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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工问题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最富挑战性与发展机遇性的问题之一。进入21世纪以来，农民工现
象逐渐成为政府、社会与学界关切的一个焦点问题。围绕着农民工现象的起源、农民工问题的历史发展
及其处理对策变迁、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深层次困难、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前景与基本思路，学界、政府与
社会展开了广泛的讨论。本文择其中的一些热点问题做些综述。  

  解决农民工问题面临哪些障碍 

  解决农民工问题任重而道远。整体看来，韩俊认为解决农民工问题的障碍有如下五方面：户籍制度
的城乡分割；劳动权益保护法律与制度不健全；社会保障普遍缺失；城市公共服务的不平等待遇；作为
城镇企业职工与社区居民的民主权利没有保障与落实。武力、郑有贵等认为包括历史遗留的习惯制度、
城市基础设施不足、经济结构调整、就业竞争、缺乏知识与技能等方面。地方政府和企业对农民工还存
在种种限制与歧视，而且经济结构的调整也使得没有文化和专业技能的农民工很难在城市稳定地就业。
郭春丽认为，影响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城乡双重就业压力使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
农产业转移面临严重困难；二是我国面临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与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两难选择。 

  从思想解放、政治、制度等方面认识农民工问题 

  学术界也有主要从思想解放、政治问题、文化生活、户籍制度、农民工制度、“二元结构”等方面
探讨的。国家发改委课题组主要从思想认识方面看，认为城乡关系虽然已经到了发生巨大变革的前夜，
但目前我们对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思想准备不足，思想解放不够，很多实践中已经出现的问题亟待
解决，如农民工待遇与落户问题，空壳村问题，土地承包权流转问题，小产权房问题，留守儿童问题等
等。澳大利亚学者孔保罗也把中国农民工问题迟迟得不到有效解决的原因归结为传统经济学的悲观态度
与西方社会保障理论和模式的内在缺陷（免费救济式）。认为中国知识分子需要解放思想，反思对农民
工就业问题的全部认识，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新模型。 

  周智认为农民工问题是政治问题，集中表现在农民工遇到的不公平待遇和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上。纪
东东认为，由于社会资本和外部环境的缺失，农民工难以在城市找到适合自己消费特点和消费层次的文
化生活，精神生活贫乏。 

  厉以宁、李晓西、曾学文、赵少钦等主要从户籍制度（包括与之相关的社会保障制度）方面看，厉
以宁认为，从长期的角度看，改革户籍制度势在必行。这是因为，只要户口仍是临时性的，迁入城市的
农村人口还会遇到子女升学和就业方面的困难，其本人也会遇到婚姻上的困难。李晓西、曾学文、赵少
钦等认为，户籍制度将劳动力市场分割严重，劳动者竞争有失公平。 

  解决农民工问题有哪些原则 

  由于二元体制与产业结构的因素，大量农民工在城乡流动就业的现象还将长期存在。政府与学界普
遍认为农民工问题是能够得到有序解决的。《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认为，必须从我
国国情出发，顺应工业化、城镇化的客观规律，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业与城镇有序转移。处理农
民工问题的基本原则是：第一，公平对待，一视同仁。坚持以人为本，让农民工享有与城市职工同等的
权利和义务。第二，强化服务，完善管理。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就业制度，建
立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的政策体系和执法监督机制，建立惠及农民工的城乡公共服务体制和制度。第
三，统筹规划，合理引导。统筹城乡发展，就地转移与异地转移结合。第四，因地制宜，分离指导。从
当地实际出发。第五，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抓紧解决实际问题，逐步解决深层次问题。 

  如何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建立城乡能够对接的身份转化制度 

  学界进一步从建立城乡完全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建立城乡能够对接的身份转化制度、制度废除与供
给、农民工与社保系统、金融系统之间的互助循环保障、农民工职业技术教育、就业与社保的一体化、
完善精神关怀机制等方面对农民工转化为完全意义的“工人”与“市民”进行了研究。 

  李晓西、曾学文、赵少钦等认为，建立城乡完全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是消除城乡分割，实现城乡劳动
力平等就业的趋势。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具有科学化的政府宏观调控、网络化的就业服务体系、社会
化的社会保障支持、法制化的市场监管、市场导向的就业机制等方面的内涵。要建成城乡一体的劳动力
市场，就要加快户籍管理制度改革与创新，实行城乡劳动力统一就业的制度，建立城乡就业统筹服务平
台，转变政府职能，统筹城乡社会保障制度，构建“五合一”（养老、医疗、失业、生育、工伤）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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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社会保险框架，健全各种法律法规，加大劳动保障检察范围与力度，依法维护劳动力市场秩序。 

  国家发改委课题组认为，要实现农民在城镇化过程中转化身份的制度建设，建立城乡能够对接的身
份转化制度，根据实际情况逐步实施。只有让农民工转化为真正意义的市民，与原有土地关系脱钩，才
能实质性地缓解农村人地紧张关系，提高耕地效益，改善在乡农民生产条件，实现城乡共赢。 

  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问题的体制因素 

  陆学艺认为，要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高度，来
认识和解决农民工体制问题，改革现行的户籍制度与劳动人事制度，制定规划，采取措施，逐步从根本
上解决农民工问题。周智认为，解决农民工问题，主要还要靠政府，通过公共政策的制定，借助政治途
径来解决。包括全面清理和废除计划体制条件下出台的人为限制和剥夺农民和农民工权利的法律法规和
政策规定，加强保护农民工权益的法制法规建设，改革劳动人事制度和户籍管理制度，建立和完善职业
分类制度，实行就业资格考核和认证制度，建立和健全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社会保障制度。 

  彭贤则和崔彬认为，为了农民工人文精神方面的健康发展，要培植人文关怀的环境，构建人文关怀
的体系，建立完善精神关怀机制。 

  但是，农民工有序转化为市民也还存在大量的市场、文化、技术、显性与隐性的制度障碍等诸多因
素。孙立平甚至认为，城市越进步，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的可能性越小。而目前的教育体制，无疑在加
剧这种差距的扩大。（作者单位：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 

  阅读延伸 

  农民工制度改革滞后论 

  与“二元结构”深层阻滞论 

  陆学艺提出农民工制度改革滞后论。他认为，农民工制度是在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转变过程中产生的，本来只是权宜之计，以后逐渐演变为一种制度性的安排。但这种制度安排
对形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十分不利，对当前扩大内需，使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增长也
是不利的。 

  孙立平提出“二元结构”深层阻滞论。他认为，横亘在解决“农民工”问题面前的有两座大山：
“行政主导型城乡二元结构”（人为的制度因素导致的城乡关系断裂）与“市场主导型城乡二元结构”
（由于经济生活从生活必需品时代向耐用消费品时代转型所形成的城乡关系的断裂），因此，农民工融
入城市社会的障碍不仅在于户籍制度，即使将农民进入城市的制度性障碍完全破除，他们想真正进入城
市也相当困难。 

  （何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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