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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民工最新生存状况研究
*

) ) ) 基于 765名农民工调查数据的分析
简新华  黄  锟

=内容摘要>调查表明,当前农民工的状况得到有效的改善,特别是工资收入有了明显的提高,拖欠问

题有所缓解,政府给农民工提供的服务有所加强,但是农民工收入低、处境困难等基本问题还没有得到根

本改变,尤其是农民工比较强烈的市民化愿望也远远没有实现,所以必须在进一步落实各项解决农民工

问题的政策的同时,还需要进行制度创新,加大相关投入, 逐步消除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障碍和资金困

难,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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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是中国工业化、城市化与农村人口非农化没有同步发展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一个独特的社会群

体(朱信凯, 2005)。根据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 2005)的估算, 2004年进城务工的农民工数量为11 2亿,加上

在乡镇企业就业的农民工,全国农民工总数大约为 2亿多人,成为仅次于农民而多于城市工人的第二大劳

动力群体。尽管农民工群体为城市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但一直受到不合理的待遇,存

在各种问题,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弱势群体0。为了解决农民工问题,政府在近几年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的

文件规定、方针政策,设立了维护农民工权益和改善农民工生存状况的组织和机构,加强了对农民工问题的

治理。2006年 3月国务院又出台了5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6,这是国务院首份关于农民工

问题的综合性文件。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工的生存状况有没有发生改变? 农民工的最新生存状况究竟如

何? 产生这些新情况的原因是什么? 还有哪些问题需要解决? 怎样进一步解决这些问题? 带着这些问题,

2007年2~ 3月,武汉大学5农民工问题研究6课题组在武汉、广州、深圳、东莞和湖北省、河南省等部分农村

进行了一次农民工最新情况的调查。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 1000份,收回问卷 812份,有效问卷 765份,接受

调查的农民工的就业地分布在 19个省市、输出地分布在 28个省市,涉及农民工的各种问题 81个。调查严

格遵循随机抽样原则,样本量较大,具有较为广泛的代表性。研究思路是:依据调查数据和相关文献,分析

农民工的最新生存状况,以及导致这些新情况的原因,并提出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和政策建议。

1  农民工群体的结构性特征明显

11 1  农民工以青壮年为主,且女性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低于男性农民工

在765个样本中,平均年龄为 33岁,其中 16~ 25岁的占 2818%, 26~ 30岁的占 121 3%, 31~ 40岁的占

311 4%,41岁以上的占2715%(见表1)。从性别结构看,女性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低于男性。女性农民工的平均

* 本文为 2005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招标课题/ 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的农民工问题研究0 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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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为31岁, 30岁以下的占5318%;男性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34岁, 30岁以下的占381 5%。
表 1  农民工的年龄结构  %

年龄 男性 女性 合计

16~ 25 201 4 81 4 281 8

26~ 30 101 1 21 2 121 3
31~ 40 251 3 61 1 311 4

41 岁以上 231 4 41 1 271 5
合计 791 2 201 8 1001 0

11 2  农民工以初中文化程度为主,受教育程度偏低

从文化程度看, 2007 年初, 文盲/半文盲占 31 3% , 小学文化程度占 161 6%, 初中文化程度占

591 6%,高中/中专文化程度占 181 8% ,大专以上文化程度占 01 7%, 平均文化程度为 81 7 年, 初中及
以下文化程度的比重仍高达 801 5%。文化程度低成为农民工进城打工最主要的障碍。1

11 3  农民工从事的行业部门比较广泛,但主要集中于制造业和建筑业

本次调查显示, 农民工的就业部门分布于国民经济的几乎所有部门,但是农民工的就业部门仍然

比较集中。在 720个样本中,从事制造业和建筑业的农民工人数最多,分别占 421 1%和 361 7%, 二者
共占 781 8% ,其次依次是社会服务业占 61 4% ,批发零售业占 41 4%, 住宿餐饮业占 31 8%, 采矿业占

21 2%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占 01 8%, 其他行业占 21 4%。可见, 制造业和建筑业成为农民工最主
要的就业部门。

11 4  农民工家庭务工收入增加,经济状况得到改善, 但大部分农民工认为他们在打工地的经济地位

仍然不高

调查显示, 2006年农民工家庭平均年收入 18588元, 人均收入 4408元, 其中人均务工收入 3314

元,人均农业纯收入 1094元,务工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 761 7% ,务工收入成为农民工家庭收入增长的
最重要的源泉。虽然,农民工家庭的经济状况得到改善,并有 681 2%的农民工家庭的经济情况在当地

