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沿海地区农民工社会保险的实证研究①

 

摘要  本文基于对沿海地区农民工的实证分析，提出应有顺序有步骤的建立和完善相应的农民工保险制度。并

按照工伤保险—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的顺序逐步构筑其工伤保险体制和能够与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与农村养

老保险相互衔接的养老保险制度。 

关键词  沿海地区  农民工  社会保险   

 

Positive research of Peasant Worker 's 

Social Insurance of Coastal Area of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analyses on the basis of the real example to the coastal area 

peasant worker. There should be setting-up with the step of orders and perfection 

corresponding peasant worker 's insurance system. According to the order of industrial injury 

insurance - endowment insurance - basic order of medical insurance, construct their industrial 

injury insurance system and endowment insurance that can link up each other with urban 

employee endowment insurance and rural endowment insurance progressively. 

Keyword:  Coastal  Area   Peasant  Worker   Social  Insurance 

                                                        
①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非正规就业群体社会保障问题研究”（编号：03BJY026 ）资助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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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农民工是当代中国城市的特殊群体。农民工，又称进城务工人员①，是指兼具农民与工人身

份的劳动者，包括在第二、第三产业中的劳动者，其特征是持农村户口但在城市、乡镇企业工作，

没有放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但以务工为主要谋生手段。农业人口流向非农产业是城市化的必

然结果。伴随身份差别的待遇差别、社会福利差别、社会活动权利差别使得农民工成为劳动力市

场上的弱势群体、城市社会的“边缘人”。若城乡身份差别继续存在，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将给社

会稳定带来巨大的冲击，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刻不容缓。 

据新华社报道，到2003年为止，我国已有1亿的农村劳动力进入城镇就业，每3个产业工人中

就有2个来自农村，1亿进城农民工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兴力量。而在这其中，沿海地区表现

得最为突出，20余年来，中国的经济最闪光的地方就出现在沿海地区。我国沿海十多个省、市、

区(未包括台湾省)，其面积占全国的17%，人口占全国的42%，而GDP占全国的73%。由于经济

发展需要，我国农村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潮水般地涌向沿海地区和城市，日渐形成了一种令人

瞩目的社会现象——“民工潮”。 

    针对外来农民工较为集中，农民工问题较为突出的沿海地区，本课题组通过抽样调查对沿海

地区农民工发放调查问卷。本报告主要根据此次调查资料实证性地描述和分析沿海地区农民工的

基本状况和参加保险意愿，以期为建立沿海地区的农民工社会保险体系提供一些思路。 

二、实证研究：抽样调查问卷分析 

本次抽样调查范围覆盖了东部及沿海大部分地区，包括北京、河北、上海、江苏、浙江、广

西、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等10个省（市）。调查采取结构式访谈的方式，重点对农民工的群

体信息、经济状况、参加社会保险意愿等方面进行问卷调查
②
。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4141份，收

回有效问卷为3783份，有效回收率91.35%。 

（一）基本情况 

从沿海地区农民工的地域流动上看，以在本省内流动为主要方式，占所有调查对象 74.90%，

其次是中西部向东部流动，占总数的 19.30%，见表 1。可以看出，东部的经济较我国其他地区

较为发达，不仅吸引了我国其它地区的剩余劳动力，本省的农民工也愿意留在本省经济相对发达

地区打工。 
     表 1    农民工流动地区分布        单位：％ 

流入省份 本省（市）
东部其他省

（市） 
中西部  总计 

浙 江  4.70 0.30  2.80   7.80 

江 苏  6.50 0.00  4.60  11.10 

河 北 25.50 0.10  1.00  26.60 

                                                        
① 注：尽管现在理论界以及许多地方政府已将进城务工的农村人口称为“进城务工人员”，但为讨论方便，本文

仍用“农民工”。 
②注：以下表格所引数据均为本次抽样调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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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南 14.30 0.70  0.80  15.80 

