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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情况调查报告 我省进城务工青年动态积聚数量约920万，并

正以约每年5%的速度增长。据估算，进城务工青年对我

省GDP增长贡献率达10%以上，已经成为山东现代化建设的

一支重要力量。但这个群体尚属弱势群体，亟需社会给予高

度关注。由于一些问题解决得不好，已经形成社会问题，如

每年春节前后的“民工潮”就是一个例证。为全面系统地掌

握我省进城务工青年群体的基本情况，协助政府做好这一群

体的工作，团省委组成调查组，在全省范围内就此问题进行

了专题调查。现将调查情况汇报如下。 一、基本情况 1、进

城务工青年地区构成。本省籍600万，占62%；外省籍310万，

占38%。外籍进城务工青年主要来自安徽、河南两省及东北

地区。 2、进城务工青年的年龄及性别构成。16---18岁的

占3%，19---28岁的占70%；2835岁的占20%；35岁以上的

占7%。男的占85%，女的占15%。 3、进城务工青年从事职业

构成。建筑、纺织、加工、保安、保姆业为进城务工青年集

中行业。从事苦、脏、累、险的普通工占70%，技术工14%，

专业人员11%，管理人员5%。民营经济、第三产业，主要以

吸纳进城务工青年为主。 4、进城务工青年的基本素质构成

。小学毕业的占21%；中学毕业的占55%；高中毕业的占17%

；大专以上的占7%。 5、进城务工青年的收入构成。月收

入300---600元的占71%；月收入600---800元的占24%；月收

入800元以上的占5%。 二、主要特点 1、渴望赚钱。调查显示



，70%以上的农村青年进城打工，主要是为了赚钱。其中

，50%是因家庭生活困难所迫。但95%以上的青年反对为赚钱

不择手段，主张勤劳致富、智力致富。 2、希望学技能和长

见识。20%的农村青年进城打工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学点本领

和长见识，寻求更大的发展机会。以赚钱为主要目的的进城

务工青年，也大都希望在打工的过程中学到一技之长和增长

见识。 3、盼望创业。40%的进城务工青年希望将来自己创业

。近十年来，全省约有5万进城务工青年返乡或就地做起了“

老板”或企业“白领”。盼望创业的进城务工青年大都知识

层次较高或十分注意学习。 三、存在问题 1、文化素质亟待

提高。近几年，用人单位对民工文化程度的要求普遍提高。

眼下进城务工青年的素质构成明显不适应用人单位的要求，

就是文化程度较高的这部分进城务工青年，因为技术能力不

强或不对路，一时也难以找到工作。进城务工青年偏低的素

质构成，是造成青年民工供大于求、供需脱节的重要原因。

另一方面，已经就业的青年民工，也必须通过各种实践或培

训的形式提高素质，否则，他们作为一支重要劳动大军，将

直接影响我省科教兴鲁战略的实施和产业结构调整。 2、权

益保障亟待加强。首先，就进城务工青年本身而言，近年来

虽然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意识逐年增强，但与社会其他群体

相比，总体上维权意识还比较朦胧。据调查，只有18%的进

城务工青年了解《劳动法》，21%的人参加了社会保险，劳

动合同签定率也只有19%。其次，就用工单位而言，拖欠、

克扣或拒发青年民工工资的现象相当普遍，约有54%的企业

有这种情况。13%的企业老板对员工有体罚和辱骂现象。违

反《劳动法》的超时疲劳工作现象严重。进城务工青年的劳



动保护条件和工作条件普遍较差有些甚至极差。第三，就地

方政府部门而言，有些地方只顾本地经济发展，对侵害进城

务工青年权益的案件监管不力，大多数侵权案件得不到及时

解决。总体而言，进城务工青年的权益保护与他们的贡献不

成比例，处于失衡状态。 3、政府管理亟待完善。相对于数

量日益庞大的农民进城工，有的地方政府管理是被动的、滞

后的。主要表现是：效率低下的计划式管理占主导地位；重

视行政管理，忽视引导机制；重视强制手段，忽视群众参与

；重视地方部门利益，忽视共同利益。这些管理方式常常把

管理对象推向对立面，违背了管理初衷，诱发了许多负面不

安全的因素。 4、城市人的观念亟待改变。城市人歧视、排

斥进城务工者的思想依然存在，60%的进城务工青年认为受

到过城市人的不公平待遇，90%的有客居他乡之感，不能真

