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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摘要

城枣农麓王已经臻益或为一令不容慈褫瓣烧模餐大鹃特殊社会辩俸。稔销秀

城市创造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但他们的社会保障问题却一直无人问津。

这不仅严重蟪疆碍了我藿瑗露晓熬遴程，选不裂予“三农瓣怒”酶瓣凌。滠髑{睾

为市场经济起步较早、发展较快的地区之一，成为外来农民工的主要流入地之一。

渥髑经济兹发鼹与农聚工豹羹漱紧密耱关。蠢予湛娥夕}寒表氏工较菇集中、农民

工问题较为突出，解决温州农民工社会保障的问题也愿为紧迫。

本文麸对农涎工檄念麓赛定出发，露接一拉瑾谂分莰了我霪农辩工产生靛添

因，具体介绍了社会保障基本概念及貔国现行社会保障制度。在此纂础上，分析

了我墓农民工技会保黪现状及存在熬翘题，势羧瑗嚣藩凑嚣耱主要豹隶l痊羧建一

上海模式和广东模式：i{}行了比较，讨论了其备自利弊。回顾了过去几年温卅I在农

民工享土会保障方瑟的掇素，憨终了遗鲻农民王戆理状。摆窭瑰除羧瘟该投撵农民

工职业特点、流动性稷度以及收入情况分类，按照他们需求的轻重缓急，分阶段、

寿步骤缝建立蠢铮对魏黥农民歪挂会缣障钵系，提爨了“王伤僳殓臻行，建立灵

活的养老保险制度，分类分层保障农民工利益”的设想，以期为温州农民工社会保

障闻题麴瑟次，提供一秘可嚣愚路。

关键词：农民工，社会保障，温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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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ity pe．asant laborers'already day跨day became not allow艳neglect scale huge special

social group．nley Imve created the huge social efficiency and the economic efficiency for the city,

but their social security question actually eontinuoasly nobody wilI ask．This not only seriously has

hindered our country urbanization advancement,also does not favor”three agricultural questions'’

solution，Wenzhou took the market economy slart,one ofdevelopmem quick ar￡as，becomesone of

early external peasant laborer’S main inflow places．Wenzhou economy development and peasant

laborer's eontn2mfion close correlation。Because Wenzhou external peasant laborers more centralized,

peasant laborer question more prominent，solves the Wenzhou peasant laborer social security

problem协酶also more谢嚣e啦。

This article from embarks to the peasant laborer concept limits，with pushed as soon as pulls the

tb∞蒯analysis the reason which our ec啦ntry peasant iahorer produced，introduced the social

security basic concept and ourcountry present social security system specifically．In this foundation，

has analyzed oLtr count"peasant laborer social security present situation and the existence question,

and has carried on the comparison 0n the present domestic tWo kind of main systems pattern-

Shanghai pattern and the蝣糊g毂蟮pattern}diseuued its respective advarrtagas。Reviewed has

passed several year Wenzhon in the peasant laborer social security aspect exploration,summarized

theWev蜘upeasantlaborer'spresentsituation．Pointedoutthepresentstageshould actaetordiugm

the peasant laborer professional characteristic，the fluid degree as well躺the income situation

classification,according to their demand things have their order ofprlority,divides the stage,has the

step establishment to have the pointed peasant laborer social security system，Proposed”workers’

compensation insurance present,establishes髓nimble old-age itxsuranee system,the classified

lamination safeguards the peasant laborer benefit”the tentative plan，Take the time躺the Wanzhou

peasant laborer soeial security question solution，provides one kind offeasible mentagty．

Key Words：Peasant laborer，Social Security,Wen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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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引论

第1章引论

1．1问题的提出及本文的研究目的

农民工是当代中国城市的特殊群体。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经济

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化和社会结构的加速转型，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城乡分

割政策逐渐弱化与松动，农村劳动力进城谋求生存与发展已形成一种强势潮流。

根据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全国平均外出时间超过半年以上者达12107万人，从

乡村流出的为8840万人，占流动人口的73．0％。

农业人口流向城市是城市化的必然结果。但由于身份差别、待遇差别、社会

福利差别、社会活动权利差别，使农民工成为城市社会的“边缘人”。随着城镇社

会保障制度改革的不断推进，农民工的权益与社会保障问题也日益引起人们的关

注。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关系到我国众多的农村富余劳动力是否能够J,t页N转

移，关系到农民收入的提高，关系到我国的城镇化建设，关系到我国产业结构的

调整，关系到我国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关系到我们是否能全面实现小康。

因此，对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的研究，建立和完善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制度，意义

十分重大。尽管如今农民工问题己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重视，但是目前就整

体而言，面向农民工群体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仍显得异常苍白，部分地区虽然

出台了与农民工有关的一些社会保障政策措施，但初步效果并不理想。

温州作为我国首批14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起步较

翠、发展较快的地区之一，也是全国个体私营经济的先发地区和股份合作经济的

发祥地。由于温州非公有制经济较发达，用工机制灵活，吸引了大量外来农民工。

他们作为温州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与温州经济建设所取得的成就密不可分。

据统计，截至2004年底，温州现有外来农民工已达230多万人，剔除没有整年在

温工作的部分民工，按150万人计算，他们创造的价值约360亿元，相当于2004

年温州生产总值(1402亿元)四分之一多。由于温州外来农民工较为集中、农民

工问题较为突出，因此解决温州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也更为迫切。笔者在大量研

读学术界对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自己对温州农民工社会

保障问题进行的调查结果，对此问题进行深入分析探讨，并试图提出解决温州农

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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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城市农凝工的弊定

瓤楚理谂静角度蟹，表瓮工是指常年或大部分辩闽获事嚣一、第二产业势动，

但户口仍然是农业户口。户籍谯农村，有承包刚，身份还是农民，不察受城镇居

民熬吾释待遇靛群钵。途一群体大钵霹分轰蒋±不离多和蔫±又离多两类。城市

农民工是指离土又离乡这一类，这类又可以分为两种；第一秘是在发达地区外资

企翌蠡工熬警壤者、建筑酞熬镪工头、私营龛犍圭等，这些入部有较商静投入，

比许多城市普通市民收入高得多；第二种是在城市国商企业愿的临时工、私截企

韭墨鹣抒王考、建筑工缝静滋承工、搬运工、清洁王、傈薅等。第二晕孛入静特点

是：常年或大部分时间在城市以体力势动获得工资收入，是被雇佣的游动者，但

户籍餐程农褥煞一个往会群体。这帮分久筠藏了裁紊农民工静圭钵。本文掰{爵豹

城市农民工就是这种农民工。这是个日E常庞大的群体，他们的社会保障问题已经

弓l莛致漆器掌术器藜关注。

1．3鞴市农毙工形成的漂阑分薪

毅孳开敖浚磊，我藿戆“涎王灞”一渡盏逮一蒗，许多攀者焉攘—控瑾谂来

分析其彤成的原因。推～拉理论是研究流动人口和移民的重要理论之一，它认为，

在隶函经菸窝入霹塞交流凄熬演嚣下，灭叠、逶移黎移鬣攮迁瓣添嚣爱人稻可{冀遥

过搬迁改善生涟条件。予是，擞流入地中，那然使移民生活条件改善的因素就成

淹“控力”，滚蹴缝孛那些不剩瓣社会簸济条锌就藏为“稚力”，天蟊瀛动或迁移

就是在遮两种力量的共同作用下完成的。

首先，获“雅力”因素看。长翁默泉，我麓产盈黪祷严鬟失调，第一产她所

占人口比重过嵩，农村人多地少的矛唐突出，大批剩余农业劳幼力的梅在需要寻

羧窭爨，这是表祷大霜迁移翡一卞重簧背景因素。农邋魄较稍簸逮稳，农民受援

潼，往往是辛辛篱苦劳勘一年，却收获甚微，这极大地打击了农民务农的积极性。

入口溺题褒农照墩较巍箍过羝孵适成瓣生存嚣力是城帮农嚣Z产生辍其重要静撵

力。

萁次，麸“羟秀”鞭素看。对表瑟来说，藏重要、最瑗实魏控力溜素蓑蹩渡

入水平。以城乡收入差版为例，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调查，我国城多

餍蔑浚入魄爨；l雾嚣年为2．37：l，1985年秀1，85：l，1990年麓2．20：i： i9粥

年为2．72：1，2002年融经扩大到3．1：1，而如果把医疗、教育、失业保障等非

鼗露嚣豢考虑滋去，孛鬣翡壤多收入差距整器蜀驻是最赢。尽管霹枣＆禳邃，大

多数城市农民工的收入魁偏低的，但与“土里倒食”的务农相比却又是一个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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豹提溉。据上海财经大学兰疑生的调研，2000年8嗣，在广东务工农民工的月平

均收入为61l元，是在家务农平均收入的4．2倍。遮必然对农民产嫩很大的吸引

力。黼时，城市的现代文鞠、生活方式等魂代纯静擞活图景对农民米说也脊一定

的吸引力。

阻上主簧是获宏观层萄上分析农民外出宇『工的动因，然丽，魏聚没有襁会结

构的变动，无论“推一拉”的力量有多么的强大，“推一拉”模式也很难发生作用。

阑魏，一些学者还麸社会结褐转銎来分析农民工形成静原因，把宏观分析方

法和微观分析方法有机的结食起来，比较全面她解释我国城市农民工产生的幼因。

其实，我国城乡之溺豹“稚力”与“j盘力”缀翠就存在了，警在1978年，我国城

乡收入比例就为2．37：l，但那时候却不能推动大规模的农民工流动，是因为有另

努一辩力在彳擘瘸。这种“秀”就是稔会俸裁和衽会结构静律丽。氇靛是说，我国

改革开放以来大规模的农民流动，最主要的原因还悬社会结构的变动造成的。因

诧，簧更深裂缝诀谖浚革开敷越来大魏模农畿囱辗市流动遥一柱会现象，必须从

社会结构角度进行分析。

麸社会鳐擒角度来分辑，我莺丰圭会大筑摸农民避藏现象楚我国特殊豹季土会结

构转型所形成的。社会转型通常指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过渡的结构

往交_i凳，宅蔻整赛各辫现代亿过程酱遍密蕊豹现象。舔我国海筏静享圭会转黧有其

特殊性，主要是新中圆成立厝，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走过了一段城乡分离、计划

经济、封翅发琵秘遵潞，这锾我国静牢圭会结构转墅磐须完藏获诗翊经济怒带汤经

济的转变，从城乡隔离向城乡一体化的转变，从封闭发展向对外开放的转变。正

楚这耱特殊懿李圭会转麓，弓|发了我醛径会现健凭遥黧中，突然崮瑗豹大筑穰农民

进城的现象。

第一，城乡隔离被狰破麓大筑模农民迸城最重簧靛社会缡擒因素。薪串蠢或

立后，基于工业化的需要，我国实彳亍“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社会经济政策。

嚣家邋过统黧统销、入氏公款帮户籍整理等一系列臻l度安捧，强隶l穗逢接农民依

附在土地上，满足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需繇。国家通过工农业产晶价格的巨大

“赘力差”获农鼗、农民骞土菰褥工簸餐累。箕结采形成我毯藏乡之润匿太戆“势

差”，极易引发乡村人口向城市流动。为了阻此这一越势与后果的发嫩，国家有计

麓逶京城乡之阗，运麓茬会缝织释社会焦《疫揍蘸懿户籍铡凌等，筑怒一遘嵩不可

越的社会堡垒。这样，新中国不仅没有把二元经济结构改变为一元经济结构，反

焉楚二元经济结构演嶷努二元{生会结构。它掰带来豹直接翡瑟莱是黧家甄寄效遗

利用_工农“剪刀差”为建立现代工业体系积累了必要的资金，也有效地阻止了农

瓣入戮囊藏枣豹鑫发流动。长麓静缄乡隔离辊藩l镬城乡之闻羧蓄了巨大鞠李±瓮∥势

差”和“势能”。改革开放后，城乡之间的堡黧和堤坝被拆除溅冲破，这一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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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能必将爆炸性地释放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讲，改擎开放以后，我嗣大规模的农

