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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B9_A6_E8_B5_84_E6_c39_60373.htm 劳动保障部课题组关于

农民工情况的研究报告之四: 农民工工资和劳动保护问题 由

于我国经济的二元结构以及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弱势地

位,农民工的权益保障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其劳动权益受

到侵害的现象突出表现在劳动报酬和劳动保护等方面,亟需研

究如何从根本上得到更好地解决。 一、农民工工资和劳动保

护工作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和国务院十分重视劳动者的

权益保护,制定了一系列保护劳动者的法律、法规,并采取了相

应的措施。随着农民大量进入城镇务工,农民工的劳动权益保

护问题也日益引起党中央、国务院和各级党委、政府的高度

关注,政府各职能部门积极开展工作。劳动保障部门在国务院

的统一部署下,按照职责分工,通过建立一系列保障制度,并实

施相应的维权措施,为解决农民工工资和劳动保护方面问题发

挥了作用。 在工资方面:一是初步建立了工资宏观指导体系。

在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除西藏以外)建立了工资指

导线制度.在全国140个大中城市建立了劳动力市场工资指导价

位制度。这些制度对引导企业合理确定和调整各类劳动者的

工资水平具有重要意义,也为解决农民工工资问题奠定了基础

。二是开始探索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企业工资决定机制

。目前全国已有29万多户企业实行了工资集体协商。实行工

资集体协商制度,使劳动者能够依法参与企业的工资决定,正当

维护自己劳动报酬合理增长的权益。这种制度现在涵盖了农

民工,也是今后解决农民工工资问题的重要手段。三是建立并



完善了最低工资保障制度。目前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

市均按制度要求颁布了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并根据经济发展水

平和物价状况,建立正常调整机制。同时,有23个省市发布了小

时最低工资标准。最低工资保障制度覆盖的是全体劳动者,当

前对维护农民工最基本的劳动报酬权益尤有重要意义。四是

加强监察执法,从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入手,探索建立长效

机制。各地通过进一步强化劳动监察,开展专项检查,加大普法

宣传力度,在全社会初步形成了联合有关部门综合治理企业拖

欠、克扣农民工工资的氛围。特别是针对建筑行业拖欠农民

工工资严重的现象,2004年9月,劳动保障部会同建设部共同下

发了《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支付管理暂行办法》。2005年4月,

劳动保障部、建设部和全国总工会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建

设等行业农民工劳动合同管理的通知》,对建筑企业工资支付

、劳动合同管理等行为提出了规范意见。与此同时,劳动保障

部正在指导各地探索建立预防拖欠工资的长效机制,包括工资

支付保障制度(欠薪保障制度)、工资支付监控制度(欠薪报告

制度)和劳动保障守法诚信制度,从源头上预防、治理拖欠农民

工工资问题。截止到2005年2月4日,全国已偿还建设领域拖欠

的农民工工资333.7亿元(为拖欠总额的99.1%)。 在劳动保护方

面:一是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和劳动

保障等部门开展了多次专项检查,查处了一批生产安全责任事

故和侵害劳动者(其中大多为农民工)休息休假等权益的案件

。二是加大对非法使用童工行为的打击力度。根据国务

院2002年颁布的《禁止使用童工规定》,劳动保障部近年来开

展了多次专项检查,使非法使用童工(绝大部分为农村少年儿

童)行为得到有效遏制。三是通过劳动保障监察人员加强劳动



保障监察日常巡检、举报专查和集中专项检查,重点查处企业

违法强迫农民工加班加点的行为,保障农民工的休息休假权益

。此外,在保护女职工和未成年工合法权益的执法检查,在指导

推动各行业通过制定合理的定员定额等劳动标准工作,也开始

延伸到以农民工为主体的行业、企业和岗位。 二、农民工工

资和劳动保护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一些行业仍存在比较

严重的克扣和拖欠农民工工资现象,少数企业欠薪逃匿的现象

还比较突出 农民工工资方面最大的问题,是农民工在辛勤工作

之后,不能保证按时、足额地拿到自己应得的劳动报酬。目前,

农民工的工资被用人单位、包工头拖欠的问题仍然没有根本

解决。据北京市调查,2004年,全市建筑业有70万进京施工的农

民工队伍,被拖欠的工资总额高达30亿元,人均被拖欠4000多元

。深圳市调研显示,2003年底,对全市用人单位工资支付大检查

的2838家企业中,有欠薪行为的为653家,比例高达23%,欠薪达

一亿多元,涉及员工10多万人。值得注意的是,在国家对农民工