农村居于中等以上, 但 651 7%的农民工认为其家庭经济状况在打工地居于中下等以下(见表 2) ,这种

反差表明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仍然较大。

表 2 农民工家庭在家乡与打工地的经济状况的对比  %

上等 中上等 中等 中下等 下等 不清楚

在家乡的经济状况 01 8 91 1 581 3 181 6 111 1 11 8

在打工地的经济状况 01 8 41 5 261 9 221 9 361 4 61 5

11 5  东部地区仍然是农民工的主要输入地, 但在中部地区就业的农民工数量增加,跨省、跨地区就业

的农民工比重下降

调查表明, 中部和西部地区仍然是农民工的主要流出地,而东部地区仍然是主要的输入地。在本

次调查中, 中西部地区输出的农民工比例为 711 4%, 571 9%的农民工在东部地区就业。虽然农民工的
输出输入地基本格局没有改变,但出现了两个显著的变化: 一是农民工在中部地区就业的比重有所提

高。2007年初在东部地区就业的农民工比重比 2004年的 70%下降了 12 个百分点, 而在中部地区就

业的农民工比重则较 2004年的 14%上升了 13个百分点,达到27%。二是跨省、跨地区就业的农民工

比重下降。2004年跨省和跨地区就业的农民工占全部外出农民工的 50%和 35%, 2007 年初,这一比

重分别为 481 6%和 321 4%,分别下降了 11 4和 21 6个百分点。¹

¹ 2004 年的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农调队的调查数据(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 2006: 73-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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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当前农民工的生存状况及存在问题

21 1  农民工的工资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但工资水平仍然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2002~ 2004年,农民工月均工资由 659元上升到 780元,增长 181 4%。而在本此调查的 2007年

初,农民工月均工资超过 1300元, 达到 1305元, 比 2004年增加了 625元, 增长 801 1% ,可见 2004 年

以来,农民工工资增长速度加快(图 1)。从各月均收入组看, 2007年初月均 800元以下的低收入组的

农民工的比重大幅度下降,如月均收入在 300~ 500元的农民工占 21 9% ,比 2004年下降了 141 9个百
分点; 月均收入在 500~ 800元的农民工占 151 6% ,比 2004 年下降了 211 4个百分点。月均 800元以

上的较高收入组的农民工的比重则大幅度增加, 如月均收入在 800~ 1000元的农民工占 321 0% , 比

2004年提高了 151 6个百分点; 月均收入在 1000~ 1200元的农民工占 131 1% , 月均收入在 1200~

1500元的农民工占 171 2%, 1500元以上的的农民工占 191 2%, 三者合计(即 1000元以上的农民工)

达到 491 5% ,比 2004年提高了 281 3个百分点。

图 1  2002~ 2007 年农民工月均收入(元)

资料来源: 2002~ 2004 年的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农调队历年调查

数据, 2007年数据根据本次调查计算得到。

虽然农民工的工资水平有了较大

幅度的提高,但仍大大低于全国职工的

平均工资。农民工 2007年初的月均工

资仅相当于 2005 年 11 月全国职工月

均工资的 851 4%。此外, 2007 年初农
民工平均每周工作 65 小时, 大大超过

了城镇职工的平均工作时间。如果按

2005年城镇职工每周工作 471 8小时计
算,则 2007 年初农民工小时工资仅为

2005年全国职工小时工资的 621 8% ,

农民工的相对工资水平就更低了。¹

21 2  工资拖欠问题虽然有所缓解, 但

一些行业和地区工资拖欠问题依然严

峻

在此次调查中, 651 4%的被调查对

象从未被拖欠过工资, 181 8%的偶尔被拖欠过工资, 151 8%的经常被拖欠工资(见表 3) ,人均拖欠工资

384元, 而且大多数农民工通过与雇主协商等方式已经追回其中的 85%。与武汉大学经济研究所

2005年的调查数据相比较, 偶尔或经常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比重降低了 131 7个百分点, 人均拖欠工

资也下降了近 600元,追回的工资比例则上升了 121 4个百分点。由此可见,近两年来,农民工工资拖
欠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表 3 农民工工资拖欠情况  %

