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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我国农民工问题及其解决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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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当前存在的农民工问题  

  农民工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做出了很大贡献，但由于诸多制约因素，农民工在许多方面存在着亟待解决的问题。  

   1、缺乏科学合理的户籍制度  

    我国现行的户籍制度在短缺经济和计划经济体制下建立的“控制性”的户籍管理模式，是为计划经济服务的，它把公

民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类，实际上是两种不同的社会身份，既不科学也不合理，许多问题由此滥觞出来。这种二

元户口制度使得农民工对所在的城市既缺乏认同感也在社会地位升迁上受到“身份壁垒”的阻碍。它不仅严格控制人口迁

移，而且很多其他功能也附在户籍制度上，如就业、住房、社会保障、教育等。正是这种城乡二元分割的户籍制度使得中

国农民在实现了职业转移后无法实现社会身份的转换，出现了中国特有的农民工现象。  

  2、农民工合法权益缺乏保障  

一是劳动合同制度不健全。据调查，2005年仅有28.7%的农民工与用人单位签定了劳动合同。二是在就业方面，主要表现

为农民工进城就业门槛过高，劳动强度大，时间长，条件苦，工资待遇低。一些城市政府往往采取种种措施限制外来民工

的就业，外来民工通常被称为“临时聘用人员”。他们的工资低，而且经常被拖欠。研究表明，农民工月收入300元以下

占40.5%，300元至500元之间的占43.2%，500元以上的占16.3%。不仅如此，农民工的工资被业主、老板、工头克扣、拖欠

的情况相当严重。有的省、市有55%的农民工遇到了工资拖欠问题。据统计，截止到2003年底，全国有72%的农民工工资被

拖欠，拖欠工资高达1000亿元，人均1000元。三是农民工劳动条件差，劳动保障水平底，生命安全缺乏保障等问题严重。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因工致残人员近70万人，其中农民工人占绝大多数；患职业病人数超过50万人，其中农民工占一

半以上。此外，农民工社会保障参保面窄，保障水平低，退保率高的问题比较突出。  

  3、农民工社会服务体系不健全  

   目前对农民工进城就业的公共服务歧视没有根本改变。虽然党和政府非常重视农民工问题，但由于有关制度及法律法

规不健全，不配套，为农民工服务的社会体系尚未建立起来。在身份方面，虽然农民工正在逐渐演变为工人阶级的主力

军，但没有得到工人的身份，农民工和正式工人同工不同酬，不同时，不同权，始终是城市的边缘群体。生活方面，农民

工的微观生存环境恶劣，待遇非常苛刻。农民工不但被剥削休息休假的权利，人身自由也受到限制。他们居住环境卫生条

件差，极易发生传染疾病。同时，农民工教育培训制度不健全，农民工文化水平普遍低于城镇职工，农民工子女入学受歧

视等等。  

  4、农民工管理存在弊端  

   农民大量进城，也确实引发如住房紧张，交通拥挤，治安混乱，农业滑坡等社会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城乡之间

的矛盾。农民工生存环境恶劣，缺乏社会保障以及社会地位底下，由此又产生了许多的社会问题，如聚众械斗，罢工罢

市，上访请愿，非法集会，游行示威等。其中最突出的是由此而导致的违法犯罪问题，对人们的生活和社会治安都造成了

很大影响。  

  二、解决我国农民工问题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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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工问题的解决从根本上决定着“三农”问题的解决，决定着中国工业化、现代化的顺利发展，关系到实现社会公

正与和谐，关系到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同时，基于农民工问题的复杂性，重要性与长期性，解决这个问题应当充分彰显

对公平与正义价值的理念的追求，既应立足当前，又要放眼长远；既要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政府的主导作用，市场的

推动作用，又要发挥农民工的主体作用。因此，对农民工问题的解决，也必须从不同的层面入手，既要积极解决农民工面

临的突出问题，又要稳步地解决导致农民工问题产生的一些深层次体制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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