民进城，正是以前强行隔离枫制突然松动的结构性反映。

第二，在一元社会结构变动的大背景下，还有搦一些重要的结构性因豢促成

了大舰模农民进城。我国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不合理的计划经济结构，其不合理

主要裘现在稀方面：一是产戴结构不含理。旋经济发展中，羹生产、轻流通、轻服

务，忽视了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服务业的发展，第三产业发展缓慢，在围民生

产总德中所占比重很低。二怒所有制结构不合理。在城市缀济中，几乎是清一色

的国觜经济与集体经济，其他经济形式一直得不到发展。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经

济体制改革静不断深亿与发蔽，上遴两个入为造成酌经济绪构链蛟麓得到改善。

在产业结构变幼过程中，乡镇经济、外资经济和私营经济等传统体制外经济迅速

发展对劳动力产生了随大需求。与城市屠民艇活密切相关的服务韭邋速发餍，为

农民进城提供了重要机会和条件。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

的混念经济体稍静确立，献褥蔽弓|了大量农强向城市流动。

1．4国内外研究动态

滔内对城市农民正静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跌农民工的产生

原因及其贡献角度的；有刘威杰的《中国城乡关系与中国农民工人》，作者以中国

长鬃辩峙面授不合璎的城乡关系和工农关系，论证了中国农民工人阶层静出现、

存在和发展的重要意义。李娥的《上海的宁波人》分析宁波人移民上海的发展历

程，说明了移民资源对上海城市发展豹动力，氇分斩了宁波入认同与离异豹移民

心态，传统与现代的边际人心态。第二，从城乡冲突角度的：从就业方面分析的有

洪大潮的《城市井来入臼与下爨职工就监政策环境的沌较》，垒一甄豹《菲磁瓶劳

动力市场的彤成与发展》；从城市治安方面分析的有赵树凯的《从流动农民工犯罪

看城帮公共管理翻薪》，俞德鹅豹《城乡一冠衽会结构与城带外来蔑工犯罪》等：

第三，从社会分层角度的：有李强的《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分层结构》，书中较多

盼涉及城市农民工闻题并挺爨了诲多獭笺的既髂。纛方等著豹《社会学家静眼一

中国社会结构转型》介绍如何认识社会一城多边缘人一城市新移民的角色换位与

身份调整。述有曹满爨静《城市农氐工与转整静中鬻柱会静二元绩稳》等等。第

四，从社会保障角度：有李强通过实证研究论证了城市农民正存在糟严重的失业

保障蠲题：郑勃成教授认为城市农笺工存在藩严重的工伤、嚣疗、养老等季主会傺

障问鼷；李迎生教授提出了扩大城市社会保障面，把城市农民工纳入城市社会保

障体鬈：齐番发由菲魏事件谈农民工社会保簿闻遂，提密建立农篾工医疗铩硷豹

紧迫性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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豳外学者对城市农民工的研究课题较少，可以借藻的有燕国著名学者攀(F圮at

S．Lee)和拉文簸坦(E．G Ravenstein)等人提出的推一按理论，特别是摊一拉理论为

我们分析城市农民工产生的动因提供了一个理论构浆。美国学者首次划分了影响

人口迁移的因素，并分类为“推力”(PushFactous)和“拉力”(PullFactous)两种，

前者被视为负的因素，因为这些因素促使人们离开原住遗：丽后者被视为正的因

素，因为这些因素吸弓l怀着改善生活愿望的移民迁入(流入)新的属往地。另外，

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的《二元经济论》，书中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缎展的典型特

征是二元经济形态并存；一元是以古老村落为载体的传统农业部门，一元是以先

迸城带为载律的现彳弋工业部门。传统农监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应该商现代工蚊部门

转移，最终被现代工业部门所吸收。我国无疑具有刘易斯所概括的二元经济结构

特征。在分轿社会分缮方面，可蓿鍪意大翻瓤会学象帕累托(Vilfredo Pareto)提出

的“糍英循环”的理论模式，该理论认为：如果统治者糟英不设法去吸收平民阶

层中髂卓越入才，稽英的流遥被陵塞，那么，就会赉现国家和社会豹失衡，就会

使社会秩序混舌L。在农民工中，有一部分是索质较岗的群体，可以说是农村社区

串的精英，他们长期被蠡}斥在城市社会底层，将会影响社会稳定；美国社会学家

帕金(Frank Parkin)的理论模式认为：任何社会都会建立一套程序和规范体系，使

得资源和税会为社会上莱些入享有丽l{}蓐其秘入，也旒是“个体箨德”和“集体

排他”的方式。还有一些学者提出的“二元劳动力市场的理论”，该理论认为：在

瑰健工泣社会，存在籍两静劳动力市场，一静是毅入舞、劳翻环境好、祷遴好、

福利优越的劳动力市场中，这个劳动力市场被称为“酋属劳动力市场”，另一种是

收入彳氛、工{蕈环境蓑、待遇麓、福粕低劣豹劳动力市场，这个舅动力市场被称为

“次属劳动力市场”。浅国大多数农民工被限制在“次属劳动力市场”中，由此造

成城带农民工社会保障程度低，保障壤嚣不健全。

1．5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

本文试溺淤溢羽为铡，黻社会学籍经济学豹有关理论为稽导，采用隶8度分祈

法、实证和规范分析法相结合、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综合运

用所学经济学等褶关理论对农民工辛圭会保漳瓣逶进行分析，并结合瑷实请獍鞠国

内外的先进经验来进一步研究相关的对策，最后提出现阶段应该根据农民工职业

特点、流动瞧程度跌及收入情况分类，按照稳们需求的轻重缓急，分徐凌、有步

骤地建立有针对性的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的设想，以期为温州农民工社会保障问

题的解决，掇供一静W行愚路。本文所稿瓷料主要泉舀予各豢统计霉签翻邋籁葙

关著作和文章。



第1章g}论

本论文韵框架和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章号}论。主鼹内容懋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城市农民工相关概念的赆定、

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的介绍镣；

麓二章卒土会保障理论概述。主要内容是对社会保障的捆关理论葶Ⅱ我国社会保

漳翻发的现状迸行归纳；

第三章我国农民工社会保障现状与模式比较。主要内辔是对我圈农民工社会

傈障的现状滋行回顽总结，对戳目前以上海、广东为代表的国内农民工社会保障

制度谶行比较和分析：

繁西章溺势|农民工社会保障现状豹分析。主要内容是从漱髑农民工现状掰发，

回顾了温州农民工社会保障改革探索历程。分析了潞州农民工社会保障参保率低

下豹源因；

第五章解决温州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的政策建议。主要内容是指出现阶段应

该辗摇农民工职鲎特点、流动佳程废骏及收入情况分类，按照继们需求的轻重缓

急，分阶段、有步骤地建立有针对性的农民王社会保障体系，提出了“工伤保险

现行，建立灵活的养老傈陵制度，分类分屠保障农民工稳益”静设想，；

第六章结论。主要内容是本论文研究的搬要内容进行总结并提出本论文研究

的不怒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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篝2章毒主会保障理凳综述

2．1馘会保障制度概述

疆健挂会保障象《蠹是茬会纯大釜产靛瑟熬缩采秘必要条捧，享替霉圭会保障己

经成为盘体国民通过社会立法取得的～项基本权利。社会保障是指国窳立法强制

凌定静、盎鏊家释社会盘瑟举办，对公民在年老、疾瘸、痔残、失效、生育、死

亡、遭遇灾害、面临生活困难时给予物质帮助，保障公民个人和家庭然本生活需

要，势涎蔫生活承平、褰瑷社会公乎移柽会避步麓裁废。柱会像簿包掇社会缣陵、

社会救助、社会优抚、社会福利等。现代社会保障最主要的形式是社公保险。

校会绦验燕指莺家涎遘立法强制建立往会探陵墓会，黯参藤劳韵关系懿舞动

者，在嵌失劳动能力或失业时缭予必要的物质帮助的制度。社会保险对劳动澍提

供嚣是蒸本生潇曝簿，昃要舅动者籍舍享受赫会保殓翳条舞，帮西享受柱会擦殓

待遇。社会保险不同予商业保除，这不仅反映在社会保险的非盈利性上，而盥因

巍社会豫罄熬保蹬费缀大部势不是崮教僳验入交铸裁，薅是交雇主帮辫家承橙豹。

社会救助，是指国家对于遭受灾誊、失去游动能力的公民以及低收入的公民

给予滋震教赣，敦维持箕最羝缀活零乎，藜魏被蔹骛餐缝续垒存鹣一释享主会豫漳

措施。受益者通常是社会保险覆盖不了的穷人(由于各种原因从未参加过社会劳动

瓣天，或在享受了毒主会绦陵之藤爨生鞭在贫爨线竣下熬太)，或太霜中阮较特豫翡

那部分人，如残疾人、老人。

轻会凭据爨社会绦簿中一释较秀特豫翡豫漳方式，它是势对瑟会帮努天辩两

设立的，是国家通过立法规定，对一毖负有特殊社会任务和责任的人员、社公有

凌天曼实行熬糖震爨颓翘辏辨耩慰，它是荣誊褒损帮德特撬豫囊嚣牲麓翡祷豫粒

会保障制度。

社会疆囊是与琵会裸障骞密留联系齄概念，狭义憨社会裰鹈是指黧家器毒圭会

通过举办各种福利事业和采取错种福利措施，为社会成员提供綦本生活保障并不

黪改善生活按瀑靛～耱敬会铩薄裁度。

社念保障制度最早产生于德国。英国从光J二工业化道路之后，工人阶级队伍

逐运蛰大，工式运囊嚣兹发展。在这静潜景下，英藿予i晷邀纪勰年蕺颁毒了《游

贫法》，一般而肖，《济贫法》媳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产生标志。

交鬻家盘嚣缝织、峦立法确定豹黻程会稼陵受特征蘸嚣健鞋会绦障，楚戳

19世纪的工业化和20馓纪的科技发展为契机，以1883年德国的社会保险立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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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家组织实施的社会保障向普及化、全面化方向

发展，由“福和”代替了“济贫”，使社会保障从向少数极度贫困的人提供急需的

援助，发矮为全体衽会成员预防意矫损失的手段。现代社会保障的驻要功能是减

轻工披挂会绘个久生活带来酌菇险，为每个人提供合乎入遴标准的保障，键进视

会均等和社会公平，维护聿土会豹稳定鞠发震，提嵩社会残燕静生活窳平辩生活覆

爨。1890年至1911年蝴，欧洲务国、美躅纷纷效佐德国，耀继颁露了包括爨疗、

养老、失业、工伤等内容的社会保障法律，开始建立豳家绞一的社会保蹲制度。

20世纪中叶以后，社会保障制度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发展，英国、美圃、德国、瑞

士、澳大利亚、新西兰、荷兰、比利时、加拿大、瑞典、挪威、丹麦等园家，均

己建立相当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虽然社会僳障面I临财政困难的压力，发达国家

黼减福利静浮声一滚商过一浪，但是柱会福利关系国民的翻身利益，因此常被形

容残哭能睡藩不戆藉暹豹“荦行遥”，犬糯凄削藏楚不得入心的，也是彳亍不道的。

鼓会保障制度岱在全球藏匿虑不叛建进牙浚摹、发震霸完善。

2。2现纷我国社会保簿糊度的梅成

现行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是由社会保险、社会福利和社会救济组成，以社会保

险为主，以社会福利和社会救济为辅。

2。2。{柱会保险

社会保险是社会保障中最基本的内容，包括养老保险、正伤保险、失业保险、

医疗保险、生育傈陵等。

④养老保险。养老缣陵怒国家为保障劳动者年老丧失劳动能力屠的生活丽制

定瓣一矮享圭会保障政策，是被会保险豹一矮重簧内容。劳动者的工佟年敝是沓限

歇，劳幼者睫饕年龄增长会逐步丧失势动缝力，进入退体莽老除段，失去工{笨收

入来源。因此必须建立葬老保险，为遐体职工提供物质毅助，曝障豫们的基本生

活需要。在养老基金的提取方式上，我国则实行国家、企业和个人三方共同负担

的办法。

②医疗保险。医疗保险怒劳动者因疾病需臻治疗时，由国家或社会提供必须

的医疗服务的制度。医疗保险在丰士会保险备项制度中，涉及面最广。在市场经济

条件下，国家积极发展送疗谦险事韭，增避久强的健康，同时要建立起与市场经

济鞠遥波麴筹资橇巷《露对医患双方静费用镶l约枫箭。我淹莲疗保险制度改革的方

囱藏是黉让医疗费鼹文鬓家、佥数、职工三方合理受搀，甄保迁职工靛基本罴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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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又控制医疗赞用的不含理增长。

③失业保险。失业保险是通过建虚专项基金的方式，使暂时失去工作的劳动

者在失业期间获得必要的物质帮助，保障萁基本生活，并通过职业培训、职业介

缯等手段为谴稍重新藏攮翻造条件。建立失监保陵制度，不仅可以保障失韭入员

鳇基本生溪，维护享主会安定，焉嚣哥黻逶：蓬劳动力自交流动、黢商选择绱劳动关

系，充分调动劳动卷戆积极性，窍剥手镁到人尽其才，才尽其鲻，实现劳动力资

源合理配置。失业保险制度怒我阑在改革开放后与市场机制楣邋应藤逐步建立起

来的，失业保险基金由豳家、企业和个人三方拭同负担，除国家财政於贴外，企

业和职工都应按工资额的一定比例交纳失业保险费，职工失业后有权领取保险金，

以满足其个入及家庭的基本生活需要。

上述养老保险、医疗傈陵和失业保险构成了社会傈险的主体。可以看到，社

会傈险的较稍义务关系麓双渤的，社会减员在享受柱会保险之前，需缴缩一定数

量豹保险费，这些保险费聚集成社会探险基金，为往会傈陵提供了缎费支持。另

外，社会保险戆资金来源多撵，强调黧家、金嫂(或单位)、个人三方露合理受羟。

这几方厩决定了社会保睃是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先进保障手段，是事土会保障体系

的最重要组成部分。

2．2．2社会福和

社会福利表现为国家及备神社会团体举办的多种福利设施，提供的社会服务

以及举办的各种社会福利事业。舆体有公共医疗卫生和环保设施、公共住房、集

体福利、时政补贴、社区福利、居民个人福利等项目，如我国城市居民的副食补

贴、城市社区旅务。社会福利与社会成员的生活密切相关，具有改善人民生活、

提离生活质璧的独特作用。一国酌社会福辅水平基本上是由国民经济发展水平决

定瓣。我国是楚予社会圭义襁缀阶段豹发麓中溺家，桎会福利事监慧体水平逐较

落麓。

2．2．3社会救济

享±会救济是炸必公民应当享受鳇投利。对予遭裂不露撬拒懿天灾犬禚、失业

待般、鳏寡弧独、生老癜瘸、身心障鼹丧失劳动皇救能力的，以及低于霞家蠼定

最低生活水准的社会成员，国家和杖会应向其提供满足基本生活嚣求的物质镪助。

社会救济对于消灭贫困现象、稳定社会具有重大意义，是国家和社会必须始终认

真履行的社会保障职责。社会救济的资金来源成该怒来自全社会，其受益者也应

覆箍全社会所有需要救济的人。在我翻目前，簸主要的社会救济制度是最低生活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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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制度。

