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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巍在《谁是最可爱的人》一文 中说
,

“

中国人民子弟兵是 世纪最可爱的人
” 。

时值 世纪
,

谁是最可爱的人 我说是 中
国的农 民工

。

当今中国的高楼大厦
、

广场商

舍
、

铁路煤矿
、

水库大坝
,

哪一个不主要是
农民工建设的 在工厂车间

、

餐厅旅馆
、

商

业网点
、

车站码头
、

街道小区
、

治安保卫
、

环

境卫生等等行业的工作岗位上
,

都有农民

工在辛勤劳动着
。

现在城市建设和发展已

经一天也离不开农民工 他们在工地
、

矿
山

,

干最重
、

最累
、

最脏
、

最危险的活
,

拿最

少的工资
,

住工棚
,

粗茶淡饭
,

舍亲离家
,

过

着候鸟式的生活
,

还要受到无端的排斥和

歧视
。

他们创造了中国从未有过的财富
,

创

造了惠及全球的价廉物美的
“

中国制造
” 。

农民工问题本质上是农民问题

问题越来越引起全社会的关注
。

农民工问题本质上是农民问题
。

一个
国家要实现由传统的农业社会 向现代社会
转变

,

必须实现工业化
、

城市化
。

所有现代

化的 国 家都有一个大部分农 民转变为工

人
、

市民的过程
。

中国的城市化水平正在以

每年约 的速度增长
,

已经 由 年的

死升至 年的 关
。

中国有 亿人
口

,

 亿在农村
,

十几亿人 口共同富裕的

关键是解决
“

三农问题
” 。 “

三农问题
”

的核

心就是农 民
,

换言之即实现农村劳动力转

移
。

农村人 口往城市转移是城市化的 内在

要求
,

也是解决
“

三农
”

问题的根本所在
。

随

着城市化的发展
,

占全世界四分之一人 口

的中国
,

不但要让农民摆脱贫 困
,

而且要让
他们过上富足生活

。

从这个意义上说
,

研究

和解决农民工问题是解决
“

三农
”

问题的一

个突破 口
。

“

农民工
”

作为世界工业化历史的新概

念
,

是 中国特殊历史时期出现的特殊社会
群体

。

随着经济
、

社会的发展
,

农民工群体

还在壮大
,

其社会功能将更加凸现
。

农民工

工人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

农民工壮大 了我 国工人阶级队伍
,

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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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了工人阶级的群众基础
,

已经成为我国

工人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
。

据 年第五次人 口普查
,

离开户籍

所在地半年以上的人 口为 亿
,

其中进人
城镇在第二

、

三产业打工的
“

离土离乡
”

的

农民工约为 万人
,

近几年又有较大发

展
,

总数已达 亿人
。

另外
,

还有一类是
“

离土不离乡
”
在本地乡镇企业工作的农民

工
,

目前有 多万人
。

农民工为中国的工业化
、

城市化和现
代化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

。

十多年来
,

数以

千万计的农民工为中国的工业化
、

城市化
、

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各种各类服务
,

创造了

难以估量的财富
。

深圳经过调查确认
, “

在

特区 年的发展史中
,

千百万外来工始终

是各种新兴经济部 门的主力军
,

他们为深
圳创造 了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所必须的原
始资本积累

。

正因为千百万外来工的辛勤
劳作才有深圳今天的繁荣与富裕

” 。

农民工进城打工
,

有利于沟通城乡关
系

,

调整城乡社会结构
,

增加农民收人
,

缩
小城乡差距

,

因而有利于整个社会的稳定

和发展
。 “

出外打工一人
,

脱贫致富一户
” 。

据四力
、

安徽
、

河南
、

江西
、

湖南等省 的统

计
,

每年农民工从打工地汇回家乡 的钱在

亿元一 亿元之间
,

相当于甚至超过
了全省的财政收入

,

从而缓解了城乡矛盾
,

保持了农村社会的稳定
。

农民工在城市打
工 开阔了视野 增长 了见识

,

学到了各种

本领
,

也积累了一定的资金
,

建立了相应的

社会关系
。

他们回到家乡
,

创办乡镇企业
,

带动了家乡第二
、

三产业的发展
,

直接为农
村建设做出了贡献

。

城市的边缘群体

我国在 年代 以后逐步建立起一套

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社会体制
。

这一体制

的运行
,

形成 了
“

城乡分治
,

一国两策
”