福 建  5.40 0.30  2.10   7.80 

广 东  1.60 0.10  3.00   4.70 

广 西  5.60 0.00  0.20   5.80 

天 津  2.60 2.00  1.00   5.60 

上 海  2.00 1.20  2.60   5.80 

北 京  6.70 1.10  1.20   9.00 

总计 74.90 5.80 19.30 100.00 

从性别上看，本次调查的农民工中男性占 56.40%，女性占 43.60%，男女性别比为 1.29：1。

从年龄结构上看，19－32 岁年龄组的人最多，占调查总数的 64.72％，其次是 33－46 岁年龄组，

为 28.99％。在本次调查中，调查对象的平均年龄为 27.22 岁，这与南京大学社会学系 1998 年的

调查结果（28.71 岁）①相比，略有降低。而从分省的数据来看，福建省的农民工群体最为年轻，

平均为 25.33 岁，见表 2。 
表 2    抽样调查对象性别及年龄构成 

性别 年龄分组        

男 女 18 岁以下 19—32 岁 33—46 岁 47—60 岁 60 岁以上 平均年龄

（岁）

浙 江  3.13% 4.30% 0.08%  4.92% 1.73% 0.25% 0.00% 29.11 

江 苏  7.21% 4.98% 0.00%  8.16% 3.49% 0.63% 0.00% 30.26 

河 北 17.18% 9.17% 0.05% 16.32% 8.77% 2.25% 0.08% 31.48 

海 南 10.69% 6.66% 0.11% 10.09% 5.43% 0.78% 0.03% 30.69 

福 建  3.40% 3.64% 0.16%  5.74% 0.77% 0.14% 0.03% 25.33 

广 东  1.50% 2.15% 0.03%  3.38% 0.60% 0.11% 0.00% 26.84 

广 西  4.21% 2.97% 0.03%  4.29% 2.50% 0.25% 0.00% 31.22 

天 津  2.58% 2.99% 0.00%  3.98% 1.24% 0.38% 0.00% 29.78 

上 海  2.20% 2.88% 0.03%  3.11% 1.35% 0.52% 0.03% 30.77 

北 京  4.30% 3.86% 0.00%  4.73% 3.11% 0.27% 0.05% 31.31 

总 计 56.40% 43.60% 0.49% 64.72% 28.99% 5.58% 0.22% 27.22 

从文化程度看，被调查者中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人最多，占调查总数的 58.90%，具有高中

文化程度的人其次，占调查总数的 21.51%，共有 31.19%的人具有高中及高中以上文化，与全国

农民工整体文化程度相比，差别不大，但与农村劳动力中 11%左右的水平相比，无疑是具有明显

高素质特征的，见表 3。 

 

 

 

 

 

 
                                                        
①朱力著：中国民工潮[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 年，p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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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    抽样调查对象受教育情况             单位：％ 

沿海地区 

农民工
1

进城务工劳

动力2 农村劳动力
3

 

2004 年 2004 年 2000 年 1999 年 1998 年 1997 年 

文盲、半文盲（%）  1.33 1.81  7.05  8.21  8.64  9.37 

小学（％）  8.58 10.58 32.82 33.45 34.63 35.43 

初中（％） 58.90 54.89 48.54 46.68 45.67 44.75 

高中（％） 21.51 20.18  9.37  9.65  9.26  8.96 

中专（％）  7.28 9.99  1.78  1.63  1.47  1.19 

大专以上（％）  2.40 2.56  0.44  0.39  0.33  0.29 

其中：高中以上合计（％） 31.19 32.73 11.59 11.67 11.06 10.44 

平均受教育水平（年）
①

 9.58 9.60  7.74  7.62  7.53 
1沿海地区农民工数据来源：2004 年全国农民工社会保险抽样调查资料； 

 7.41 

2进城务工劳动力数据来源：2004 年全国农民工社会保险抽样调查资料； 
3农村劳动力数据来源：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培训就业司、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2000 年中国农村劳