与社会保险不同，社会福利和救济的权利义务关系是单向的，一般只强调国

家和社会对个人及家庭的责任，并且更多地是一种被动型的措施，待出现了贫困

现象和社会问题时才采取。社会福利和救济虽然不能完全遵守市场原则运行，但

作为社会经济生活的稳定器，它又是市场经济体制所不可缺少的。

2．3．4优抚保障

它是国家和社会对法定的优抚对象，按照规定提供确保一定生活水平的资金

及服务，它是一种带有褒扬和优待抚恤性质的特殊社会保障制度。其对象包括：

现役军人、退伍、复员、转业军人、军队离休退休干部、现役军人家属、烈士家

属、牺牲、病故军人家属；革命伤残军人和其它特殊时期特殊地区的特殊对象。

优抚保障与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不同，它并不是一种新的社会保障形

式，而是一项针对特殊对象的横向的综合的社会保障制度。它所采取的手段包括

社会保险手段、社会救济手段、社会福利手段。



第3章我国农民：￡社会保簿现袄藉模式耽较

第3章我国农民工娃会保障现状和模式毙较

3．1我国农民工社会保障现状

建国戳衙，为了与二元经济、社会结擒、诗翊缀济体制穗适瘦，我国被会保

障体系也呈明显的一元化特征：在城市，建立了面向企体劳动者的社会保险制度；

在农耪，黧实行家庭保漳与集俸(莅会)款蓟籀结合静社会缳漳象i菠。两竣嚣者为

主的保障制度，作为现代社会保障体系核心内容的社会保险，并没有在农村设立。

改革开放后，涟着我溪经济体麓改革豹逐步深纯和校会绪秘靛魏速耱整，城乡二

元社会格局逐步弱化岛松动，农民纷纷走出士地到城市里就业。然而，我国社会

傈漳稍度麓改革砉|】嚣嚣予我潮社会鳐构转鼙。社会绦障翻凌分羯在城乡两个藩蟊

上进行改革，始终呈现出明照的城乡二元格局，随着城市农民工队伍不断壮大，

二元丰主会操簿俸系帮难戳戈城市农民工提供保障。镶国家统计舄最新数蠢显示，

已市民化的外来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的比例只有4％和2．7％，_『珂尚未

索民稳靛农＆工更不胃麓进入柱会保殓菹番。尽管一鳖发达疆区氇滋台一鳖文佟

把农民工纳入城市社会保险体系。但由于制度不健全，加上农民工流动性大、社

会徐羧意谈薄弱，最终难激达翻颈黧效采。逡戏了我国城毒农蔑王享主会保簿疆疫

低、保障项目不完善。下面从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助三个方面来分析我

藿蠛枣农民工社会豫簿静现状。

3。{。{我国城泰农琵王社会保险残状

社会保险是社会保障体系的核心，它包撅养老僚验、失业保险、医疗保险、

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

④我国城市农民忑养老保险现状

在计划经济时期，农民的养老问题则完众依靠个人的积累和其子女赡养。随

着我豳经济蛇发展和城乡一冗经济结构的逐渐打破，农树劳渤力不断向非农产业

和城市转移，农民迸城后，程城市翼一直是“两栖入”，在经济上渐渐融入城市当

中，麟在社会关系和其它相关方面却仍然属予农民。因此，他们一囊生活在城市

社会的边缘，不能享受城市膳民所辜有的社念和经济方面的权益，被j{#斥在城市

社会保障体系之外。他们的养老问题也就无从说起。尽管1999年，国务院颁布《社

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将城市社会养老傈除扶原来的国有部门强镣9性遗扩展到

城市一切非国有部门。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也开始出螽农民工养老保险暂行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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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农民工的养老保险还未起步。从全圈范围看，城市农民工

的养老保险制度并不健全，全国性的立法还未建立，只有地方性的政策规定。

③我舔城市农民工的失业保险现状

在诗鬟经济薅麓，对于广大农孛于，有势动靛力翡农民通过参加集体生产劳动，

取褥劳凌摄戮，必旋失生产戆力藏年幼豹家庭残曼提供生存保护，傻全家入获褥

基本的生存保障。这种保障形式的实现方式是：农业生产最基零故资源～±遮戈

集体所有，讲由集体统一经鼗。具有农业户口的农村人口只要具荟了一定的焚动
能力，就可以直接成为该集体的成员，由该集体安排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并参与

对生产成果的分配。不管农业生产是否需要这些新增的劳动力，也不管有限的土

魏能否承载更多韵劳动力。这种就业状况就决定了整个社会不存在公开的失业现

象，禹j篼就失去了建立失韭保险稍度的基础。

改革舜放懿焉，隧饕经济体翻改萃静不精深纯，城镇劳动力瑶工割度氇褥到

较大的泼革，逐步实施瞧枣场枧划配爨劳动力嚣漯熬毒《度，劳动力露场瞧开戆发

育，迫切要求建立失业保险豢4度。我阑失灶保险篱4度的建立鄹发展过程，大致可

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86年至1993年是失业保险制度的建立阶段：第一阶段

为1993年以后，是失业保险制度的发展和逐步完善阶段。我国现行的《失业保险

条例》是1999年1月由豳务院颁布实施的。从《条例》的实施范围肴，它包括了

所有的城镇企事业单位的职工。《条例》第六条舰定了城镇企事业单位按照工资总

额豹百分之二缴纳失遭缣险费，簸镇企事妲单位职王按照本入工资的百分之一缴

纳失数保蹬费。城镇金事整擎位撂瘸鹣农涎合漆制正久本人不缴纳失韭绦险费，

农民会阑王失业是也不熊期城镇职工一样享受失业保险德送。虽然《条铡》第二

十一条专门规定了农民会羼工的失业摆险超题，对工龄潢一年以上，雇佣单馒已

为其缴纳失业保险费的，劳动合同期满未续签或者提前解除劳动合同的，可由社

会保险经办机构根据其工作时间长短，对其支付一次性生活孙助。但是，对那些

工龄不满一年或雇佣单位没有为其缴纳失业保险费的，或者没有与用人单位签定

合同的农民工在失业时不能事受一次性生活补助。因此，广大流动性大的农民工

被稍}斥在失泣保险制度之井。背并离乡的拜来民工，如梁在城里失去了工作，叉

褥不到任嚣柱会保障，葵生存缀快裁会棱陷入闲境。

③我星城露农民工趿疗僚险现状

我嗣传统的医疗保险制度分为城枣医疗保睃霹农村医疗保险俸4度嚣部分。拥

有城市户口的公民只要获得就业，其生病的医疗费用则全部由单位负担：农民则通

过合作医疗获得最基本的医疗保障。改革开放以后，为了解决传统医疗保险制度

所面临的问题，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翻家对医疗保险制度逐步进行了改革探

索。从改革的历程来看，大致经过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88年至1993年。这一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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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主要实行城市职工公费朦狞、劳保暇疗费用与个人挂钩，职工嚣瘸爨负一定

蹴铡的医疗费。簿二阶袋，1994年至1995年。凝握党鲍卡霆碰二孛全会遥过戆

《莱予建立社会定义市蛹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基于社会保障制媵改革的

麓标、爨掰露基零憨路，经豳势浚羝港，凌汪棼蜜镇汪枣、江疆省丸援零嚣鼹了

黢疗毒《菠漱摹试赢，建巍了享圭会统筹滚疗基金警个人毯疗账户辅结合的新的职正

暇癌像黢剑发。憝三玲段是1996每越张，在总缭镇汪、丸迂嚣疗改荤试煮经验翡

蒸础上，国务院决定在垒国扩大暇疗保蜂改革试点，麸薅牙始了全国藏潮建韵垒

方位的医疗保险露《度改革，予1998年12熙，落务院发凑《关予建立城镇职工簇

本暇疗保险制度的决定》，对城市职工嶷行“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蝴络合的

隧疗傈险办法。幽此可见，我困城市医疗馁险制度鲍改攀，始终还是以户籍必蒸

础。流入城布韵农民工几乎被排斥在城市敷疗傈险谁0度之外。农民工生病之后采

潮盼办法是靠年缎轻，体愿鼹，硬挺过去葵了，蠢懿久瘸重戳逡琴穗邑方蓰钱餐

瀛。农琵工派疗绦验竣失，j芰缝会导致霄鸶入黛瘸不能及时治疗藏治疗詹生活陷

入靛困。蚀程】有瘸不她餐，最后设小癌变成丈爨，蓑至爨重丧失劳魂筑力。

④我国城市农民工的工伤保羧现竣

工伤保险是势动者在生产劳动秘工俘中遭受意於馋密，蠛爨长期接触职业性

脊簿有害因素引起的职北病伤害后，由湖家或社会给予擞伤、致残者，死亡者本

人疑箕家属提供物质帮助的一秘拣会保障制度。按劳动浚蛉嫂宠，王伤保险采驳

翥过失责任豹原粥和损害赔偿原捌，并适用于任何用工形式的职工，鼠不论其势

动合同期限长短。献我国二l二铸死亡和职数痕溏况爨，形势不容乐祗。据统地1997

颦，金垃黢垒王褒惩亡事敬18439怒，平筠每天50越，嵇亡人数26369八，萁中，

死亡17558人，鬟伤6197夫，平均每天死亡48入。其审，矿出企业镌亡7266

起，死亡11265入，耋臻1485人。褥避巍每来，安垒生产形势委热严竣，霪大耋荛

产攀救盛嫩不穷，2004每金垦拭发生各爽攀旅803571越，磁七136755人，2005

馨全国共发生各擞事故717938怒，死亡127089入。另外，职波瘸，律为～种幔

戆的职业危害，冀危害惶比显现突发性的工伤拳赦更为严重。联魏我国累计存潺

垒肺病入为稻万，每年围垒肺带来的经济损失这50亿<数播_泉源：酮家安全靛

蛰总蜀2004年、2005年裳全生产形势擞告>。可篼‘我国王伤及职渡病情况较为严

整，瑟在这冀串，耀娄大靛毖铡魏工密及酝蕴瘸受害者怒是表氐王。城市联工静

王伤保险￡匕较完罄，饯秘王锈斌一般都会芎辱裂及黠懿澹掰。城繁农民工参热王伤

保险豹稷壤较低，毡们王伤后鞠巍多魏襄圭撰蠲应该承瓣驰责程，不受掇蘧疗费，

绘农民工及其家凝带来较大的经济损失，甚至会娥成其终是的残废。从农民工熊

工作性质来看，他们彼稳从事危陵稍有害的作业，加上繇劣的势动条件*越受蒋

的劳动量，使得许多农民工正像一贱人说的郧样把脑袋蓉在腰带上，工伤、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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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敌时有发生。根据温州经济较发达的瑞安市劳动保障局统计，该市塘下片区私

人老扳为了销钱，大量使用涎安全保护装置的劣质、砖床，2005年就烽5000多名

打工者的手指轧断，当地医院每天簧做lO余例接指手术，由此农民工工伤嘹故可

见一斑。工伤事故出现后，他们可能会得到一些微游的於偿或治疗，或者根本无

人过问，严灏地影哟农民工的心身健康。另外，由于职业瘸往往舆有迟发性的特

点(急性中毒除外)，所以当农民工囊患重瘸时，往往找不到工厂，或者找到了厂

家，厂家却矢口否认。其打工所得也难以支付昂贵的治疗赞用，有的最终导致丧

失劳动能力，经济损失更无法补偿。

器管1994年《劳动法》的颁布和2004年1月《工伤保险条例》的实施，明

确规定了没衡城市户口的外米农民工享有王伤保险，但执行的效果并不理想。据

农监部农业经济研究中心的2005年一项抽样调查表明，企娥为进城农民工办理工

伤保险的仅占25．4％，有的用人单饺为了成付劳动部门的棱查，熬征性地绘几个

农民工办理工伤傈陵。在多数情况下，当出现一些轻微的工伤事故，企业就负担

其医疗费用，遇到大事故时，企业出一部分医疗费质就把责任推给农民工或象征

牲遗补偿一魏钱，弗解雇箕溷家。’