全国平均
行业分布 地区分布

制造业 建筑业 服务业 东部 中部 西部

偶尔拖欠 181 8 161 5 171 6 181 2 201 5 141 6 371 5
经常拖欠 151 8 111 7 261 9 11 2 111 2 221 4 201 8

从未拖欠 651 4 711 8 551 1 801 6 681 3 631 1 411 7
合计 1001 0 1001 0 1001 0 1001 0 1001 0 1001 0 1001 0

¹ 2005 年的数据来源于5中国劳动统计年鉴6 (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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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行业和地区的工资拖欠情况看, 工资拖欠的行业结构基本保持不变, 而地区结构则发生了较大

的变化。在农民工就业比较集中的制造业、建筑业和服务业中, 建筑业的工资拖欠问题仍然最为严

重,制造业次之,服务业最好。在工资拖欠问题最为严重,政府集中治理力度最大的建筑业, 工资拖欠

的比重虽然有了较大幅度的下降, 但是在本次调查中, 经常或偶尔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仍达到

441 5%,比全国平均值高出 91 7个百分点。在服务业,经常或偶尔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占 191 4%, 比
全国低 151 2个百分点。从农民工输入地的地区结构看, 作为农民工最为集中的东部地区, 是拖欠农
民工工资最严重的地区, 因而也一直是政府治理的重点地区。从本次调查的结果看, 这种格局已经发

生了巨大变化, 西部地区已经超过东部成为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最为严重的地区,东部地区则成为程

度最轻的地区。在西部地区, 经常或偶尔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达到 581 3%, 比全国平均高出 231 7个
百分点;而在东部地区,经常或偶尔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比重比全国低 21 9个百分点;中部地区的情
况没有发生大的变化,经常或偶尔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比重比全国高出 21 3个百分点。

21 3  大部分农民工获取工作信息和工作的途径以非正式途径为主, 就业服务有待改善

调查显示, 有 171 4%的农民工在找工作的过程中使用过政府组织, 71 0%的农民工在找工作的过
程中使用过职业介绍机构; 751 6%的农民工在找工作的过程中没有使用过政府组织和职业介绍机构,
851 4%的农民工在找工作的过程中使用过亲戚、熟人和老乡等个人关系, 821 3%的农民工获取工作信

息的主要渠道是依靠亲朋好友等个人关系,只有 41 2%的农民工获取工作信息的主要渠道是通过职业
介绍机构和政府组织, 51 8%的农民工则是将街上张贴的招工广告作为获取工作信息的主要渠道。而
上述对农民工找到工作最有帮助的信息渠道与农民工获取工作信息的主要渠道基本上一致。由于缺

乏亲朋好友等个人关系的帮助和政府与职业介绍机构的依靠,仍有 111 6%的农民工认为找工作遇到

的最大困难是没有就业信息和没有人帮助。由此可见,农民工就业的组织化程度仍然很低, 农民工的

非正式信息渠道和就业途径仍然居于主导地位,政府提供的就业服务亟待改善。

虽然在找工作的过程中, 使用亲戚、熟人和老乡等个人关系比不使用个人关系能够更快地找到工

作¹ ,但是通过政府组织、职业介绍机构、报纸电视等媒体以及人才市场等正式渠道获取工作信息或找

到工作的农民工的平均工资, 要高于通过亲朋好友等个人关系和街上张贴的招工广告等非正式渠道

获取工作信息或找到工作的农民工。º 那么,以提高收入和生活水平为打工主要目的农民工在找工作

的过程中,为什么不愿意选择能够给他们带来较高收入和生活水平的的政府组织或职业介绍机构呢?

主要原因是相关组织机构宣传、服务的不到位以及这两种方式本身的不规范、不完善,导致农民工不

得已而选择其他的非正式途径。在本次调查中, 61 8%的农民工认为以上两种途径费用太高, 261 6%
的农民工对以上两种途径缺乏信任, 害怕被骗, 131 0% 的农民工仍然不知道利用以上两种途径,
531 6%是由于有了亲朋好友等个人关系的介绍等原因而放弃使用以上两种途径。
21 4  农民工超时加班现象严重,大部分农民工享受不到法定休息日

调查显示, 农民工的劳动时间,每周平均 61 5天,每天平均 101 0小时, 大大高于城镇职工的平均
劳动时间。在这种情况下,超时加班就成为农民工工作的常态。601 9%的农民工表示他们要经常加
班, 541 1%的农民工表示在节假日不能得到休息。由于大部分农民工是在制造业和建筑业就业, 很多
工种岗位具有劳动强度大、危险性高的特点, 超时加班工作严重损害了农民工的身心健康。虽然农民