动力就业及流动状况。 

从调查对象进城后从事的行业来看，农民工主要从事的是本城市居民不愿从事的工作，比如

建筑业和制造业，共占了被调查者的 43.62%，其中还有 9.04%的农民工暂时没有固定的行业，

见表 4。 
                   表 4     进城工作从事的行业表                单位：％ 

 餐饮业 家政服务 建筑业 制造业 其他 暂时没有  

固定行业 

浙江 0.98 0.31 0.52 3.39 2.26 0.61 

江苏 3.02 0.76 3.76 3.49 1.31 0.34 

河北 5.38 2.33 7.21 4.46 4.55 2.53 

海南 4.61 0.79 1.38 1.99 5.13 2.69 

福建 0.63 0.25 0.21 3.05 1.71 0.45 

广东 0.12 0.18 0.67 1.80 1.16 0.31 

广西 1.56 0.15 1.50 1.28 1.53 0.67 

天津 0.98 0.18 0.76 2.17 1.10 0.43 

上海 0.49 0.27 0.18 1.89 1.50 0.61 

北京 1.41 0.34 1.77 2.14 2.35 0.40 

总计 19.18 5.56 17.96 25.66 22.6 9.04 

从调查对象对签定合同的态度分析，当问及农民工是否与单位签定劳动的时候，有 42.44%

的被调查者没有与单位签定合同，38.91%的被调查者只签定了临时合同，只有 18.65%的被调查

者签定长期合同。当问及没有签定合同的主要原因时有相当一部分原因是企业不愿意签定劳动合

同，占调查总数的 20.60%，而自己不愿意签定劳动合同的居于少数，见表 5。 

 
                                                        
① 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数计算公式为：平均受教育年数=（N*15+H*12+M*9+S*6）/L （N：大专水平及以上劳

动力人数；H：高中/中专水平劳动力人数；M：初中水平劳动力人数；S：小学水平劳动力人数；L：劳动力总

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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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5  没有签定合同的原因             单位：％ 

 自己不愿意签

定劳动合同 

企业不愿意签

定劳动合同

自己不知道应

该签定合同

其他 总计 

浙江 1.23 1.77 0.81 2.96 6.77 

江苏 1.27 2.31 1.31 4.20 9.09 

河北 4.54 7.62 5.93 11.28 29.37 

海南 2.46 3.70 5.70 9.16 21.02 

福建 1.08 0.31 0.97 5.70 8.06 

广东 0.42 0.58 0.46 2.09 3.55 

广西 1.62 0.81 1.96 2.81 7.20 

天津 0.81 0.96 1.04 2.31 5.12 

上海 0.04 1.35 0.85 2.66 4.90 

北京 0.58 1.19 1.19 1.96 4.92 

总计 14.05 20.60 20.22 45.13 100.00 

（二）经济收入与开支情况分析 

从沿海各省农民工经济收入来看，月收入在 500-800 元的居多，一些工作相对稳定的农民工

收入会高一些，在 800-1000 元居多。从月平均收入与年龄上看，整个沿海地区农民工月平均收

入最高的是 33-46 岁年龄组的农民工。月平均结余最多的是 18-32 岁年龄组的农民工，见表 6。 
                  表 6  经济收入与年龄的关系                单位：元 

 18-32 岁 33-46 岁 47-60 岁 

月收入 700.07 712.68 669.88 

月结余 391.44 386.43 370.83 

（三）参加社会保险的意愿 

1.社会保险参保意愿分析 

虽然农民工在城市生活中也同样面临着各种社会风险，但鉴于其缴费能力的低下，事实上农

民工对于城镇职工所享有的各项社会保险存在着有差别的参保意愿。在本次调查中，通过对被调

查者“目前认为最需要参加的社会保险重要程度的排序”一题的分析，计算出农民工对于养老保

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等五大社会保险的参保意愿得分
①
，见表 8。由

此可见，农民工希望参加养老保险的意愿最为强烈，其余社会保险重要程度的排序是工伤保险、

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 

表 8  农民工对于五大社会保险的参保意愿  

 养老保险 医疗保险 工伤保险 失业保险 生育保险 

参保意愿得分 3.47 2.40 3.29 2.27 1.06 

2．参加养老保险的意愿 
                                                        
① 注：本课题组通过如下方式进行数据处理：设第一位参数为 5，第二位为 4，第三位为 3，第四位为 2，第五位

为 1。如果有 40%的人选A为第一位（A****），20%的人选A为第二位（*A***），10%人选A为第三位（**A**），
10%的人选A为第四位（*** A *），10%人选A为第五位（****A），则A的重要程度计算值为：40%×5+20%×4+10%
×3+10%×2+10%×1。例如，某省份共有 247 张卷子，选项A的重要指数= 在第一位选A的百分比（114/247）
×5 + 在第二位选A的百分比（22/247）×4 + 在第三位的百分比（14/247）×3 + 在第四位的百分比（18/247）
×2 + 在第五位的百分比（33/247）×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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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收入和参保意愿的交叉分析来看，近一半的农民工选择愿意回乡参保，收入在 800-1000