@我国城市“打正妹”的生育保险现状

为了迸一步保护妇女和骚JL韵身体健康，提高强族整体素质，函务院予1988

年6月颁布了《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国务院第9号令)，明确规定了任何单位

不褥在女职工怀孕期、产期、哺乳期降低其基本工资，或解除劳动合同。劳动部

于1994年颁布了《企业职工生育保险试行办法》，标志着生育保险由单位保障走

向幸主会傈障。舀前，许多城市已为城市女职工建立了生育保险制度，保障了城市

女职工在怀孕、产期、哺乳期的工赘和医疗费。我围农村妇女的生育保障仍然由

其家庭受撞。改革开放敷来，许多农材女脊年离开农村，弼城市里打工，识就是

我们通常指的“打工妹”。由于我国农村妇女的生育保障由其家庭负担。由此造成

“打工妹”酌生育浚有傺障。孕麓和产鬏期都没有工资，靠家入生活。因诧，不

少“打工妹”一旦结婚生育，就意味着“打工”生涯的结束，不少企业在“打工

妹”怀孕爱就把楚稍辞运了，她们煎生活也随之发象困难。有的“打工妹”困无

力支付正规联院的生育费用，不得不求助予“接生婆”、私人医生甚至无照游医，

这在一定程度上危害了母婺的健藤，不利予下一我的健藤成长。

3。{。2我鬓城毒农琵工静{囊会福秘褒获

褒享±会掇列方嚣，城索农民工爨无法与城枣职工担毙的。缓枣农民王褪会摇

利缺失主要表现在与城市职工在住房条件或补贴、在职培训戚进修、各种劳动保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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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及保健费、探亲补助、子女入学、入托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剐。从住房条件上看，

农民工大多数是住集体宿舍(有的多达几十人)和工棚，也荫少部分自己租房或住

亲戚家。有躺研究者将之妇纳为两类居住方式：聚爝和散屠。聚居又分为两种，一

种是生活、势动条件都极为艰苦的建筑业农民工采用的工棚式聚居方式，另一种

是其有“贫畿窟”特征的村落式聚精方式，多数入的居住祭件差、环境恶劣；散屠

又分为租房式散居和进入家庭式散腠。从继续教育来看，农民工几乎没有机会参

魏在职培谢和迸修，多靠“吃老本”或出癸体力就妲。这种状况又会使袍们在激

烈的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拥商失业的“优先权”。从劳动保护、保健来看，

农民工氇不麓和城市职工穗阮。城市职工夏天有饮料费，冬天有取疆费、特殊工

种还有特殊津贴，而农民工却没有。城市农民工除了工资收入外，很少享受有其

谴疆稻收入。飘子女入学、入托来看，农民工的予囊也不熊平等享受城市教育福

利，他们的子女如果到城市雁规学校读书，就要交储读费。尽管2003年9月国务

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财政部等部娄《关予迸一步做好迸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义

务教育工作的意见》，指出进城务工就业农民流入地政府负责其子女接受义务教育

工俸，潋全秘铡公务中，j、学为主。缎挠行静结采并不理想。

3。{。3我爱城毒袈琵工搓衾教魏瓣凝

我国螅社会救助囊《度主爱包括赘困救助、自然灾害救助、特殊对象救助、失

业救助及扶贫工作。在社会救助方面，许多城市已为城市居民建立了“最低生活

保障线”制度，基本上为城枣居民程最起码躲生涯条传下逃短“保威”。城蠢农民

工虽然对城市做出了较大贡献，但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线”制度却鬏盖不到他们，

她们在城里失业后不§＆享受“低保”。

3。2对我国溪行农民王糕会保障模式酶分耩跑较

我国现行农民王牲会保障毂代袭性模式概括起来主要襄甄耱，一先广券模式，

即将农民工纳入现行城保框架(包括浙江的双低政策)；一为上海模式，即单独建

立一套有别予城镇职工基本搴圭会保险露4度的保障办法。其它地方出螽的农强工社

会保障政策蒸本类似以上两种模式，本文就不再重复了。

3．2．1两种模式的生要特点及评价

④上海模式

上海市襁分析外来从业人员(指符合该市就业条件。务工、经商但不具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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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市常住户籍的外省、自治区、直辖市豹人员，不识括通道市人事局引进的专业

人才以及从搿家政服务、农业劳动的人员)职业风除的基础上，针对他们出台了

综合保险。综合保险由市劳鞠保障硒主管，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的外来人员就业

管理机构经办。其主要特点如下：

第一，一个傈除三项待遇。与城镇职工蒸本社会保险分成养老、医疗、工伤、

生育铸险种不同的是，对外来劳动力只实行练合保险。三项待遇是正伤、住院医

疗和老年补贻。郯蕈位使用的外来苁垃入受只享受工伤、往院医疗和老年补贴三

项待遇；无单位的外来从业人员享受意外伤害、住院医疗和老年补贴三项待遇。

餐辩静省市建筑施工企韭，考虑至l其入员流动往更强，对这类企监的外来人员只

设两项保险待遇，即大病医疗和工伤，没有老年补贴，缴赞率也相皮降为5．5％。

第二，赞率西定，费萋完全统～，缴费周期为簿3个筠缴1次。也就怒说，

使用外来从业人员的所有用人单位其综合保险费率都是12．5％，其中养老补贴原

秀5％，现为7％，大病医疗和工伤僳险原凳7．5％，现为5．5％。外地施工众韭由

于只参加大瘸医疗和工伤保险，缴赞比率为5．5％。缴费基数为上年度社平工资的

60％，2003窜为970元。金泣络矫来放韭人员办溪综合裸陵，i次必须缴纳3个

月的赞用，不能每月都缴1次。这样，无论怒对个人还是企业，1年缴4次即可，

减少了企韭缴费酶工作耋。

第三，待遇一次性发放。之所以这样设计，主要是为了解决长期困扰的频繁

流动潞瑟。一次往支付靖工伤保陵来说竞为裔稻。魏祭夕}来入员发生了工傍搴敌，

按国家工伤待遇的办法核算成现金待遇一次支付给本人或家属。而此前如果出了

工伤，由于不允许企渣解除舞动关系，筚短一壹要绘发工资，工伤人员刚簧往在

单位。实行综合保险，一次性支付工伤待遇之后，工伤人员可以领一笔钱回原籍

养老。工伤待遥标礁籀对较离，涂了金额撤销住院费霜，其谴豹国颂替菇焱高的

可达44万，最低的lO级工伤也能享受一次性支付的工伤待遇1万冗。

大瘸医疗帮工伤待遥捆绑在一熬。丈病藩疗理戆超彳寸线为{生平工资静lO％。

外来从业人员不实行养老保险，不设立个人账户，只享受养老补贴。用人单位和

无单绽的外来瓢遣入受连续激费满1年可获褥1徐老年祭憋凭证，蕻额度璇为本

人实际缴费基数的7％；外来从业人员男年满60岁、女年满50岁时，可凭老年

{}懿凭涯、身份证鞫爨户籍搿在蘧豹商韭傈验公司约定静税擒矮取老年蓊辩。

第四，委托商业保险公司管理。大病医疗和工伤保险委托平安保险公司承办，

蔼养老餐菇剿委托串篷久毒绦殓公司办理。鼯将枝敬魏豫输费中静7冁络审国入

寿，其他的则给平安保险，让这两家保险公司具体避作。之所以如此，一是考虑

到保殓公司褒基金增俊方嚣较劳动缣簿行致郯门更搿经验帮办法；二是霹避免劳

动保障部门陷入大量的具体事务而难以自拔：三是养老补贴交由中阑人寿缀办，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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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戬充分发挥其网络遍及全函各地的优势，以免参像人员在60岁时需要往返本地

与上海解决待遇支付问题，方便了参保人。

上海模式是地方政府为解决农强工参傈问题经积极探索后进行的制度创新。

通过两年多的运行，其积极评价有：

第一，阮较好嘏解决了农民工灏雅豹工伤和大痫医疗风险防范问题。农民工

当前最大的风险是工伤和大病医疗问题，其摄大的保险需求也在于此。综合保险

在案《液设计辩正是充分考虑羽了农醚工的这两项紧遍需要，葡对又适当兼顾了未

来养老问题。

第二，简单荔{亍，管理成本低。实行综合保险，三险含一，费用统一征收，

且1年只需缴费4次，待遇一次性给付，最大限度地减少了用人单位和经办机构

静工侔量，方便了单穰和个入。

第三，这-N度由于本人完全不需缴费，容易为农民工所接受。而且，由于

在本人不缴费的情狨下享受～定的待遇，宥稠于农民工益督用人单位依法缴费，

维护涎自身权益。

第四，费率低，易为嗣入单位横受。

假从制度设计着，该制度也存在一些问题，需要研究解决：

第一，与城徐和农傈翻庹都不攒接。由予农民工已占弱产韭工八队伍的一半

以上，大量劳劝者的社保在城市基本社会保险制度体外运行，一是不利于城市化；

二是潍着农民工酞伍豹蠢澎扩大，氆不翻予城镇职工基本卒圭会保险翻度的飙险统

筹；三是从长远看，还不利予建立相对统一的社会保险制度。

第二，养老脊菇待遇褊低，难戳有效蒴藏老年爨i险。按农民工年筠9000元工

资计算，每工作一年补贴额只有450元(按原5％的养老补贴计算)，待到60岁

瑟健z作缴费20年，氇廷麓一次往镁取9000元，这瓣20年之君的养老基本发挥

不了作用；而工伤和大病的赞率又偏高，商业保险公司的利润空间可能较大。

第三，麸{龟远看，全社会不溺入群之阉的风陵共济会受翻一定彩桷。

第四，不利于本地普通势动者的就业。由于单位使用外宋劳动力综合保险缴

费成本只有12。5冁，褥篷导致矫来势动力对本德低索矮劳动嚣的凑经替代，不稍

于本地下岗失业人员及低素质劳动者的就业。也影响到周边地区的投资环境，如

上海实行农瑟工综会探险后，无锈等帘就感受虱了稳显静丞为。

③广东模式

获全国稽况看，多数蘧嚣都选择将农琵王纳入鬣行城镇职工基本社会绦猃裁

度，其中又以广东省最为典型。为便于分析，姑且将这种制度选择称之为广东模

式。籁俸巍来，这稃模式有滋下两令特点：

～是不另设专门的制度。而是将农民工赢接纳入现行城镇职工基本社会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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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主赛参茄养老、罴疗帮工伤三顷蓦率衽会谦滁，多数不参搬失盈傈陵霸生

育保险。

二是允诲农民工享受莽老待遴。餐葵静工返乡ll孛，其个人张户静养纛傈黢资

金奄郎转啜熟户籍所在地的杖会保险机构，当地没有社保机构的，退给本人。

广东禳式获制度设诗静角菠羲，积穰效应霹显。善毙，它符禽我謇农辩劳裁

力向城镇转移、农村逐步嶷现城市化以及城乡一体化的方向；其次，在制度设计

孛将农民工魏入统一豹骧镳获工綦零社会穰险嚣黎，毽在险转移缴费、待遥上又

有遴当差别，设计的险种比较符合农民工的风险情况和保障需要，而且易于实现

与辕镶职王基本辜圭会僳殓剃度兹瓣接，嚣髂褒了藏会爨豫的公平拣、营逮蠖，又

考虑到了农民工的察际情况；第三，按广求模式参保，用人单位谯雇佣本地员工

秘耱蘧员工瓣戆拄会绦殓受拯稳曩举丈，既育羁予各霉天肇经之阉静平等竞争，

又不愿于因为外来员工的保险成本过低而使本地势动者在势动力m场上处于明显

窦势，寿裂予舅魂嚣之裁懿平等竞争。

但是该模式在实际运行中也有明显缺陷：

籀一，嚣运豫秀孛鼗救会爨羧关系熬撼嚣疑：较突遗。劳动者嚣凌羲鼗辩，嚣

要塑新参僳，没有发挥社会保险应有的作用，大多数劳动错未来的养老问题仍然

没程臻决。

第二，肖对农飚工权箍再次剥夺之嫌。由于员工流向外地或返回原籍退保时，

只邂给奉天个天缴缝魏个入账户获繁资金，毒±会绞筹帮努嚣缮熊篷}褒了当地，覆

害了农民工的社会傈险权虢，从而把劳动者的养老责任留输了其本人、家庭和本

天户蔟器程建。

第三，从制度设计的角度看，远期平榭曝难。外来势务工基本蹙按社会平均

工资靛60％缴费，舞藏由予农爱工藻本不在参保筑养老，滏无支付压力；一量辘

市化进程加大，大量农民工沉淀在本地养老，基金又难以承受强大的支付难力。

3。2。2两种模式诧较

楚遴一步了勰舞耱模式貔舅囊焱，将嚣耱模式瓣互之潮及毒嗣露基零裂度在

保险项基、保障对裂、参像赞率、缴费基数筹方霹的情况遴行了魄较。由予广东

模式钱表黪蟪嚣跑较广泛，露务蘧豹骰法叉骞辑不秘，为便于分瓣，我懿辍深绸

{乍为代表邀行eE较<见下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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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两穆主要的农民工社会保障横式与国家基本稍度的比较

上海模式 广东模式(以深圳为倒) 国家基本制度

保险项目 综合保险(一项保险、三项 养老、医疗和工伤3项保险 养老、隆疗、失业、工伤、

待遇) 生育五项保险

保险对象 外来从业人员(从事家政服 非本市户籍员工 各类城镇劳动者

务、农业劳动及按引入人才

规定日f迸的人员除外)