¹

º

调查显示,使用亲戚、熟人和老乡等个人关系找到工作的时间, 811 6%的是在一周以内, 111 7%的是在一个月
内, 61 6%的是在一个月以上, 而未使用过亲戚、熟人和老乡等个人关系找到工作的时间, 这一比例分别为 701 4%、

171 6%和 121 0%。
在本次调查中,前者的月均工资为 1348 元,后者的月均工资为 1267 元, 前者比后者高出 81 元。国家统计局

农调队的调查数据也显示了类似的结论(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 2006: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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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要经常加班, 以牺牲健康权和休息权为代价,但是很多农民工却得不到应有的补偿。在经常加班的

农民工中,有 401 6%的没有加班费。在节假日的加班中, 更有 601 1%的没有加班费。

21 5  虽然农民工对企业和工种岗位的满意度较高,但农民工的社会满意度较低

调查表明, 农民工对目前打工的企业和工种岗位的评价较好,满意度较高。在农民工对打工单位

的评价中,对打工单位/很满意0的占 51 2%, /较满意0的占251 3%, /一般0的占521 5%, /不满意0和/很不

满意0的仅占 141 6%和 21 4%。农民工对目前的工种岗位感到/很理想0的占 514% , /较好0的占 291 7%,

/一般0的占 491 5%, /较差0和/很差0的仅占 121 8%和 21 6%。从社会地位方面看, 651 7%的农民工认为

其家庭经济状况在打工地居于中下等以下, 471 6%的农民工认为他们的社会地位一般, 201 3%的被访者
感觉社会地位不高,个人尊严方面曾经受到过伤害, 916%的农民工担心受城里人的歧视。

21 6  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障的意愿和实际参保率有待提高

在接受调查的农民工中, 661 5%的农民工表示愿意参加社会保障, 实际参加工伤保险、养老保险、

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的农民工分别占总人数的 261 2%、81 0%、131 0%和 41 8%。这说明农民工的社会
保障程度依然很低, 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障的意愿和实际参保率都有待提高。

21 7  尽管大部分农民工愿意市民化,但他们融入城市仍存在很大的障碍和困难

只有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过程才算完成,只有尽可能多的农民工成为市民,城市化

滞后于工业化的格局才能改变,农民工问题才能最终消失, /三农0问题也才有可能得到解决。从目前的情

况看,虽然大部分农民工愿意脱离农村、实现市民化,而且这种愿望还在增强,但是他们融入城市仍存在很

大障碍和困难。在接受调查的 757位农民工中,在条件或政策许可的情况下, 6718%的希望脱离农村、成为

真正的市民,不希望脱离农村、成为市民的农民工仅占3212%。农民工希望成为市民的原因主要是城乡在
收入和生活水平、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以及社会地位上的巨大差距。调查显示,在农民工希望成为市民的

最主要的原因中,排在前四位的依次是/城里人收入高,生活更好0、/孩子能接受更好的教育0、/农民负担太

重0、/农民社会地位太低0,分别占3317%、211 0%、1319%、101 6% (见表4)。农民工不希望成为市民的原因
主要来自城市的工作、生活压力和风险。农民工不希望成为城里人的原因中排在前四位的依次是/城市压

力大,不如农村生活舒适0、/城市就业风险大,害怕失业后生活没有保障0、/城市房价太高,买不起住房0、/城

市生活费用太高0,分别占 2217%、211 9%、141 6%、111 2%(见表 5)。

表 4 农民工希望成为市民的主要原因  %

最主要的原因 第二位的原因 第三位的原因 合计

城里人收入高,生活更好 331 7 201 7 101 0 641 4
孩子能接受更好的教育 211 0 221 4 191 9 631 3

农民负担太重 131 9 91 4 151 0 381 3
农民社会地位太低 101 6 71 8 81 8 271 2

城里人有退休工资和社会保障 81 4 141 6 131 7 361 7
城里人精神文化生活更丰富多彩 61 1 111 7 171 3 351 1

城里人有体面和稳定的工作 21 4 111 5 141 1 281 0

其他原因 31 9 11 9 11 2 71 0

  尽管大部分农民工希望脱离农村,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并没有成为真正的市民。在 694个样本