元的农民工最愿意在务工地参保，收入在 500-600 元间的最愿意回家乡参保，收入高的农民工在

务工地参保的意愿更强烈一些，当然，还有相当一部分农民工是不愿意参保的，见表 9。  
                        表 9    农民工月收入与参保意愿交叉分析            单位：％ 

总人数 300 以下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1000 1200- 1500- 2000 以
 

  -400 -500 -600 -700 -800 -1000 -1200 1500 2000 上 

愿意在务工地参保 26.24 0.58 2.10 3.25 4.34 3.29 3.79 4.71 1.87 1.34 0.58 0.39 

愿意回乡参保 45.69 2.44 5.47 6.86 7.91 5.60 6.44 5.44 2.63 1.95 0.58 0.37 

暂时不愿参保 28.07 1.50 3.8 5.07 4.05 3.00 3.55 4.10 1.79 0.74 0.29 0.18 

总计 100.00 4.52 11.37 15.18 16.3 11.89 13.78 14.25 6.29 4.03 1.45 0.94

当问及根据自己的收入状况，愿意每月缴纳多少养老保险费时，福建省农民工愿意缴纳最高，

为 219.79 元；其次是浙江，为 192.53 元；最低为海南省，为 49.57 元。各个省份之间农民工愿

意缴纳的养老保险费差别较大，而整个沿海平均为 89.30 元，见表 10。  

                              表 10    愿意缴纳养老保险费                       单位：元 

 浙江 江苏 河北 海南 福建 广东 广西 天津 上海 北京 沿海地区

平均 192.53 87.56 65.96 49.57 219.79 78.97 55.03 96.23 113.63 85.04 89.30 

3．参加工伤保险的意愿 

如果参加社会保险，农民工普遍认为目前最需要参加的社会保险种类按重要程度前三位的分

别为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可见，除了养老保险之外，工伤保险对于农民工来说也十

分重要。对于工伤保险，由于自 2004 年 1 月 1 日起《工伤保险条例》的施行和近期《关于农民

工参加工伤保险有关问题的通知》的出台，可以看出，农民工正式确认为职工的一部分，同样享

受工伤保险。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的意愿现在可以随着法律措施的出台得以实现。 

4．参加医疗保险的意愿 

从参加医疗保险的情况来看，有 63.73%的人没有参加医疗保险，其次是参加城镇职工基本

医疗保险，但仅占 13.89%。而参加城镇医疗保险最多的地区为江苏省，见表 11。 
        表 11    各省医疗保险情况分析            单位：％ 

  

参加城镇职工

基本医疗保险 

参加农村合作

医疗 

参加商业医疗

保险 

未参加医疗保

险 

其他 总计 

浙 江 1.65 0.36 0.39 4.49 0.44 7.33 

江 苏 5.13 1.57 0.28 4.24 0.85 12.07 

河 北 2.54 1.85 0.39 19.02 3.36 27.16 

海 南 0.96 1.74 0.63 12.65 1.43 17.41 

福 建 0.28 0.28 0.08 4.66 1.54 6.84 

广 东 0.69 0.41 0.25 2.52 0.23 4.10 

广 西 0.58 0.74 0.32 4.69 0.77 7.10 

天 津 0.60 0.25 0.08 3.80 0.61 5.34 

上 海 0.50 1.16 0.14 1.87 0.74 4.41 

北 京 0.96 1.07 0.14 5.79 0.28 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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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计 13.89 9.43 2.70 63.73 10.25 100.00 

从参加医疗保险的意愿来看 48.57%的农民工愿意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也有 39.47%的农

民工抱有无所谓的态度；有 47.10%的农民工愿意参加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也有 41.42%的被调查

