattersystem 15farfro m Perfe etandfaeesmanysoeialdiffieul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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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ization0    andReligionsinContemPoraryChina ################, #, , ZhuoXinPing(94)

      Abstract:W iththearrivaloftheeraof / globalization0     theinternationalsoeietyenteredthestage

of /open0 and /extensive0       developmentandtherehaveappearedunpreeedentedpolitiealandeC0nonl-

 ieeontaets, eulturalexehanges,         ideologiealmutualinfiltrationandsoeialfusionallovertheworld.The

 atmosphereof / globalization0          hasprodueed adireetimpaetonthereligionsandtheirdevelopmental

                 trendineontemPorary Chinaandbeeomeanimportantissuenottobeoverlookedintheprojeetofeon-

strtl七 tingChina.s/ softpower0          anddeveloPingtheChineseeulture.OfthefivemajorreligionsinChi-

na,     onlyTaoism 15anindigenousreligion,     theremainingfourreligionsareall / worldreligions0 with

    internationalmobilityandareintertwined,       eloselyeonneetedandmutuallyinfilrratedwithforeigneul-

tures,     eonstitutingaspeeialfield where soeial,      Politiealand eulturaleommunieationsareearri ed out

            anddiffe rentideologiesandthoughtseollideandbroughtinlinewithoneanother.

Keywords:globalization, eontempora叮 China,   thefivemajorrelig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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