中, 871 0%的农民工认为还没有成为市民, 51 8%的农民工不清楚自己是否已经成为市民, 只有 71 2%
的农民工认为已经成为市民。政策性因素是阻碍农民工成为市民的最主要原因。在没有成为市民的

农民工中, 251 6%的认为是政策原因造成的, 只有 111 3%的是不愿意成为市民。此外, 虽然有 631 1%
农民工的认为是自身还不具备成为市民的条件,但这并不是说这部分农民工真的不能在城市生活下

去,而是恰恰反映了在目前的管理体制下,政府对农民工成为市民的条件要求过高, 从而农民工也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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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政府的标准来审视自身的条件。在农民工认为成为市民的最主要标志中, 排在前三位的依次是:

/有一份比较稳定的工作和较高的收入0、/取得了城市户口0和/在城市购买了住房0, 分别占 371 9%、
251 6%和 171 7%。这些成为市民的标志或条件本身就是由现行的管理体制和政策设置的,在现行的

管理体制和政策背景下, 农民工确实很难具备这些条件。在影响农民工成为市民的因素中, 921 3%的
农民工认为最主要的因素是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和城市过高的房价, 还有

61 6%的农民工认为是农村土地制度。
表 5  农民工不希望成为市民的主要原因  单位: %

最主要的原因 第二位的原因 第三位的原因 合计

城市压力大,不如农村生活舒适 221 7 101 1 111 8 441 6
城市就业风险大,害怕失业后生活没有保障 211 9 141 6 71 9 441 4

城市房价太高, 买不起住房 141 6 141 1 151 7 441 4
城市生活费用太高 111 2 211 6 241 2 571 0

不愿意放弃土地承包权 81 6 101 6 101 1 291 3

在城市受歧视, 融入城市难 51 6 61 5 71 9 201 0
城市教育费用太高 31 0 141 1 121 9 301 0

没有城市户口,享受不到市民待遇 11 7 51 5 81 4 151 6
其他原因 101 7 31 0 11 1 141 8

3  农民工新情况的原因分析

以上农民工新情况的分析表明,农民工的状况得到有效的改善, 特别是工资收入有了明显的提

高,拖欠问题有所缓解,政府给农民工提供的服务有所加强,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实际参保率有所提高,

但是农民工收入低、社会保障参保率低、处境困难等基本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 尤其是农民工比

较强烈的市民化愿望还远远没有实现。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总的来说, 首先是政策效应

和制度因素,还包括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的特点、地区经济发展情况的变化、农民工问题解决的长期

性和复杂性等。

农民工的状况之所以在短期内就得到有效的改善,主要原因在于农民工问题引起社会和各级政

府的高度重视, 各类政策文件和5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6的贯彻,显现出明显的政策

效应。而农民工问题之所以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 尤其是农民工比较强烈的市民化愿望之所以还远

远没有实现,主要原因也在于制度的缺陷和政策效应的不足,许多政策措施还有待进一步落实, 政策

效应必然有限。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缓慢, 主要是由于目前还存在的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

制度和城乡土地制度的缺陷。

农民工新情况的出现,除了制度和政策原因之外, 还因为其它许多因素的作用。由于中国正处于

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发展的时期, 制造业、建筑业、基础设施建设提供的就业岗位更多,因此制造业和

建筑业的农民工比重逐年上升,且上升幅度也逐年加大。由于中部崛起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东北

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实施, 全国各地特别是城市经济都加快发展, 都增加了对劳动力的需求, 再加

上在本地就近打工, 成本更低,困难更少,所以东部地区虽然仍是农民工的主要输入地,但在中部地区

就业的农民工数量大幅度增加,跨省、跨地区就业的农民工比重也有所下降。由于劳动力素质、教育

事业发展的周期较长,所以农民工受教育的程度短期内难以改变,文化程度短期内也难以有较大的提

高。农民工超时加班现象严重,大部分农民工享受不到法定休息日, 则是劳动力供过于求、农民工素

质不高、就业制度不完善、劳动法没有得到有效遵守、农民工社会地位低下、享受不到市民待遇、遭歧

视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障的意愿和实际参保率不高, 也是由多方面的原

因造成的。从农民工方面看, 工作不稳定、就业流动性大、收入也不高是农民工不愿意参加社会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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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主要原因。从企业方面看,大部分农民工是在个体、民营企业就业,这些企业为降低成本,增加利