者抱有无所谓的态度。当问及“如果政府举办一种医疗保险，在得病住院时给予报销 60%左右

的医疗费用，是否意愿参加”时，有 73.28%的被调查者愿意参加，说明只要农民工能够充分理

解医疗保险的作用和地位，他们还是愿意参加医疗保险的。 

（四）结语 

1．农民工进城打工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而东部沿海地区是进城务工农民的首选 

一方面，经济发展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而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农民离开土地，

来到城市；另一方面，虽然农民工在城市里的收入明显低于城镇职工，但相对于在农村务工收入

要高,进城务工对那些来自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农民仍然具有较大的吸引力。而东部沿海地区有非

常多发达城市，能为打工者提供广阔的就业空间，因此是农民工打工的首选地区。 

2．沿海地区农民工是潜在的有能力参加社会保险的群体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目前大部分农民工正处于青壮年，以养老保险为例，如果参加社会

养老保险可以形成较长的缴费期。对于养老保险制度来说，保证一定时间的资金积累是至关重要

的。因而可以说建立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体系事不宜迟，因为缴费年龄的黄金期一旦错过，是难

以补救的。从文化程度看，东部沿海各省农民工受教育水平较高，是高素质的农村劳动力。“高

素质”的特征既保证了农民工在城市的生存能力，也使得这一群体容易形成较强的社会保险参保

意识；从经济收入和结余的情况看，沿海地区农民工的平均月收入都有 700 元左右，月平均收支

结余超过 350 元。这个收入和结余水平相对于城镇职工是低下的，但可以肯定的是，一定的缴费

能力还是具备的。 

3．城市对农民工的长期排斥使得农民工在社会保险的选择上受到限制 

单纯从调查问卷的分析结果看，沿海地区的农民工对参加社会保险的选择意愿是出乎意料

的，虽然具有相对比较高的教育程度，但是对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还不是很了解，还没有完全

体会到社会保险的重要性，对于参保方式的选择上，也偏向于在农村参保，或者说在自己户籍所

在地参保。虽然不能排除部分农民工“叶落归根”的乡土情结，但更多的农民工表现出的是一种

不被城市接纳的无奈。众所周知，在社会保障领域城乡之间是泾渭分明的，即便已经长期工作、

生活在城市的农民工也仍然是被城镇社会保障体系所排斥的。农民工进城务工，主要从事的是本

城市居民不愿从事的工作，比如建筑业和制造业，而约 20%的农民工没有相对稳定的就业环境。

另外从他们应有的权利保障来看，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农民工和企业签定合同状况。一方面，企业

不愿签定合同，另一方面，农民工自身维权意识还不是很高，没有考虑到自己应该享有的社会保

障。另外，对农民工并没有建立起完善的医疗保险体系，导致农民工对医疗保险的参保意愿不是

很高，大部分未参加医疗保险。总之，在城乡二元制度安排下，农民工几乎看不到真正成为一个

城市人的希望。所以，对“参加城镇职工社会保险”的选项的放弃，并不足以表明农民工的真实

意愿，因为这其中包含了太多农民工的委屈和对现行制度的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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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一方面应该将农民工纳入社会保险体系，另一方面鉴于特殊的社会环境、农民工

有限的缴费能力，专门建立一套针对农民工的社会保险体系并逐步与城镇职工社会保险体系并轨

将不失为明智的选择。 

四、农民工社会保险制度创新  

基于对沿海地区农民工的实证分析，应根据农民工的需要和特点，有顺序有步骤的建立和完

善相应的农民工保险制度。就沿海地区来说，基于前面对农民工基本情况的分析和对参加社会保

险意愿的分析，建议按照工伤保险—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的顺序建立相应的保险制度。 

（一）建立农民工的工伤保险体制 

农民工所从事的多为脏、累、重、险的工作，工作条件相对比较恶劣，而农民工由于其所处

的相对弱势地位，权益往往得不到有效保障。因此，首先，应该鼓励农民工通过法律的手段来保

护自身的权益，在与雇主签订劳动或劳务合同时要求其为自己参加工伤保险。广东省的“民工荒”

现象就是最好的例证，也是解决农民工工伤保险问题最好时机。 

其次，随着《工伤保险条例》的施行和近期《关于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有关问题的通知》的

