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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8A_A1_E5_91_98_E7_c26_22703.htm 一、农民工社会保障 问

题： 1．脏、累、险，是农民工在城市所从事的工作显著特

征之一。 2．吃、穿、住、行的条件恶劣。 3．劳动强度大、

时间长、待遇低。由于我国在制度上将农村流动人口与城市

居民分割成二元劳动力市场的现状的存生，农民工和城市居

民所享受到的待遇是不同等的。为了挣更多的钱，时间对农

民工来说至关重要，他们只能加大劳动强度、延长劳动时间

来获得更多的报酬。尽管这样，他们所得到的待遇仍然是很

低的，是无法与一般城市居民相比的。除了维持生计支付必

要的也是最起码的生活费用外，所剩结余也便微不足道了。

即便是这样多数农民工却还不能及时领到应有的工钱。也正

是因为农民工这种强度大、时间长的劳动状况，使得农民工

基本处于一种工作、吃饭、睡眠这样周而复始的生活，因而

在城市接受培训和学习也成了多数农民工可望却不可即的“

奢侈事”。 4．缺乏病残和失业应有的保障。农民工由于在

身份上依然是农民，虽然在某一单位从事工作，但与同一单

位的其他工作人员相比，存在着较多的差异。农民工不是被

单位以工人的身份来看待的，在享受各种福利待遇上，农民

工和拥有城市居民户口的工人是非常不平等的。在从事最脏

、最累、最险的工作过程中，遇到生病，甚至工伤事故，单

位只给予少量微薄的补偿金，许多情况下，连这点微薄的补

偿金也无法保证。在失业保障上，企业一般是不给农民工办

理失业保险的。当农民工被所在企业解雇或自己辞退工作以



后，这部分人就会暂时或很长时间的成为无业游民，生活就

会失去保障。 原因： 根本的原因还是出在我国历来实行的城

乡隔离的二元户籍制度。 1．我国实行城乡隔离的二元户籍

制度主要是为了达到在低水平的经济发展条件下迅速推进工

业化，使我国摆脱贫困、走向富强这样一个目的。 2．国家

实行二元户籍制度“并不是有意通过城乡有别的社会保障政

策来损害农民的利益，而是从实现工业化这个国家的整体利

益出发，暂时牺牲农民的利益，待国家实现工业化以后再来

解决农民的问题”。但是，在二元户籍制度实行的这么多年

来，虽然促进和加速了国家工业化的进程，但同时也造成了

我国城乡差距的越拉越大。 3．时至今日，该制度的这一负

面效应是不容忽视的，二元户籍制就像一块烙铁分别给市民

和农民烙上了表示其身份的印痕，使得农民进城后仍然无法

摆脱自己是“农民”的身份。这是一种变相的社会身份等级

制，凭借这种不同的身份，城市居民就能享受到进城务工的

农民无法享受的各种福利待遇和保障措施。城乡隔离越隔越

深，二元社会结构下，农民工的权益被远远的排除在了社会

权益保障的范围之外，这是一种极不公平的现象，这与我国

社会主义的国家性质是格格不入的，诚然，与我们当前构建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是格格不入的。 对策： 从某种意义上来