工资拖欠问题高度重视,采取了一系列强力措施解决的情况下,

拖欠工资问题仍未得到根本解决,前清后欠现象仍较普遍。国

家统计局2004年所做的一项调查显示,解决工资拖欠问题仍是

进城就业农民工最迫切的要求。 除了拖欠工资报酬以外,部分

用人单位还存在克扣或变相克扣农民工工资现象。据国家统

计局2004年所做调查,一些企业每月扣留员工20%30%的工资作

为“风险抵押金”,要求工作满三年且不能出现任何差错,否则

全部扣除。实际上多数农民工都拿不到“抵押金”,企业主会

想一切办法迫使他们“主动”提前离厂。一些实行计件工资

的单位,通过提高定额标准,或降低计件单价等手段变相克扣农

民工工资。更为严重的是,在东南沿海个别地区的部分私营企



业,企业主将农民工工资据为己有并携款潜逃的问题比较突出

。 克扣、拖欠农民工工资以至欠薪逃匿等行为,不仅直接损害

了劳动者的生存权益,而且恶化了经济环境,威胁社会稳定,成

为构建和谐社会的极大隐患。 (二)多数农民工经常加班加点

工作,其工资却不能正常足额领取 农民工普遍从事城里人不愿

从事的劳动岗位,劳动强度非常大,劳动时间也很长,最基本的

休息权不能得到有效保证。劳动保障部2004年组织的调查表

明,农民工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为46小时。国家统计局2004年所

做的调查显示,有些地方,农民工每天工作时间在11个小时左右,

每月工作时间在26天以上。珠江三角洲的农民工每天工作12

至14小时者占46%,没有休息日者竟占47%。另据一项调查,在

建筑业中,农民工每天的工作时间大约是10至12个小时.深圳多

数工厂的农民工每月工作26天以上,每天平均工时在11小时左

右,均超出国家规定的工作时间。 不少农民工靠标准劳动时间

获得的收入难以维持基本生活,大多数情况下,不得不靠加班加

点。尽管调查中农民工为了挣钱,同意加班加点,但得到加班工

资的并不多。据调查,在可拿加班工资的农民工中,从未拿过的

占54%,有时拿过的只占20%。国家统计局的调查显示,农民工

中76%的人在节假日加班未享受过国家规定的加班工资。 (

三)农民工的劳动环境和工作条件比较恶劣,在频繁发生的生产

安全事故中是主要受害者 农民工大多从事体力劳动,城里人不

愿干的重、脏、苦、累、险等工种,如施工作业、井下采掘、

化工有毒有害、酒店服务、环卫清洁等岗位,都是以农民工为

用工主体。有的企业经营者为了减少成本,在有毒有害岗位大

量使用农民工,不进行必要的安全培训,不配备必需的安全防护

设施和用品,造成农民工普遍处于劳动强度大、劳保条件差的



工作环境中,致使其发生职业病和工伤事故的比例高,尤其是经

常面临重大特大伤亡事故频繁发生的危险。据宁夏回族自治

区总工会调查,在建筑行业,用人单位提供劳动保护用品的只

占39%,时而发一些劳动保护用品的占28%,从未发过劳动保护

用品的占24%。目前,我国患职业病人数超过50万人,其中农民

工占一半以上。广东省总工会调查表明,非公有制企业发生工

伤事故,农民工占伤亡总数的80%以上。屡次发生的生产重特

大安全事故,失去生命的主要是农民工群体。2004年北京市建

筑行业发生的生产安全事故中,受伤者85%是农民工。 (四)农

民工工资增长缓慢,工资水平普遍偏低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

济取得了快速发展,年均GDP以10%左右的速度增长。与之相

适应,城镇职工平均工资收入也由1980年的人均762元增加

到2004年的16024元,增长了21.02倍。但农民工的工资收入水平

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增长。以农民工人数较多的广东省为例,与

珠江三角洲年均20%多的GDP增速比较起来,农民工的工资近

十几年来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一份报告

显示,最近12年来,珠江三角洲外来农民工月平均工资仅增长

了68元。这说明农民工未能很好分享企业效益增长和国民经

济发展的成果。 由于农民工工资增长缓慢,以及大多数农民工

在低端劳动力市场就业,导致农民工工资水平普遍较低。表现

在三个方面,一是工资标准较低。据2004年有关调查,西部地区

一些企业农民工的工资收入月平均为500元左右。在经济较为

发达的东南沿海,如珠江三角洲地区,农民工月平均工资绝大多

数在600元左右,长江三角洲地区略高一些,大约在650至750元之

间。二是同岗不同酬的现象比较普遍。一些用人单位包括国

有企业,农民工在同样岗位上从事同样工作,由于身份不同,其



劳动收入与同岗位的城镇职工相差近一倍左右。三是部分企

业将最低工资标准作为支付标准,按其确定所有农民工的工资,

明显压低了农民工应有工资水平。如广东省东莞市农民工每

月500元的收入相当普遍,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大致相同。还有

一些农民工的实际收入达不到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如深圳市部

分农民工工资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610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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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