参保费率 用人单位和免单位的外来 养老：13％(单位8％，个人 养老：单位20％，个人8％

从业人员12．5％；外地施工 3％) 医疗：单位6％，个人2％

企业5+5％ 住院医疗：0。跳(外加0．2％ 失业：单位2％，个人1％

的地方补充医疗保险) 工伤、擞育：无舆体数字

工伤：按行业分0．3、0．6、

0，9三个档次

缴费基数 上年度当地职工月平均工 当地上年度社平工资的80％ ～般为上年当地社平工

资的60％ 资

单位缴费 全部由单位缴赞 除个人缴纳5豫的养老保险 ～般为27％以上

费外的全部缴费

个人缴费 不缴赘 5％的养老保险费 11％

缴赞期限 每3个月缴费1次 按月缴费 按月缴赞

享受特遇 单位使用的外寐从业人员； 养老、住院医疗和工伤保险 养老、医疗、失业、工伤、

工伤、住院医疗和老年补贴 待遇 生育五项待遇

无单位的：意外伤害、住院

医疗和老年补煎占

外地藤工企业人员：工伤、

住院医疗

待遇标准 养老；连续缴费满1年，退 养老：上年城镇职工月平均 养老；上年城镇社平工资

休时事受本人蜜际缴赞基 工资的20％+个入账户的 的20％十个人账户的

数7％的老年补贴 1／120 1／120

住院隧疗：起付标准为上年 住院医疗：由共济基众支付 医疗：门诊加住院医疗待

度荟嘲锕噼胛平均工资的 90％，个人自付10％：最高赔 遇

10％，以上部分，由综合保 偿额按参保时间不满半年、 失业、工伤、生育待遇

险基金承担80％，个人自付 1举以内、i一3年及5年以

20％。最高额：缴费满3个 内分为1万、2万、5万、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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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住院医疗待遇最高颧为 本市上年度城镇职工年平

上年发垒市职工平均工资 均工资4倍4个档次

的1储：每增加3个月，增 工伤：统一待遇

加1倍，连续缴贽1年以上

的，最高4倍

工伤：按国家统一标准枣受

转移或终 领取老年补贴凭证，不转 可转移至原籍，也可选择退 可转移社保关系及个人

止 移，不退保 保 账户

养老待遇 原籍或其他地区 既可在深圳。也可转移至当

享受地区 地

管理机构 市外管中心委托商业谦陵 社会保险局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

公司支付和运作

从上袭可以着出，关于农民工社会保嗽的模式选择，上海模式是单独建立专门的制度，

广东刚是对现行卒主会保险制度迸彳亍改良，、总体来看，两种模式各商优劣，需要理性分析黼

做出取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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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搴潞捌农民工柱会保薄现状及阍越

4．1温州农民工概况

4．1．1外来农民工基本情况

根据温髑市缄市调查孰2004年5月对瀛州外来劳动力的专题调查，温州外来

农民工主要分布在鹿城、瓯海、龙湾、瑞安、乐清簿经济发达的区(市)， 他们

为澄姆豹羟济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对于瀛州城市与社会；流动入口又

像是生硬嵌入的群体。其基本特征衡

①温势汐}来农民工戬青敬年劳动力为主。对市酝500戳外来务正或经商人员

的调焱显示，外来农民工大都处于经济活动年龄。年龄在21--30岁之间的男性占

48．％；在这个年龄敷豹女往耽重占副60．3％；女性魄男性离出H．8个百分点。男

性外来农民工31--40岁之间的占33．7％，而在这个年龄段的女性只占20．1％；

勇经既女毪麓出13。6个百分点。具体年龄分布如下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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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a流劫人口年龄分布情况图

@遣七袋羚受谤者藏麓串藏滋下文健程度。调查袭溪，流入溢鲻南区豹爹}来

农民工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占66．2％。其中初中所占比例为48．6％，小学占

t6奄鬈；不谖字簸识字缀多占1．6％。离串占26．4％；大专占6．孬％，本科占0。8％。

调查还擞示；受访者来自农村的占74．4％，有17。8％来自县(市)，有6．4％来自

逸缓枣城区，鸯1．4强来彝矗辏霹譬、省会城南缄嚣。也裁怒说，辐对予澈髑枣嚣(流

入地)的总体文化素质状况；流动人口的素质为低；假相对于流出地的文化素质

状疆帮冀离，瘦该誊定，滚动人墨是娄蟪表耨素震较舞戆群钵。

4，1．1b温州外米民工文化程度分诮图

③跨省流动占八成、五年内来温的占六成。调查鼠示：受访者大多来自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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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省(自治鬣、市)；比较多的有浙江省内20．O％，江西17．0％、安徽16．0％、

湖北15．2％，其他依次为湖南8．O％、四川17．O％、河南5．2％、重庆2．8％、江苏

2。4％、贵翔2．O％；福建、云南都是1．2％；讨肃、黑龙江是0．4％，广东、河北、

吉林、内蒙古、山珏、陕西都是O．2％。近五年内来濑的流动人口占65．6％，来湿

5年以上至10年的占26％，10年戳上的占7．6％。近年来，湓州市民营企业纷纷

走出国门，闯荡国际市场，其支柱产晶鞋类、服装、眼镜、打火机等出口增长强

韵；这些企戴罄本属劳动力密集型酌，需要大量的矫来务工人员。

④提高生存发展能力成为外出务工经商的主要原因。外出务工经商的原因多

种多祥，调查发现；磁来密练自己增长见识的占50．6％：寻找更合邋自己发展的

地方和职业的占48．8％，认为家乡收入低的矗36．2％，耕地少(没夜)在家无事

可于静占16．O％，认为大家酃出来了自己在家没出怠的占9．O％；务农太辛苦、

不喜欢务农或不懂农活的占5．2％，羡慕或享受城市生活的占3t2％，有其它原因

努击辩占2．4％。调鸯湿示，家乡收入低丽外国的，不再是流动入口出去务工的首

选原因，所以有71．8％的家庭只有个别劳动力出去；家里劳动力都出来的占18．2

％，全家窭动豹凳占10．O％。
‘

4，{。2终来农民工酌劳动裁篷与i耋会保障情嚣

投据这次调查，鸯96。O％鹊人己凌工终，4，g％弱人滏来就蝗，正嶷寻找王馋。

①外来农民工都自愿或不自愿地在“超时”劳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圈劳

动洼》第四章第三十六条趣定；重家实行劳动者每爨王终露趣不超避八参辩、平

均每周工作时问不超过四十四小时的正时制度。劳动法规定的正常工作时问和延

长工作时闻上限每周怒53，l、雌；从下袭可以番爨只考箍类专数技术人员每周王瘁

53小时，其它所有的外来农民工为了多赚钱或完成超额任务，都自愿或不自愿地

接受了“超时”的劳动时间。这次调焱按职效分类汇总的一缀数据憝：

4，1。2务类职业工作酵瓣及收入馕况表

现在从事的职业 平均每周工作时间(小时) 每月平均收入(元)

私营灸娩主 S3 5250

管理人员 63 1638

夺钵户主 78 1492

各类专业技术人员 53 1337

废|磊翻赫圈浚 67 1150

小摊小贩 80 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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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修工 60 1051

一般职员、办攀员 54 1013

人力车夫、搬逡装卸工 67 888

工人 6l 883

商业溅务人员 62 833

保安／僳洁员 65 820

家政人瞒／家庭保姆 58 725

其他 64 744

②绝大多数受访者能及时领到工资。这次调查可以番出，受访者枣8§及时领

刻工资的占91．4％，加班有给补贴的占42．9％。已经签订劳动禽同的占50．9％；

肖双体目的占10．3％，鸯工伤宰}偿、保险的占27．2％。但拖欠工资静憾嚣在一擅

窳业依然存在。

③近五成外来农民工认为激她l就业环境逐冬趋好。当自外米农民工闻及瀑娥

的就业环境有何变化时；有48．％认为交好了；认为差不多的有36．6％，认为变蒺

?的有8,4％，还有6。2％选择没有考虑过。

④影响个人就业的主要原因是文化程度。谯回答“影响你个人就业的主要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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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是什么”这一选题时：认为自己文化程度低的有59．4％；认为用人单位要求高

的有42．2％，认为缺乏劳动技能的有32．2％。现在的企业认识到品牌的重要性，

对员工的素质要求普遍较高。

⑤外来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很不到位。调查结果显示，有参加养老保险的流动

人口只占28％，参加医疗保险的占2．6％，有参加失业保险的占0．．8％。加上农

民工自身意识淡薄，大多数外来农民工仍然游离于医疗、失业、养老保险安全网

之外。外来农民工及其家属患病不医、大病小医、靠子女养老情况比较普遍。

从以上温州农民工的现状可以看出，农民工的流动原因基本符合推一拉理论，

他们是潜在的有能力参加社会保险的群体。目前大部分农民工正处于青壮年，从

文化程度看，温州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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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还是具备一定的社会保险缴费能

力的。说明，一方面，应该将农民工纳入社会保障体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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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并

逐步与城镇职工社会保险体系并轨，‘将不失为明智的选择。

4．2温州社会保障制度基本情况

改革开放特别是近几年以来，温州从实际出发，积极推进社会保障制度建设

努力健全社会保险体系，逐步完善社会救助等各项制度。总的看，社会保障工作成

效显著，为温州经济社会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

4．2．1社会保险体系建设

经过10多年的改革，温州已初步建成了保障项目齐全、基金来源多渠道、覆

盖范围全方位的社会保险体系。

①养老保险方面。1991年，温州在全国率先实施全社会一体化的基本养老保

险和开征地方养老保险基金，打破各类所有制企业职工的身份壁垒，把养老保险

的实施范围扩大到国有、集体企业以外的其它各类所有制企业及个体工商户、自

由职业者，温州养老保险改革曾走在全国前列。其后，于1993年和1996年，温

州先后印发了温政发[1993]205号文件及市政府第6号令，逐步建立起以“社会

统筹和个人帐户相结合”为原则的养老保险制度。1995年7月、1997年9月，温

州又相继实施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使温州养老保

险体系得到了进一步完善。1998年4月，以实施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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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为标志，温州顺聱j实现了企业养老保险制度的并轨。2002年，温州市政府提出

在两年内实现500万元以上产值非公企业全员参僳蛇星标，率先东全省提燃7全

员参保的概念。2004年，温州取消了地方养老保险基金，实施按工资总额征收基

本养老保险赞办法，使温州摆脱了对地方养老保险基金的依赖，接遴了漫州基本

养老僳险制波的法制化、规范性建设，同时有力的促进了养老保险扩面工作的开

展。从养老保险统计数据来罄，仅2003--2004两颦，全繁参保职受从67。7万人

增加到83．07万人，全年收缴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从17．3亿元增加到25．68亿元，

养老保险基金支付自＆力从12．24个月增长到15。42个胃。

②基本躐疗保鲶方面。温州予2000年10月实施基本医疗保陵改革，2004年

底，以市区4万多名公务员及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正式告别公费医疗，纳入熬本医

疗保险箭度为标志，基本实现了改革初步两标。蒸本医疗保险参僳人员也已从

2002年底的29．08万人增长刹2004举底的35．12万人，收缴的医疗保险基金从3．29

亿元<含改桶一次谯缴入)增长到2004年底的3．84亿元，支付也从1．37{乙元增

加到2．26亿元。

⑨失监、工伤、生育保酸方面。‘1992年3月，漱州开始实施企业职工待业保

险，1995年，温州实施《浙江省职工失业保险条例》，1999年，根握《国务院失

韭保险条饲》舰定，每韭单位开始参鸯Ⅱ失业保险。在1999年底开始的市属众业改

制过程中，大批企业职工与原单位解除劳动关系，谶入失业保险保障范围，失业

傈险蒸金出现了巨额赤字，在既严竣形势下，温州带政府通过财政转移支付、从

土地嫩让金中提取一部分、要求省级枣}助等多种方式簿集资金补充失业保险基金，

诧较擎稳蠹奄渡过了失泣保险麓金支干寸的高峰，失业绦殓制度为温州阑有企渡改制

的顺利开展和职工劳动关系的平稳转换提供了切实的保障，发挥了不可替代作用。

全市参傈入萤也获2002年的29．舛万人，增加药2004年的39．50万人。

工伤保险方面。1994年10月温卅I开始实施工伤保险，1998年，根据原劳动

部《企注职工工揍保徐试行办法》，谲整了有笑政策，2004年1月实施国务院《工

伤保除条例》，几年来，工伤保险为保障工伤职工合法权益和促进企业安全生产发

挥了爨要辛筝麓。参谦入数也邑从2002年底的31．02万入增加捌39．25万人。

生育保险方面。濑州生育保险予2002年lO月i日实施，成为溆州社会保险

五大徐种最屠实施静一个项秘，标志温州衽僳体系的初步建成，它为保障生育女

职工的合法权益以及粥女平等就业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全市已有25．38万人

参加黛育傈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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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社会救助体系建设

澡翔飘1996年开始实藏城镇最低生活僳障线制度，1998年将覆盖范黼扩展

到农村村民。2004年，温州市政府出台《关予加快建立覆盏城乡的新型社会救助

钵系静实施意觅》(漱政发f2004)5号)以来，温荆建立完藩社会救助体系步伐

明显加快。目前已基本上实现了应保尽保，成补尽补的目标，截至2004年12月，

全审鬣傈对象已运垂65350户，129800入，占总人豳数的1．73％。

困难家庭子女就学救助方面。近年来，濑州各级政府、教育部门认真落实对

困难豢庭子女就学静扶持致策，2004年，全市资劲贫困学生66437名，资助金额

4773．99万元，其中政府助学26099名，资助盒额961，60万元。

魏辨，当嚣温建表枣搴实{亍豹社会保障矮强逶有被链遣农琵誊本生活保障裔8度、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等。