的格
局

,

由此产生了种种矛盾
,

直接影响工农关

系
、

城乡关系
,

影响到社会安定的大局
。

在政治方面
,

农民工干的是工人的活
,

但没有得到应有的工人身份
。

农民工是农

业户 口
,

没有成为正式职工的资格
,

即使工
作再好

,

表现再出色
,

也得不到应有的任

用
、

培训
、

升迁
,

更谈不上当家作主的地位
。

相当长的一个时期
,

他们不能参加工会
,

现
在允许参加了

,

但还是另册登记
,

享受不到

正式工人会员 的同等权利
。

在经济方面
,

农民工和城镇正式工人
同工不同酬

。

同一个工厂
,

同一种工作
,

农

村户籍的员工工资比城市户籍的员工低一

大截
。

近年来
,

城市一般职工的工资水平逐
年提高

,

而农 民工的工资多年停滞不变
,

有
的甚至在下降

。

城镇的正式工人每周有双

休 日
,

有法定的节假 日
,

农民工一般不享有

这些权利
,

常常要加班加点
。

据调查
,

多数

工厂农民工每月工作在 天以上
,

每天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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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工时在 小时左右

。

在同一个企业里
,

两种户籍身份的工人
,

企业对他们的管理
方式也不同

,

前者有各种优待
,

后者则受到

歧视
。

在社会方面
,

农民工不是城镇户籍
,

尽
管在一个城市打工多年

,

却始终是这个城
市的边缘群体

。

农民工对城市作出了很大
的贡献

,

却不被承认是城市居民
,

因而享受

不到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等民主权利
,

享受

不到城市社会的各种福利待遇
,

如失业救
济

、

最低生活保障和医疗保障等
。

在一些工

矿
,

农民工常常被收走身份证
,

失去人身 自

由
,

有 的还被迫签下生死合 同
,

一旦催难
,

家属只得到很少的赔偿金
。

在文化教育方面
,

农民工 自身及其子

女受到诸多限制
。

农民工本身得不到培训
,

技术无从提高
。

农民工子女的抚养教育大
多只能在家乡

。

相对贫穷的农村却承担农
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的责任

,

这当然是很不

合理的
。

数千万农 民工把青春年华 贡献给城
市

,

为城市创造了 巨大的财富
,

哪个城市使
用农民工多

,

哪个城市就能迅速繁荣发展

起来
。

相比而言
,

输出农民工多的农村却并
没有相应富裕起来

,

这样 的城乡关系是不

正常
、

不合理的
。

农民工制度已经到了加快
改革调整的时候了

。

状况
。

但户籍制度涉及人 口流动
、

迁徙等带

全局性的问题
,

必须由国家做出决策
,

在全
国实行

。

改革户籍制度
,

消除了农业户 口和

非农业户 口 的界限
,

这就为从根本上解决

农民工问题准备了体制方面的条件
。

其次
,

要改革现行的劳动用工制度
。

目

前企事业单位录用农民工
,

在工种分配
、

工

资发放
、

劳动管理
、

技术培训
、

职务升迁等

方面
,

还是实行旧办法
,

不能体现同工同

酬
,

不能做到农民工和城镇户 口工人一视

同仁
。

这种
“

一厂两制
”

的做法很不合理
,

并

带来一系列的后遗症
,

形成一个企业两种

工人的怪事
,

不利于管理
,

不利于调动农民

工的积极性
。

这种管理制度已经不能适应

转型时期社会发展的需要
,

应该大力改革
,

逐步实行现代企业的一体化管理制度
。

再次
,

要从规划和措施上逐步解决农
民工问题

。

农 民工问题是在特定的历史条

件下形成的
,

要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的 问

题
,

是一项大的系统工程
,

不仅涉及一亿多

农民工的切身利益
,

而且关系 到用工单位
和城市居 民的利益

,

改革的难度很大
,

要靠

政府从国家的长远和根本利益出发
,

制定

总体规划
,

出台可行的政策和措施
。

目前可

选择若干个城市进行试点
,

取得经验后在

全国实施
。

解决农民工问题的三点思考

作者 系第八
、

九届全国人大代表
,

中

国社会学学会会长
,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
学研究所原所长

,

研究员
,

博导

要从战略高度来认识和解决农民工问

题
。

农民进城当工人
,

这是符合历史规律
的

。

我们现行的农民工体制和做法
,

是计划

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过

程中的权宜之计
,

是计划经济体制
、

户籍制
度后遗症的反映

。

因此
,

解决农民工问题
,

不能就事论事
,

而应从根本上改革现在已

形成的关于农民工的体制和做法
。

首先
,

要从根本上改革现行的户籍制

度
。

现行的户籍制度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很不适应
,

户籍制度不改变
,

农民工永
远不能成为正式工人和城市居民

。

江苏
、

宁

波
、

石家庄等省市已经率先进行户籍改革
,

江苏省已宣布取消农业户 口与非农业户 口

的 区别和称谓
,

废除
“

农转非
”

计划指标管

理体制
,

实行居住地户 口登记制度
,

效果都
比较好

,

并没有引起原来所担心的大量农
民涌人城市造成秩序混乱

、

社会不稳定 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