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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是我国产业工人队伍中的重要力量，依法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是社会主义社会和谐
建设的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当前，农民工权益保障工作中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涉及两个
大的方面：一是和农民工进城就业相关的权益。包括技能培训、职业介绍、工资发放、工
时、劳动安全、职业病防治、社会保险等；二是和农民工在城市就业之后生活相关的权
益。包括吃、住、行、子女入学、文化娱乐等公共服务。解决这些问题是名副其实的社会
系统工程，应当采取综合治理的办法，织就一张严密的维权网，建立起农民工权益保障的
长效机制。 
首先，需要落实责任，明确几个维权主体。现阶段，我国仍然是一个行政主导型的社会，
政府所拥有的权力、威信及人、财、物资源决定了当前农民工权益保障应当以政府为主
导，有关方面积极支持配合，形成维权的合力。其中，政府劳动保障部门是政府维权的主
体，政府有关行业主管部门承担着积极支持配合的责任；工会是社会维权的主体，党委、
政府要支持和依靠工会做好维权工作，其他群众团体、行业组织、企事业单位要积极协助
配合；政府法律援助机构、劳动争议仲裁机构、人民法院是司法（或准司法）维权的主
体，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以“亲民、便民、利民、为民”为宗旨，让农民工平等享受国
家司法资源——在享受司法资源上向弱势群体的适当倾斜是公平正义的题中应有之意。 
其次，要着眼大局，完善维权制度。一是加强对农民工的就业服务。要全面落实《就业促
进法》和《劳动合同法》，紧密结合就业市场，有针对性地开展农民工技能培训，认真做
好公共职业介绍和就业指导，同时，完善鼓励和引导农民工创业的政策措施，使更多农民
工走上创业之路。二是健全劳动保障监察维权制度。应当以常态和长效为目标，重点加强
劳动监察队伍建设，逐步实现劳动保障监察工作由应急型、运动化向常态型、规范化的转
变。要建立健全防止和治理拖欠工资的长效机制，严格执行最低工资制度，并逐步提高农
民工的工资水平。三是依法严格劳动合同管理。要建立平等协商与集体合同维权制度，积
极探索区域性、行业性平等协商与签订集体合同，使劳动合同成为农民工的“护身符”。 
最后，要协调同进，共建农民工维权的长效机制。在政府不断完善制度、改进服务的基础
上，建立维护农民工权益长效机制更需要社会各方面共同配合、协同作战。其中，工会组
织是“前置防线”，要积极主动介入维权工作。司法部门提供的法律与司法救济是农民工
合法权益维权的最后防线。要坚持法制化管理，主要应当通过法律援助、司法救济等渠道
为农民工维权提供帮助。法律援助的重心需要向基层特别是农民工输入地倾斜。要提高审
查、受理等方面的工作效率，让农民工真正能够打得起、打得赢官司。 
建立农民工权益保障长效机制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作，社会监督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
环节。共青团、妇联、各类行业协会、新闻媒体、公民个体都是监督法律实施的重要社会
力量。要充分重视发挥群众监督组织网络在法律监督方面的作用，通过政策引导与宣传营
造积极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良好舆论氛围，以促进农民工权益保障工作长期稳固的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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