4。3濑州在农民工社会保瘴方西的实践

4。3。l湿州农民工觳会保障方面熬黢策

温州作为我国较早开放和发展民骛经济的地区，在解决农民工社会保障方面

也较旱作出了一些尝试。

①将外来农民工崴接纳入以养老、医疗和工伤保险为主婺内容的社会保险制

度。疑1991年灏媚实施一体纯社会保险开始，温硝首先将外采农民工纳入了城镇

职工养老保险制度。继养老保险后，工伤、医疗保险以及失业、生育保险均兜质

将农民工纳入了参谦蔫豳。

②实行按单位工资总额直接征收养老保除费，建立地税直接征收与社保参保

登记互为条俘韵养老保险费征收视镧，为农民工参栩社会傈陵御造宥剩条件。农

民工参加社会保险的阻力，除了自身的认识问题以外，主要在于企业，尤其怒中

小劳动密集鍪静私营、民营企泣追求廉价劳动力、魏避企韭费任的行为．为肖效

解决这一问题，2004年温州市制定了新的养老保险征缴办法，由地税部门按照单

往工资总额妻接征收养老傈险赞，直接征收与参傈登记互为条件。

③宪善适合农民工特点的社会保险政策，切实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在养

老傈陵方嚣，主要是钟对农民工流动彀强、地区差异大豹实际情况。建立了开放

的退出机制，外省参保人员和本省其他地区农村户籍的参保人员中断然本养老保

险关系辩，可裰据参缣入员本入意愿，对箕个入冁户俸出保留、转移绒一次靛支

付的选择。此外，还将外来农民工最急需的工伤保险与养老保险松绑，允许外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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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先行参加工伤保险：

缀然近几年来，温州各级政府狠瓠外来农民工挫会保障工作，2002年枣政府

就提出500万元以上产值非公企业全员参僳的目标，正泰、德力西铎一大批大型

企业实现了全员参保，市劳动保障部门也连续几年开展了以社会保险参僳必主题

的劳动保障情况大检蠢。僵韪，总的来说，阏前温州外来农民工社会保险参保率

仍不高，与预期的县标仍存在很大躐离。

4．3．2温州农民工参保率低的原因分析

本文认为，温州农民工参保率低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①帮分避方政痔认识不裂位，存在短戆行舞。零警湛簿枣致瘸瓣农涎王霉圭会

保障问题一直比较重视，但不可否认，仍有少数地方政府领导并未认识到社会保

险俸必毒土会稳定器、蜜全弼瓣霪要终耀，甚至冀嚣{三l为扩瑟会影薅警遮经济懿发

展。为了制造”比较优势”，吸引外资，他们把不要求企业和职工参保作为吸引投资

的爨惠政策，予预或毒骞意延缓农民羔桎会保障露l度建设茨遴疆。

③一些企北消极抵制。温州企业以劳动密集性产业为主，产品附加值低，工

资占7成本掇当大部分，基兹，滠州冬壤享圭会攥殓煞慧费率褰达28％，攒专家溺算，

如果要按照城镇企业职工的标准为农民工参保缴费，企业每年要为每个农民正多

支付3000--4000元，东现毒的袋本基爨上增热30％一《O％。城镇职工季±会保浚裁

度的缴费标准超出了许多企业的承受能力。众业对社会保险赞承担能力差。

③农民工缳权困嬷。善先怒不鳃维投。邦分农民童强谖欠缺，社会保障意识毙

较薄弱。对社会保险制廉不了解、不倍任，心存疑虑。其次是不愿维杖。农民工一

般年轻力凝，鲶大多数离开±憋寒至《城镇翦秀提圭要是赚钱鼷家改善生涯，漆靖

观念很强，注熏眼前利益，而不是想在城市居住、生活，而对曩伤、老年、失业及

疾病黪憔患意识不缀强烈。第三是不敢维投。势动力露场竞争激烈，农民工靛簸业

竞争更为激烈，即使农民工自已-要参加社会保险，也不澈冒着丢掉饭碗的风险向用

人单健提出参僚要求，就业的魇力造使瞧镯不褥苓接受强人攀位兹低工资彝笼僚

障。

④现嚣嚣4魔不适会农民工黥特点与震求。嚣先，一耱保殓模式难爨滠盖多耪不

同的就北形式。其次，绝大多数农民工的收入难以承受过高的缴费水平，即使能够

承受的农民工德往也鼹以达到缴费潢15年戆蘩本条传。第三，养老爨羧统筹不鹱

转移。囱于现行基本养老保险熬本是以市县一级统筹为主，由于利益机制，对于

转入地舱社会养老保险经夯机构，往臻不愿接收个人搬户魏转入，熬之袋乏城乡

协调机制，返乡农民工养老保隐关系和养老保险社会统筹基金难以转移。第四。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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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工伤保险待遇难以享受。参加医疗保险和工伤保险的农民工，一鼠发生医疗和

工伤费用，往往难以承受城市过高的治疗和生活费用，丽被遮放弃皇毫的权懿。他

们希黧按照有关标准以一次性补贴等灵活方式享受相应的待遇。

⑤目前鲍管理制度积机聿≈难以满足农民王大规模参保的要求。雏柬农民工滚

动性强，进出企业相滥频繁，由于缺乏便于农民工参保、转保、续僳、退保的办

法，丰土会保险郝门面对烦琐的手续，簧遍穷予皮付，有的外来农民工受换新工作后

也常常被迫中断参傈菠退保。由于邋保集中，手续繁杂，不少农民工涟自己交的保

费也象不到手便一走了之。

从以上分析可以滑出，潞州目前缺乏符合温州爨际的针对农民互的一整套社

会保障制度，现聋亍制度基本上执行的是还是阑家基本制度，在农民工社会保障制

度建立方面邋远落后予上海和广东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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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瓣决湿州农民工社会保障阍题翦构想

5．1解决瀛州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的必要性

5⋯1 1促进温州经济增长的现实选择

舛来农民工是澈绷劳动力中的熬耍组成部分，保持岁}来劳动力的充分供给，

是温卅}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必要前提，近两颦的“民工荒”，虽然对温州的影响还

不是特剐疆鬃，僵稻当一部分企监，已对她有了忧虑，因此设计适合温州实际的

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有利予促进温州企业竞争力的提高，促进经济社会的健康发

震。

5。{。2维护农民王极益瓣需要

农民工为漫势l城乡经济圣±会发鼹傲出了霾要贡熬，焦缝钠戆劳动关系不艇莲，

工资报酬和聿土会保险待遇等证当权益受到侵犯的问题，在相獭范围内存在。要维护

农民王豹合法权益，就必须认真职究勰决农民工参擞社会髹除爨遇裂的社会僳验

关系跨地区接续困难、实际保险待遇受到损害等实际问题，探索和完鬻适合农民工

特点与需求、茂便易蠖、便予操作的搴圭会保黢管理办法，努力镞裂暖窍铡予缀障农

民工的合法权益，又磐有利于农民工的就业，同时避免过度保障带来的消极影响。

5．1．3维护瀛州社会稳定的需要

磐来农民工在滠鲻藏盘与垒活，鑫然嚣浆与市场经济和正韭诧纯撩适藏虢现

代风险结构，如工伤枣故、痰病风险、失业风险及其他意外生活风险和生活贫困

等，因为户籍露l凌靛麓约，这一特殊群体攀蜜上被攥除在滠髑城市李主会傈漳安全

网之外，在他们遭遇上述风险时，只能依靠自己去解决，也缺乏必要的化解途径，

穰客荔酿成严蓬静享圭会簿嚣，攥湮弼帮公安躅统诗，滠翅近死年来静澍事案辞中，

由外来人员犯罪造成的，占70％以上，因此必须面向外来农民工有计划地推进社

会徐簿裁度建浚，增强亭圭会麴凝聚力帮稳定穗，实琥柱会熬长治久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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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完善温州社会保障制度的需要

社会保障是建立在社会公正、公平和社会发震避步的蒸础之上，以国家或政

府为主体，对公民给予基本艇活保障的一种社会制度，其保障对象应涵盖众体公

民。湓州井来农民工是温娴劳动者豹重要缎成部分，他们与城镇职正一样觚事菲

农产业劳动，获取工资收入，也应该事有平镣工作权、生命保障权、身体健康权。

只有逐步将德们纳入温期社会保漳体系，牙l拧琶完善滠髑社会保障体系，才能更好

地实现社会保障的本质。

5。2惩决激媸农民王社会保障阏题的对策

温州农民工社会保障是～个复杂的问题。解决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麓者认

为：蕾先，地方政府簧进一步提高对农民工被会保障润题静认识。温州市政府要把

这项正作摆在突出黛要的位摄，分级落实责任制，把这项工作指标作为党政领导

政绩考核酌鬣要组成部分，切实操好责任分解、责任考核、责任追究三个环节，

建立市县工作情况定期通报制度，从机制上确保政策到位、措施到能、行动到位。

同对，要把农民工享土衾傈障稍度纳入函民经济和享圭会发震静孛长麓瀵翊、年度诗翊

和工作部署中去。其次，有关部门要进一步加大劳动保障执法力度，加强企北社会

傈险鼗记工铬，充分秘孺害主会保障法律武器，督挺念泣及释参傈，翔工商部门在营

业执照年审时，凭劳幼和社会保障部门出具的缴费情况证明方予以办理，地税部门

在牵核税务鼗记{芷辩同时审核保险赞缴纳情况等。筑三，必须热强针对金娩释农

民工的宣传工作，谶一步发挥报刊、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大众传媒的舆论引导和

益餐作用，靖不同入赫、实际猜况开展有锌辩往豹宣传，营造盘努翡磐论氛灞，让

社会保障的政策和措施深入人心，为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营造良好的氛围。第

酉，趣狭完善湿簿农民工社会傈漳稍度建设，这氇跫艇决濑髑农民王享圭会保障润

题最荧键的一点。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解决温'’1t#1-来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最

大静辫褥是，溢热衣农氏_I往会傈酥裁度建设方蟊麓落后，姣乏符合温簿蜜际静

针对农民工特点的一整套社会保障制度。笔者以为温州农民工是一个复杂1耐又庞

大静辩体，甄有正麓辘翌鹃，又有瑟活藏数瓣；繇裔稳定魏疆的，又有频繁流动

的：有的有明显的城市化倾向，而多数则只是打工挣钱，迟早还要叶落归根、回

癌数瀑。瑟嚣，农民工是溢翊劳动密集鍪行魏的主要势动震Z来源，藩予透翊金翌

承担能力、政府财力、技术及相关政策条件等客观条件制约，不可能一蹴而就，

解决瀣翔农涎工社会傺漳阕麓。困藏，笔者顿囱予攘轻重缓惫逐步维遘农聚工辜主

会保障制度建设。因为这既能减少改革的阻力与即期成本，又不会扭曲迈向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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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目标的路径。

目前较为现实可行的办法是根据温州农民工规模庞大、流动性强、非正规就

波者多并处予相对弱势地位，社会傈障需求方面存在着较大差异等特点，在财政

与用人单位静承受能力范溺肉，按照分类分艨保障的办法采提供社会保障。所谓

分类是捃根撂农民王掰麸事静职监特点、收入状况、流动程度及定居城镇静意憨

薅标准，采取eE较灵活的政蓑。鼹谗分滕是拯摄据不网类型载农惑工熬各静社会

保障需要，按照轻踅缓急积可行性，分阶段、有步骤地实旅各单项杖会保障卷4痘，

踅点建设社会保险和社会救助制度。根据目前情况，农民工最追切霈要的是工伤

保险，其次是养老保险，然后怒医疗、失业保障。

5．2．1後先建立农民工懿工伤保险制度

优先设立农民工工伤保险有以下四点理由：一是农民工所从事的多为脏、累、

熏、险的工作，工作条件相对比较恶劣，其职业和正种具有特殊的危险性，而他们

个入的抗工伤风险能力又很弱，在劳资纠纷中他们又处于劣势，所以有必要优先

考虑设立农民工的工伤保险闯题；羔是由于工伤保险一般实行的是“现收现付”

豹社会统筹铡，所淤操作起来魄较容易；三是壶予工伤保险静费用低，2005年溢

刿-I T伤傈除费搴仅为0．5-2．5％，一般熬露《造效企业职Z人堙王伤保险费每月佼势

10元左杏，负担轻，虽主要由企业或雇圭分攫，惩足警不嚣财政投入；靼是出手

工伤保险实行差别费率和浮动费率棚结台的原则，所以有利于提商用人单位的安

全生产意识，有利予农民工正作环境的改善和待遇的提高。五是与商业保险相比，

工伤保险的缴费低，待遇高，对企业的吸引力也犬。综合以上几个方面可见优先

建立农民工的工伤保险稍度有其必要性、可彳亍性与效用性。建立农民工的工伤保

陵镧凄主簧有蕊下凡点；

蓄先，应该鼓耱农涎工遥过法律手袋来僚护裔身的校益，在与瘫主签定劳动

或劳务合阕对簧求其必囊邑办理王伤像险。

其次，睫羲《王伤保险条例》的施毒亍，工伤保险楗关的法镄法戴已基本健全，

目前更多要做的是加强执法力度，以及对农民工邋当地给予法律援助。另外，可

以在凇入机制上对雇佣农民正的企业威个体工商户进行监管，要求只有雇主为其

雇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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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只适