说，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也就是是保护社会生产力。国家

要发展，社会要进步，农民工合法权益的保护也就不能忽视

。在依法治国的今天，以制度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对真

正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起着关键的作用。 1．通过宪法实现

农民工权益的统一保障。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在法律体

系中居于最高地位，其他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实施都应以宪



法为最高准则，农民工权益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同样要以

宪法为根本准则。通过宪法赋予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同等亨有

尊严、自由、利，保证农民工在城市的最低生活标准，保证

农民工物质帮助权及其它各方面权利的实现。 2．完善和落

实农民工的工伤保险制度。正为因农民工在城市所从事的工

作具有脏、累、险的特点，工伤事故在农民工身上发生的频

率也较高，而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民工在工伤事故面前更是孤

立无援，因此，对工伤事故的事后救济就显得格外重要。我

国已建立了相关的工伤保险制度，但仍需进一步加以完善，

更需要真正的将其落到实处，杜绝“有法不依”现象的发生

。 3．建立和完善农民工医疗保障制度。恶劣的生活环境和

条件，导致患病成为农民工普遍而无法避免的难题。患病也

是农民工最为害怕的一个问题，因为除了身体的痛苦外，患

病还往往导致他们失去本来的工作，从而失去经济来源。在

吃、穿、住、行都万般简陋的农民世界里，建立和完善医疗

保障制度，对他们来说，无疑是一个福音。 4．在全国范围

内建立统一的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农民工长期在外从事脏

、累、险的工作，积劳成疾，体弱多病，因此，养老保险对

农民工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但流动性强是农民工工作的一个

显著特点，这使得他们在年老退休时到何处去领养老保险金

成了一个难题。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统一的养老保险制度便于

工作能较好的解决这一难题。这样的制度一改以往省级统筹

的养老保险制度，在减少不同地区划转养老保险基金的管理

成本的同时，也为建立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奠定了基础，

排除农民工的后顾之忧，更好的为建设服务。 5．加强对农

民工的技术培训和学习。在众人眼中，农民工是体力活的代



名词，这是一种极不公平的看法，这种歧视性的旧观念是不

能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的。农民工虽然来自农村

，但在城市中，他们所从事的工作涉及各行各业，科技的进

步同样要求农民工掌握各种劳动技能，这样才能更好的从事

各方面的工作。因此，对于来自农村的农民工来说，加强对

其技术培训和学习也是需之所在，这对农民工自身而言也是

一种公平亨有权利的体现。 6．关心和帮助解决农民工子女

享受学校教育的问题，也是有效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对策的

重要组成部分。目前，进城务工人员的子女在少年儿童中占

有的比例日渐增多，这部分小孩是否享受教育关系到其自身

的发展，也关系到国家未来的繁荣。农民工的子女长大成人

后不应该重演父辈“城市边缘人”这一角色，而应在祖国建

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因此，应加大力度调整和改革对农民

工子女的教育制度，消除歧视，允许其在公立学校上学，免

除他们的“借读费”，实现在教育领域的真正公平。 二、关

于失地农民的就业和社会保障 问题： 1．思想观念没有根本

转变。一方面，就业观念差。农民失去土地后，其生活习惯

、思想观念还停留在农民原有的层次上，仍存在只要有土地

就有饭吃，就有保障，失去了土地就等于失去了生存的权利

，只能依靠政府、依靠村里补助救济，认为就业仍然是村和

集体的事，通过自主创业、自谋职业和通过其它途径实现就

业的意识较差。对参加社会保险没有充分的认识，这些问题

在经济条件差的村表现的尤为突出。另一方面，社会保障观

念淡薄。在调查中，有50%以上村民对到了不能工作的年龄

将如何保障自己的生活问题的回答是：到时候再说吧，先把

眼前的吃饭、孩子上学问题解决了就行。有些村领导希望能



有一个比较好的保障方法来保障村民今后的生活问题，但没

有达成村与村民的共识。 2．社会保险开展难度大，覆盖面

窄。从调查情况看，全区无地或少地村的社会保障当前主要

存在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保障覆盖面窄。目前我区参加农

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农民占适龄投保人员的比例不足四分之一

，全区大多数农民的社会养老保障问题没有解决。 二是保障

数额偏低。目前我区已参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村大多数参

保农民都存在缴费基数低，保障数额偏少的问题，尚达不到

解决基本生活保障的目的。目前我区大多数村已无土地，但

这部分村的村民多数还没有参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 三是生

活补助少。由于村集体企业少或效益不佳，许多村资金积累

不多，仅靠有限集体积累来对村民或仅对60岁以上老人进行

生活补助，且补助额度偏低。 四是失业农民依然存在。农村

无地后，青壮劳动力外出打工，但有相当一部分中老年村民

无业在家，仅依靠村积累或土地补偿金进行生活补助也难以

维持长久。 3．就业安置困难。 从我区目前的产业结构来看

，有三分之一的农村劳动力处于就业不充分状态，加上今后

平均每年新增农村劳动力，就业压力将不断增大。从无业农

民情况看，失地的中老年农民失业比率比较高。具体分析：

一是企业提供的再就业岗位有限，安置大龄下岗职工十分困

难，再要安排失地农民的就业更难。二是受下岗职工和外地

来的打工者的冲击，就业岗位竞争越来越激烈，加上无地农

民对工作挑肥拣瘦，这与外地农民工“肯吃苦、低报酬”的

优势形成鲜明对比。三是农民素质低，尤其中老年农民素质

更低，找到合适的就业岗位更难。由于文化程度低，掌握新

技术难度较大，再就业困难重重。四是部分村办企业效益不



佳，也使失地农民减少了就业机会。五是失地农民中“弱势

群体”就业难尤为突出。这不仅包括身体上有缺陷的残疾人

和体弱多病者，还包括40岁以上的妇女，50岁以上男子农民

。这些人有土地补偿金，生活还能勉强维持，一旦补偿金用

完了，生活将无着落。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

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