出台，可以看出，相关的法律法规已基本健全，目前更多要做的是加强执法力度，以及适当地给

予法律援助。另外可以在准入机制上对雇佣农民工的企业或个体工商户进行监管，要求只有雇主

为其雇佣的农民工投保了工伤保险才发放给其营业执照允许其经营。但这只适用于农民工较稳定

的行业，而对于流动性较大的行业，如建筑业则只有加强巡回监察和加大惩罚力度，督促承包人

为其新来人员及时办理保险。 

再次，有必要尽快建立针对农民工的工伤赔偿机制，这样用工单位将会更加注意用工过程中

的安全保护措施，其结果将有可能大大减少农民工的职业伤害事故。当然，建立完善的事后补偿

制度固然重要，但更应该强调事先的宣传和预防工作。政府的劳动监督部门应加大对农民工集中

的企业及事故多发或职业危害严重的行业、企业和监督力度，各地应加大监督力度，重点检查职

业病、工伤事故的劳动安全卫生状况，检查对农民工的安全教育、安全防护措施实施情况。建立

现代的、科学的安全管理手段，以预防为主，而不是“事后处理”型的管理和监督。 

（二）建立独立的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 

在城市化发展的大背景下，建立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体系应当尽可能地向城镇职工养老保险

体系靠拢。但是，考虑到目前农民工整体经济收入、参保意愿和职业特点，以及城乡养老保险从

建构理念到具体政策、操作规范、管理方式等方面的巨大差异，建立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城乡统一

的社会养老保险体系也明显不合时宜。因此，对于农民工的社会养老保险，有必要在城镇职工养

老保险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之外探寻第三条道路，以切实保障农民工的社会养老权益。 

根据对沿海地区农民工社会保险的基本状况的和参加保险可行性的分析，建议建立全国统一

的“个人账户与集体账户弹性结合”的新型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模式。农民工达到法定参保年龄，

即可选择缴费参保，缴费可以以全国农民工月平均收入为基数。缴费方式采取富有弹性的灵活缴

费方式，可以选择按月、季、年缴费，允许中断后再补缴，缴费时间累计折算成标准缴费年限（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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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以年为单位计算）。由于许多农民工的工资并非按月支付，比如建筑行业的农民工的工资是以

工程项目的结算、工期为周期的。因此，这种缴费方式将更符合客观情况。而在养老保险的领取

方面，可以通过养老保险长期平衡的精算预测
①
领取标准和基金的收支、节余，个人账户领取标

准通过个人养老金平衡计算出，用长期平衡测算用于验证和确定政府的有限责任。最后，在达到

养老保险领取年龄后，按月领取养老金。 

（三）其他社会保险体系的建立 

第一，应该建立针对进城农民的医疗和大病保障制度。虽然从年龄结构看，农民工以年轻力

壮者为多，但患病仍然是难以避免的。在缺乏保障机制的情况下，为了在更大范围内分散农民工

的风险，应该建立针对农民工的大病医疗费用部分社会统筹的保障机制。其筹资机制由个人缴费

和地方财政的一定支持构成。个人缴费和财政支持的比例应该根据各地的具体情况而定。初期可

确定相对较低的缴费水平和保险水平，将来逐渐提高；第二，应该建立针对农民工的失业保险体

系，规范的用工制度。所有用人单位均须与所雇劳动者(不论是城镇户口还是乡村户口的劳动者)

依法签订劳动合同，政府相关部门应该严格监督；第三，应该逐步建立农民工的生育保险制度，

其目的在于一方面保护女性农民工的健康并维持她们的生活水平，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下一代的健

康着想。 

总之，我国对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的探讨刚刚开始，对于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的归属、地位、

内容、形式、管理体制、资金筹措等问题的认识也很不成熟，甚至还存在着较大的争议。因此，

目前对如何为农民工提供社会保障，还处于思路不明晰、政策和法规空白、措施和具体方案缺失

的起步状态。沿海地区经济较为发达，也是农民工集中的地带，农民工的社会保险体系应该在沿

海地区逐步建立并完善，然后逐步覆盖到全国。而如何为这些为城市建设作出贡献的农民工建立

起相对合理的社会保险体制，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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