嗣于农民工较稳定的行娩，而对于流动性较大的行业，例如建筑业，则只有加强

巡回虢察和加大惩罚的力度，督促承包入为箕新来入受及时办瑷保险。

爵次，有必要冬快建立豺对农民工韵工街赔偿梳翩，这样，胄j工单往将会更

热注意用王过程孛翡安全保护措藏，农民工豹职数伤害事数将露可能大大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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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建立究善的事后补偿帮0度固然重要，佩更应该强调事先的宣传和预防工作。

政府有关部门应该做好事先的宣传秘预防工作，加大对农鼹工集中的企业及事故

多发藏职业瘸危害严燕的行娩、企她的监督力度，溅点监瞥工作场所的卫缴状况

以及劈动安全状况，检查对农民工的安全教弯、安众防护措施的实施情况。应建

立现代的、科学的安全管理手段，以预防为主，而不是实杼“事后处理”勰的管

理和监督。

5．2．2建立弹性的农民工养老保除制度

由于农民工养老保险的不可追溯和不可瞽代性，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应

当是滋媸农&工亭±会保瘴毒l度熬孩，§。在城枣托懿大鸷景下，建立农民工季±会养

老保险制度成当尽可能地向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靠拢。但是，考虑到目前农民

工鲍熬俸经济收入、参保意愿魏职戮特患，黻及城乡莠老镰殓毒《度钛建橡璞念到

具体政策、操作规范、管理方式等方面的巨太差异，建立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城乡

统一瓣挂会葵老保黢体系氇暌显不会时宣。瓣_l琏：，辩予湿姨农民工熬桂会养老操

险，肖必要猩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之外探寻第二条道路，以切实保障农民工的社会

莠老牧盏。

①建立弹性的个人账户。按参保人身份诚号码建妲实名个人账户，实行缴费确

定型鹣完全德冬积累黪铡度模式。该豢l发懿令入账户蹩吴存懿性骟焱户，其撵睦镩

现在以下几方面：一题在基本制度框架统一的前提下，缴费基数、费率或缴赞额可

在妮宠范圃痰选择。弹性翁缴费标壤毒逶应令人承受能力巍不露年龄除段、苓羁

经济发展时期的差异，账户积累额可大可小，缴费方试灵活，缴费全部记人个人账

户，联蠢权弱礴，账户霹夔入转移，比较适舍农民工收入镶低、裁业誉稳定等特点，

易于被农民工理解和接受，易于被推广。二是襁凡用人单位都必须强制参保的前提

下，农民工可在城傈秘弹性养老保验铋度之阕根据鸯汪麴承受毙力鑫囊选择。三是

在考虑制度的可操作性、简便易行、群众易。隧、降低操作成本、提黼运作效率的

前提下，农民王霹自由选择按零、季、月缴费。四是攘实琢缴费时麟及时累专l‘，按

略高于银行存款利率分段计息。

②建立弹性的德邂调整账户，健全缴费秘特逞的调整增长壤剑。玻摩鼓财政孛

拨出一定的资金，引导扶持农民工提离缴费能力和缴赞水平，建立对农民工的缴费

激墩枕割，形成多元筹资枧裁。主要躅‘予建吏特遇调熬账户，主要鼹予睫范基金熙

险，提高待遇水平。针对传统个人账户待遇水平固定不变的缺陷，采取将最低缴费

和绘慰标准与传统城乡最低僳障标准挂钩懿办法，建立缴费豹增长枧剑和德遇调

整机制，以增强制度的适应性，促进制度的推广和可持续发展，做到保障水平同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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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明确各方的责任。

③覆盖对象的弹性。弹性制度覆盖的对象既可以覆盖疆舰企业走的农聚工，

也可以覆盖非正规就业的农民工，将来也可以逐步扩大到被征地农民、农民工、

小城镇农转j#人员等等保障对象，具寿广泛的适应性稠可推广性。

④创建舆有综合功能的发展账户。针对农民工收入有限，却存在生产、教育、

医疗、住房、养老等需求多元化，而农民工滚以优先考虑养老保险的现实，从实际

出发，改变现行制度设计中务保农民工只有剐达领取养老岔年龄才能动用蒸金的

传统规定，允许农民工通过保险证质押借款憋方式，勰决其生产、生活面临的资金

瑶难，提高资众的利稍效率，将农民工的长远保障与现实需求有机结合起来，将单

一的养老保睃个人账户拓展为具有综合功能的发展账户，使农民工的养老保险制

度真旋适合农民工的特点和需求个人账户待遇水平豳定不变豹缺陷，使农融工的

养老保险制度真正适含农民工的特点和需求。

5．2．3建立针对农民工特点的医疖保险和大病保障制度

服然从年龄结构滑，农髓工以年轻力壮糟为多，但“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

夕福褪”，患瘘是农晁工最必馔·貔露又是难塔避免魏溺题。奁姣乏保骧爨铡瓣馕嚣

下，患病尤其是大病不仅为农民工造成身体痛苦，而且会导致失去工作，从而失

去经济来源霹陷于贫舞，甚囊颊家荡产。势了在更大莲虽疼分教农隧王豹躐险，

应该建立针对农民工特点的暇疗保险和大病保障制度。较为稳定的农民工，如果

她们愿意参鸯鬟一般医疗保殓，霹魏其建立令人账户，并应殡保其令入账户巍在全

国范阐内转移。流动性较大的农民工，可不参加一般医疗保险，但其应参加大病

统筹医疗保殓，只建立统筹熙户。其筹资掇裁由金数、个人缴费露嬷方财熬夔一

定支持构成。在初期，可确定相对较低的个人缴费水平和保险水平，成本也不高，

农民工遵比较容易接艇，将表露逐澎提裹。隆羝农瓷王医疗曝殓缴赞基数帮缴费

率的想法主要是基于以下原因：l、农民工收入水平较低，收入边际效用大，如果

用与城镇职工一样戆缴费基数葶曩缴费搴垮大大影响农民工其德戆正鬻支塞，氇凌

减少他们对家尾增收的贡献。2、企业雇佣农民工的优势在于农民工的用工成本较

低，如果露农聚工交懿探费基数与费攀与城镇职工一榉，剐必提增热念建戆受握，

降低众业的竞争优势，他们将大大减少对农民工的雇佣或者干脆不魔，这对于农

民工来说，好零反倒成了嚣事。3、农民工以费壮年灸差，生痍豹毙攀低于城镇职

工，统筹的压力也理威比城镇职工小。此外，探索实行农民正医疗救助制度，对

于以朦疗保险难以解决所有医疗费用露健农聚王患者麴生活骧入匿缓戆，霹采取

社会救助方式予以解决。对于有条件的农民工，也可以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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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为农民工建立“钕共劳动”形式的最低生活保障体制

最低生活保障翩度是瀚家基于保障人权的需要对特豳居民实施的一种无偿救

助制度。农民工作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不可缺少的一个群体，当其基本生淤难以维

持辩，国家当然宥义务对其救韵。但考虑劐农民置有较强的流动性、人数众多以

及财政承受力等客观因素的存在，目前将所有农民工完全纳入城镇最低生活保障

带l波也不璃实。由于农民Z流动彀较强置年纪普遍较轻，因此，对他们的社会救

助不应是单纯的经济救助，而应是提供劳动机会。对于他们，可以考虑在现有的

衽会救韵遣送带l度戳矫，建立一种特殊的缎低生活保障体制，酃“公共势韵”形

式的流动人口最低嫩活保障体制。根据温州市公安局提供的数据显示，2003年一

2005年，多}来久员犯罪的蠢温媚憩瀚黧事案件的70％以上。所谓“公共势动”形

式的流动人口最低生活保障体制，是指让那些失业的、身上一点钱也没有的农民

工参与公共服务，魏清理环境里垒、维持窥通秩净、公益赧务等工作，遴过“公

共势动”找到饭吃，为这些身强力壮的农民工提供暂时的栖身和劳动之地以维持

英基本生滔。这样W瑷减少犯罪率，使得那些陷入豳境的矫来民工能够暂拜于找蓟

合法的活路。具体做法可以是：由政府出面建立，财政给予支持，失去工作的农民

工W班啻憨串请到这里警辩工律，该组织海农民工提供满足其最低生嚣需要酶工

资或食物和用品，农民工可以随时申请结柬这里的工作，到能获得更高报酬的用

入攀位工{筝。这样不仅能键农民工在失去工作螽，可戳青一个暂辩落辫静地方，

而且也能解决城市有些工作无人做的难题，同时述有利于温州社会的稳定。这种

政释组织静公共骚务壅劳动在形式上是一种就盈，实质上怒一种社会“安金溺”，

是～种特殊的保障体制。对于政府来说，这样一种体制比单纯的经济救助更有效

更节省成本。投入不是穰大鹃一笔经费带来静却是燹为安全稳定酌丰主会，何乐雨

不为?

除班上备项绦羧饔救韵措麓箨，在爵橇成熬帮条件兔许静情况下，还斑考虑

建立面向农民工的生育、残障、死亡等社会保险项目。当然，针对温州农民工的

这些往会保簿隶l痉帮哭是逡渡往静。蘧着滠髑每场经济静完善、现代企鼗涮度在

各类企业的真正确立、以及城乡二歹己社会络构的彻底废止，目前这些针对不同身

份豹劳动者，实雩亍不同魏凝会保簿露《度必然会谈色括各类劳动者程瘫静统一筋温

州社会保障制度所代替。



第6章缩论

第6章结论

本文圭漂跌理论积实践两方嚣讨论了农民工社会保障阀题，辩结合溢娜市的

现实情况和上海、广东先进经验，指出现阶段应该根据农民工职业特点、流动性

翟凌渡及投入情况分类，按照毪稍需求豹辍重缓惫，分阶段、有步骤魄建立有针

对性的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提出了“工伤保险现行，建立灵活的弊老保险制度，

分类分瑶保游农民工裁益”鹃设想。

由于我阑社会保障制度还很不究善，整个制度还处于变革过程中，我们对社

会铩漳懿瓷镎认识势苓是缀清楚，逐没有形成清繇豹概念秘完整鹃内涵，当前的

一些理论还柯待实践的检验。同时我国对农民工社会保障阀题的探讨刚刚开始，

辩予农民工幸童会绦簿麓废静萝耋，鬟、德位、内容、形筑、管瑷体麓、瀣金筹稽等问

题的认识也很不成熟，甚至还存在糟较大的争议，对如何为农民工提供社会保障，

还楚予愚鼹不臻簿、致策蠢法蕊空鑫、猎施帮其体方案疑失豹超步状态。。阂茈在

此基础上的研究具有比较大的难度。另外由于作者的水平和能力有限，本论文仍

存奁藩于不楚之楚，磐在毽论研究方西还麓最擎薄；文孛强弱馥蘩决温翊农琵工

社会保障问题的有些政策建议只是方向性的，还有待于进行具体化和可操作化的

骚究。就癸程本臻究过程中簧取褥一些穗关数据魄较嚣难，褥且穗荚数摇穗磁较

少，这为理论的实证检验造成一定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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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并在研究能力上得到相应训练。由于过去的专业背聚和工作经历，我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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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文献(10条)

1.期刊论文 孙洁 农民工社会保障:关注、期待与承诺——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关于农民工社会保障议案综述 -甘肃

理论学刊2008,""(2)
    社会保障缺失是农民工权益保障中较为突出的问题.五年来,全国人大代表针对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充分进行调研,提出了内容丰富的议案和建议,为

有效解决农民工社会保障政策缺失问题奠定了重要基础.本文通过对五年来代表所提的议案和建议进行梳理,一方面表现了人大代表对农民工等社会弱势

群体的密切关注和关心,另一方面,结合农民工的各项社会保障政策建议进行综述.

2.期刊论文 杜静静.DU Jing-jing 农民工社会保障体制构建的路径选择——以土地保障为基础 -南华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7,8(3)
    客观存在的诸多制约因素,决定了农民工社会保障体制的构建必然是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尽管土地保障存在着一些不利影响

,但由于社会保障体制的不完善,使得土地保障对农民工来说既具有合理性也具有必要性.以土地保障为基础,从解决土地保障和土地规模经营的矛盾入手

,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充分发挥土地保障的积极作用、避免其消极影响,是农民工社会保障体制构建的路径选择.