润,主观上也不愿意为农民工缴纳社会保险费; 从地方政府方面看,他们主要是担心强制企业为农民

工缴纳社会保险费会降低本地企业的竞争力和影响本地的投资环境。

4  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对策建议

为了进一步改善农民工的状况,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问题, 特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41 1  落实各项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政策

5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6和各类政策文件已经明确了做好农民工工作的指导思

想和基本原则, 全面地提出了解决农民工诸问题的思路、任务和系统的政策措施, 实践证明是正确的、

有效的,现在的关键是要进一步落实各项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政策。根据上述对农民工新情况的调查

研究,我们认为特别要注意采取以下具体措施:采取有效措施,坚决贯彻落实劳动法, 真正纠正对农民

工的歧视;整顿和完善政府的就业组织和社会职业介绍机构,强化对农民工的就业信息和培训服务,

保证农民工就业的正式渠道的廉洁高效,尽可能使其成为农民工就业的主导途径;加快社会保障制度

改革,首先下决心建立强制性的、规范的、适合农民工特点的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然后再逐步纳入全

国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

41 2  最终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根本途径

在进一步落实各项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政策的同时,还需要进行制度创新,加大相关投入, 逐步消

除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障碍和资金困难,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问题。

农民工和/民工潮0是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特有现象,最终必然消失。

农民工和/民工潮0既是经济市场化改革、经济发展战略和增长方式转变及经济结构调整的产物,

也是经济体制转轨、发展战略和增长方式转变及结构转换都还没有完成的结果。农民工和/民工潮0

虽然有其产生的必然性和较大的积极作用, 但把二、三产业的劳动者区分为城市职工与农民工两种,

毕竟是不正常、不合理的现象;农民工潮水般在城乡之间大规模流动, 毕竟还是一种非常规的成本过

高、问题过多、副作用过大的乡城人口流动。农民工问题和/民工潮0现象最终必将消失。

那么,农民工问题如何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民工潮0现象怎样才能最终消失呢? 我们认为, 城市

化是农民工问题最终解决、/民工潮0消失的根本途径。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关键、要害,就是要想办法

逐步使大部分农民工市民化, 也成为城市职工。因为, 只有城市化水平大幅度提高,农民工/进厂又进

城,离土又离乡0,落后的二元经济才能真正转变成一元现代化经济, /候鸟0式的农民工才能成为永久

性的城市职工, 农民工才能变成市民, 春节一般也不需要回农村过年, 也就不存在农民工及各种歧视

和损害农民工利益的问题, /民工潮0及其带来的春运紧张也就自然消失。

除了通过制度创新, 消除农民工市民化的各种制度障碍,为农民工市民化提供制度保证之外, 农

民工市民化还有一个需要有效解决的困难问题,即农民工市民化的巨大成本应该由谁来承担。我国

提出 2020年将要基本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 根据5中国统计年鉴6提供的数据, 2001~ 2006年中国城

市化率每年平均提高 11 3% ,如果按照这个城市化水平提高的速度计算, 2020年中国城市化率将达到
60%左右,据测算 2020年中国总人口将达到 141 5亿左右,城市总人口则将上升到 81 7亿, 2006年城
市总人口是 51 77亿,到 2020年城市人口将增加近 3亿,假定其中 2亿是农民工及其子女。按照中国

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 2005)的测算,每转变一个农民成为城市居民需支付社会总成本约 21 5
万元, 2亿农民工及其子女市民化,需要支付社会总成本约 5万亿元,按 14年计算,每年需要支付社会

总成本约 3千多亿元。谁来支付这个成本? 肯定主要不能直接由农民工支付, 因为农民工的收入已

经很低,既无力支付,也不合理。当然, 也不能由城市居民承担。我们认为, 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成

本,除了雇佣农民工的企业和农民工自身要支付 部分之外,主要应该由各级政府支付,现在政府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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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有这个财力( 2006年全国财政收入 393431 62亿元,比 2005年增加 76941 33亿元)。而且,政府支付
只是名义上的, 实际上是由农民工间接支付的。因为, 政府在这方面支付的资金, 可以主要来源于由

农民工创造的价值转化而来的利润和税收。每年每个农民工只创造 3000 元利润和税收, 11 2亿农民

工就有 3600亿元,足够支付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成本。事实上, 每年每个农民工创造的利润和税收,

远远不止 3000元。所以说,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成本实际上主要是由农民工自己支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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