正融入当地社会。有相当多的农民工感到与城市工相比，同

工不同酬，晋升机会少，政治待遇差。而有的地方和企业还

制定了明显的歧视性政策和规定。 5、组织建设亟待加强。

进城务工青年大多处于散兵游勇状态，就是在进城务工青年

比较集中的企业，有的也未建立起共青团组织。建团率低的

原因主要有四点：（1）企业主认识不足。（2）部分党政领

导对在非公有制企业建团认识不够。（3）务工青年团员意识

不强。（4）非公有制企业建团工作定位不明。 6、文化生活

亟待丰富。进城务工青年远离家乡和亲人，工作繁重，有些

企业甚至采用封闭式管理，企业为他们提供的文化娱乐设施

一般很少，甚至没有，因而进城务工青年的生活圈子狭小，

极易产生孤独感和失落感。70%的进城务工青年感到“苦闷

”、“无聊”，业余文化生活贫乏枯燥。 四、对策与建议 1



、改善政府管理。（1）取消歧视性政策和地方保护主义，打

破城乡分割管理体制，制定公平的就业政策，建立起市场经

济条件下的新型城乡关系，保证进城务工青年的合法权益与

劳动安全，保证他们能享受到与当地城市居民相等的基本公

共服务。（2）改革滞后的户籍制度。把进城务工青年的养老

、医疗、子女入学等纳入社会统筹和城市管理。济南市今年

初取消了外来人口管理费，受到了进城务工青年的热烈欢迎

。（3）建立起政府牵头、劳动部门为主、社会有关方面共同

参与的进城务工青年管理体系和服务体系。通过健全有关政

策法规，转变工作方式，建立起以引导与服务为核心的管理

机制。 2、努力提高素质。首先要树立一种观念。进城务工

青年是重要的人力资源，不是包袱和累赘，关键是要引导好

、使用好和进一步开发好，将丰富的人力资源转变为巨大的

人才优势。第二，将进城务工青年培训纳入政府行为，由政

府统一制定教育培训计划，并实施分类指导。具有一定规模

的企业要实行“谁用人、谁管理、谁培训”原则。小型分散

单位的进城务工青年培训应建立由劳动部门为主导，社会有

关方面广泛参与，以实用技能培训为主，辅之以学历教育的

分层次、多渠道的培训体系。形成学习、考核、发证、上岗

四位一体的管理机制。第三，建立进城务工青年学习成才激

励机制。制定奖励办法，建立奖励基金，对学有所成的进城

务工青年进行物质和精神奖励。 3、保障合法权益。针对维

护进城务工青年合法权益的有关法律严重滞后、有关法律援

助匮乏和进城务工青年法律素质不高等问题，应当采取如下

对策：（1）对进城务工青年加强法制教育，提高他们运用法

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意识和能力。（2）从平等、服务



的角度出发制定相关政策。同时，联合有关部门加强安全检

查，开展“平安打工”活动，采取有效措施解决劳动安全、

人身伤害、工资拖欠等问题。（3）高效率提供司法监督和法

律援助。充分发挥“青少年维权中心”的作用，构建以青少

年维权中心为龙头，以维权联系点为纽带，以各级优秀青少

年维权岗为依托的一体化维权服务网络。 4、建立组织体系

。如果不把进城务工青年组织起来，管理、培训、服务都不

好搞。组织进城务工青年，共青团最有优势，也最有条件。

目前，团组织对进城务工青年的覆盖率还不高，需加大力度

，建立起以共青团为核心，以各类兴趣社团为辅助的组织体

系。这样，既能发挥共青团的桥梁纽带作用，达到团结、教

育、组织、管理进城务工青年的目的，又有利于塑造健康向

上的打工文化，丰富进城务工青年业余生活。 5、宣传选树

典型。（1）充分发挥正确的舆论导向作用。大力宣传进城务

工青年在城乡两个文明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引导城市居

民正确认识和客观评价进城务工青年对社会的积极贡献，体

谅他们的难处、理解他们的工作，尊重他们的人格。同时，

发挥好新闻媒体的监督作用，曝光、鞭挞侵害进城务工青年

合法权益的企业、个人和行为，真正为他们做一些实事、好

事。（2）开展优秀进城务工青年评选活动，选树一批进城务

工青年先进典型，激励他们树立荣誉感、使命感和主人翁责

任感，带动更多的进城务工青年争做守法的公民、学习的模

范、创业的先锋、致富的骨干。 共青团山东省委 二00二年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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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