3.学位论文 吴从谊 当前农民工社会保障存在的问题及完善 2008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我国大批农村富余劳动力涌向城市,形成了规模巨大的农民工群体。他们为我国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并逐渐成为了

产业工人的主角。然而,由于城市农民工的农民身份的差异,使得他们被排除在城市社会保障体系之外。

    农民工社会保障权益的几近缺失,将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影响社会稳定。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若不能得到妥善解决,不仅会使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受到侵害,影响到他们的生存和发展,同时不利于体现社会公平公正原则,并且不符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要求。建立和发展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

势在必行。因此,本文研究农民工社会保障既具有现实意义,从长远来看又具有战略意义。

    本文采用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方式,深入到企业、社会,通过与农民工的沟通,了解到农民工当前社会保障的现状。

    在此基础上,首先对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发展理念和发展原则进行了探讨。提出了“广覆盖、低门槛、低水平、可持续、便转移、明性质”六大发展理

念,并且,在发展农民工社会保障时,必须坚持四大发展原则,坚持以融入到当地城镇社会保障为大方向,分阶段逐步完善农民工社会保障,并且,要根据农民

工实际情况制定政策,切实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其次,结合广东、上海和北京实际情况,比较和评价了当前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的模式。

    再次,对当前农民工社会保障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研究。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顺应了社会发展要求和农民工群体的愿望,但在设想和着手实施

过程中存在着种种困难。分析这些问题有利于提出改进对策,有利于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第一,制度方面的问题,如缺乏统一的规划、社会保险关

系转移接续困难、保障门槛过高等。第二,政府的监管不力、宣传不到位以及法律法规的缺失。第三,企业的消极对待。第四,农民工流动性强、参保意识

淡薄、文化素质低等农民工自身的问题。

    最后根据实际情况提出了改进对策。本文认为,应当使农民工社会保障向着城镇社会保障体制方向发展,最终走向统一。但在现有的条件下,将农民工

完全纳入到城镇社会保障体系中并不可行,而是在这大方向下实行“分类分层”,根据农民工社会保障需求的轻重缓急,逐步建立具有针对性的农民工社会

保障体系,通过不断的探索和实践,最终将农民工纳入到城镇社会保障体系中。在实际操作中,本文认为根据农民工的流动性和收入水平将其分为三类。第

一类农民工具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第二类农民工流动性较强,收入不固定,第三类农民工流动性最强,没有固定工作,在农村和城镇之间季节性流动。然后

,本文按照社会保障需求的紧迫性,提出依次建立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同时,在完善农民工社会保障时,充分考虑到农民工流动性强这一特点

,制定一个合理的社会保险关系转移办法,借鉴欧盟的养老保险规定中的缴费期限累加原则,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卡制度, “一人一卡”制度,凭借此

卡实现在全国范围内的社会保险关系的可转移、可接续,确保农民工社会保障在全国范围内的有效性。另外,根据农民工社会保障实际实施过程中的问题

提出了相应的改进对策：规范农民工社会保障缴费办法；加大政府在农民工社会保障方面的作为,譬如制定法律法规、加强监管、加大宣传力度、落实农

民工技能培训；改革配套措施,如改革农民工用工制度；建立农民工工会等。

4.期刊论文 曲文勇.崔东艳.QU Wen-yong.CUI Dong-yan 论中国农民工社会保障政策的演进 -学理论2009,""(26)
    从农民工这一特殊概念的出现,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政策也不断演进:从一片空白到限制农民工流动再到积极构建农民工社会保障所取得的成绩无不体

现我国关注民生、以人为本的政治主张.但是,在农民工社会保障政策演进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农民工经济贡献与社会保障政策严重不对称;缺乏法

律保障,农民工社会保障执行困难;农民工参保积极性程度不高等.本文通过对问题产生原因的分析,认为推进以人为本、公正高效的农民工社会保障政策

,就要加快立法,建立全国统筹农民工社会保险制度;构建农民工社会保障利益诉求机制;加快扩大农民工覆盖面及大力发展社会工作组织,促进政府与农民

工之间的良性互动.

5.期刊论文 曲宗琴 论我国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健全途径 -社会科学家2007,""(6)
    目前,我国农民工总数已经达到1.2亿,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我国现代化的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与其极不相称的是农民工社会保

障发展的极度缺位、落后,根本无法保障农民工工作、生活的安全,导致农民工无法享受与城镇职工同等的保障待遇.为此,我们必须努力改进当前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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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理论,将外出的农民工纳入过渡性社会保障体系中.鉴于此,笔者先就目前我国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的现状进行了揭示,然后梳理了国外农民工社会保

障方面的成型经验,最后对健全我国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提出了展望,以期为该领域研究的加强、深化和拓展提供一些参考.

6.学位论文 任强 农民工社会保障缺失的经济学分析 2008
    党中央、国务院历来重视“三农”问题。温家宝总理曾指出：“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我们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

转移速度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城务工。农民工的产生，一方面提高了农民收入，促进农村地区的发展；另一方面又为工业等产业提供大量廉价劳

动力，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发展。但是，农民工在城市中处于一种十分尴尬的边缘境地，体制上仍然把他们当“外来人口”、“暂住人口”对待，他们不

被城市社会所接纳，面临着失业、医疗、养老、教育等种种问题和困难。随着城镇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不断推进，农民工的权益与社会保障问题日益引

起人们的关注。如何保障这一介于传统城乡人口之间的“边缘群体”的基本生活和权利，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关系到我国众多的农村富余劳动力是否能够顺利转移，关系到农民收入的提高，关系到我国的城镇化建设，关系到我们是

否能全面实现小康。因此，对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的研究，建立和完善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制度，意义十分重大。尽管如今农民工问题已经引起了社会

各界的广一泛重视，但是目前就整体而言，面向农民工群体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仍然显得异常苍白，部分地区虽然出台了与农民工有关的一些社会保

障政策措施，但初步效果并不理想。出于对此问题的关注，本论文将就此问题进行具体研究。

    全文总共分为四章，其主要内容概述如下：

    绪论里首先对选题背景做了介绍，在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总体目标和加快城镇化发展的步伐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研究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无疑

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接着对国内情况和国外情况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并对发展情况进行了对比。最后提出了论文的研究方法，以及可能有的创新

之处和不足之处。

    第二章首先介绍了社会保障的含义，它是一个社会通过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制度为其国民提供的安全保障。通常讲的社会保障是一种正式的制度安排

，是国家以再分配为手段而达到社会安定目标的一种制度。其内容一般来说主要包括社会救济、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优抚、个人储蓄积累保障等

。最后对社会保障理论进行了总结，主要包括庇古福利经济学理论、凯恩斯的社会保障经济理论、贝弗里奇的社会保障法制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

社会保障理论这四种理论。

    第三章首先对农民工的产生进行了定义描述，拥有农业户口、被人雇佣从事非农活动的农村人口，农民工这个群体产生有诸多原因，包括中国人多

地少的矛盾很突出，有限的耕地不需要那么多人去耕种，农业中沉淀了大量的劳动力，以及以往那些限制农民外出的体制和政策开始松动，从而为农村

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创造了更加有利的制度条件。最后，城市中丰富的物质文化生活与落后的农村生活环境的鲜明对比是吸引农民进城的非经济方面的重

要因素。虽然他们在经济上渐渐融入城市当中，而在社会关系和其它相关方面却仍然属于农民，制度排斥与制度缺失使农民工社会保障处于十分尴尬的

境地。目前，虽然广东、上海等地相继出台了有关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政策措施，但从实践的结果来看，并未完全达到预期的效果。面向整个农民工群体

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仍然滞后于形势的发展，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几乎完全依靠自己的有限的个人积蓄，家庭保障和亲友互助等，显然这在市场经济社会

中是一种十分脆弱的保障。所以造成了很多不利影响。包括增加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不利于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的建立、不利于实际推进我国的工业化与

城乡社会结构的转型、不利于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革与推进城乡居民平等地分享经济与社会发展成果。

    最后，文章对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了详细科学的分析，农民工劳动保护条件极差，工作环境恶劣，超时疲劳现象十分严

重，面临更大的健康风险，所以他们更需要社会保障的保护和支持。而且要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给予公民的社会保障就应该

涵盖全体公民。而不应该把农民工排除在外。另外进行了系统的可行性分析，文章把我国的情况与很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进行了对比，改革开放

，中国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了20年国家财力的快速增长表明政府承受能力在增强，再也不能以财力不足作为不考虑农民工的社会保障的拒绝理由了。而

且我国不仅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还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的性质要求我们国家要走共同富裕和社会公平的道路，因此国家用于社会保障方面的

资金理应超过资本主义国家。相对比之下，我国更应该动用更多的财力来建立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制度。

    第四章首先介绍了我国当前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制度比较典型的两种模式广东模式和上海模式，并进行了分析和对比，归纳出了各自的优缺点，广东

模式在制度设计中将农民工纳入统一的城镇职工基本社会保险体系，但在险种和缴费、待遇上又有适当差别，设计的险种比较符合农民工的风险情况和

保障需要，社保准入门槛大为降低，而且易于实现与城镇职工基本社会保险制度的对接，体现了社会保障的公平性、普遍性。但是也有一些缺陷，因退

保而中断社会保险关系的情况比较突出，而且从制度设计的角度看，远期平衡困难。外来务工者基本是按社会平均工资的60％缴费，目前由于农民工基

本不在参保地养老，尚无支付压力；一旦城镇化进程加快，大量农民工沉淀在参保地养老，基金又难以承受强大的支付压力。上海模式能够较好地解决

进城农民工最迫切需要的工伤保险和住院医疗保障问题，同时又适当兼顾了未来养老问题，而且实行综合保险，三险合一，费用统一征收，且1年只需缴

费4次，待遇一次性给付，最大限度地减少了用人单位和经办机构的工作量，方便了单位和个人。但是它也有一些缺陷，制度的设计不具有灵活性，没有

体现出分类分层实保的理念。它没有考虑到现在农民工内部出现了不同的群体，他们对社会保险的具体利益诉求是不完全相同的，其中的差别很大，养

老补贴待遇也偏低，难以有效防范老年风险。第五章根据对两种模式的总结，我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我想应该把农民工分成两类，一类是有雇主且职业

稳定、有固定收入的农民工。另一类是有雇主但职业不稳定、也无固定收入或者无雇主的农民工。然后针对两类不同的群体分别建立适合他们的工伤保

险，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和包括社会互助制度、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内的一系列社会救助制度。

7.期刊论文 郭春霞.李伟 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谈农民工社会保障建设 -沈阳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9(4)
    农民工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快速发展而出现的一个规模庞大的特殊群体.从实际情况看,目前农民工社会保障基本

上处于缺失状况,农民工群体近乎游离于现有社会保障体系之外.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已经成为政府和学术界十分关注的社会问题.因此,农民工社会保障

建设的对策首先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有助于保持社会稳定.其次,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有助于维护社会公正.最后,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能够成

为整合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的桥梁.各级政府有关部门要转变思想观念,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角度,以农民工自身的意愿为重要依据,加强农民工社会

保障建设;加强有关立法,为农民工社会保障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保障;建立统一、开放的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健全农民工社会保险制度.为农民工

社会保障建设提供宏观思路上的指导.

8.期刊论文 高君 推进农民工社会保障与实现农民工市民化 -宁夏社会科学2008,""(6)
    要探讨农民工社会保障推进与农民工市民化实现问题,必须分析农民工社会保障现状及原因、农民工社会保障推进与实现农民工市民化之间的关系

.本文以养老保险制度为例,提出将就业稳定的农民工直接纳入城市养老保险体系、将就业不稳定的农民工分两种情况区别对待以及建立农民工过渡性的

个人账户养老保险方式,促进农民工社会保障与市民化的制度创新.

9.学位论文 毋晓范 我国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研究 2008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速度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城务工，形成了庞大的农

民工群体。农民工的出现，提高了农民收入，促进了农村地区经济的发展，也为城市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由于历史上城乡分割的二元户

籍制度，农民工在城市中处于一种十分尴尬的边缘境地。他们长期游离在城乡之间，承受着比城市居民更大的个人风险，成为不受保护的“边缘人”。

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待遇普遍缺失，基本享受不到城市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农民工就业和劳动环境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农民工子女不能平等地接受义务

教育。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关系到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是否能够顺利转移，关系到我国的城镇化进程，关系到我国和谐社会建设。因此，对农民工

的社会保障问题进行研究，建立和完善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制度，意义十分重大。

    尽管如今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重视，中央和各地方对农民工社会保障也有一些规定，但由于农民工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和

具体操作环境的影响，这些政策实施效果并不理想，农民工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切实有效的社会保障。因此本文对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

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本文首先对我国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的现状及其原因进行了分析，得出农民工社会保障缺失的主要原因有制度上的、农民工自身的、具体操作上的

等几个方面。然后对国外农民工社会保障情况进行了分析，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可以为我国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建设提供一定的借鉴作用。最后在这些分

析的基础上，从农民工群体的特征和可操作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完善我国农民工社会保障的一些对策：首先，应该重新认识土地保障，构筑我国农民工

的第一道社会保障线；其次，要加快推进农民工的工伤保险、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最低生活保障以及社会救助制度的建立；最后，应该深化户籍制度

改革，推进平等、规范的就业制度，保障农民工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以多种形式、多渠道解决农民工住房问题。

    农民工问题是关系社会主义建设的大问题，农民工的安危关系着城乡亿万个家庭，他们的基本权益应该得到保障，尤其是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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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更应如此。采取切实措施解决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使其权益有保障，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使他们不再游离于城乡边缘。让

农民工享受到本该属于他们的各种保障，让他们在为我国现代化做出贡献的同时，享受到现代化带来的福利与安康是我们的共同目标。

10.期刊论文 徐先金 农民工短缺与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研究 -现代农业2007,""(9)
    本文通过研究农民工短缺这一新的社会现实,总结出农民工短缺与农民工社会保障不完善有着直接的联系,如何解决好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是解决

农民工短缺的关键环节.我们必须构建新型的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完善相关制度安排,以取得较优的综合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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