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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社会保障的缺失及其影响
——基于兰州市 1 0 位农民工的调查分析

郭  岩

（西北师范大学；甘肃 兰州  730070）

摘要：数量庞大的农民工逐渐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主体，为城市建设和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是我国城市化、工

业化不可缺少的劳动者。但他们却不能享受相应的社会保障，在就业、居住、子女入学等诸多方面深受歧视和排

斥，完全处于社会保障的安全网之外。农民工社会保障的缺失直接影响社会的稳定，阻碍城市化、现代化建设的

进程，成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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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农民工群体的出现是我国社会转型与制度变迁的必然结

果，“特指那些户口在农村但已经完全脱离或基本脱离传

统农业生产经营活动，主要以在城镇各类所有制企业打

工、经商以及从事其他服务业为生的一类人。”近年来，

有越来越多的农民工涌向城市，他们在城市寻求更好生活

和更多就业机会的同时，也为城市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

献，已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主体之一，分布在城市的各个

行业，成为我国城市化、现代化不可缺少的生力军。

对于大多数背井离乡的农民工来说，外出打工的直接

原因是农业收入过低，他们希望通过到城市打工来改善自

己的生活途。于是，他们在城市拼命地工作，干的大多

是苦、脏、累、险的工作，如建筑工、环卫工、餐饮

服务、家政服务等，然而他们中的大多数即使在城市工作

一二十年，不但不能成为城市居民，享受各种社会保障，

有时，连微薄的工资也不能及时领到。概言之，他们为

城市的发展和繁荣做出了巨大贡献却始终处在城市的最底

层，这些城市里的农村人的生存现状不容乐观，甚至令人

担忧，由此也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和矛盾冲突。本文通

过实证调查，用第一手资料探讨了农民工社会保障缺失的

表现、原因及不利后果。

二、 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研究对象：本文对工作于兰州市的10 位不同职业、不

同年龄、不同性别的农民工进行了个案访谈，其中建筑工

4 人（男）；汽车修理员 2 人（男）；理发店学员 1 人

（女）；打字员 1 人（女）；服装销售员 2 人（女）。

通过对他们的职业、工资、居住环境、卫生条件、孩子

教育等各个方面情况的调查，分析了农民工社会保障的现

状以及其不利影响。本文的资料收集方法为无结构式访谈

法，分析方法为定性研究的开放式编码方法（个案编码如

下：本次调查采用“个案”英文单词“C A S E ”的首字

母“C ”和个案访谈顺序组成对个案的编码，其次案主姓

名简称（姓的第一个字母大写）与表示案主性别的字母 M

（男性）、F （女性）组成对案主的编码，中间用“—”

分开。例如“C 3 - W - M ”，表示个案 3 王男性案主）与话

语分析方法。

 三、农民工社会保障缺失的表现

（一）就业受歧视，失业无保障

王某（汽车修理员）：“我家住在山区，现在肥料、

种子、农药还有农业用水都很贵，粮食的价格又不好，如

果碰上雨水不好，一年到头连地里的投入都赚不回来，一

家人如果只靠地根本就没办法生活下去，心想外出打工应

该总比守着那两亩地好。没想来到城里却到外受歧视，工

作太难找，既是找到一份工作也常常被雇主连吓带骂

的。”（C 5 - W - M ）

李某（建筑工人），在城市打工十年左右，工作更换

频繁。“现在城市好一点的工作都要当地

户口、要担保、要押金，一般环境差、工资低的活

还比较好找。”他说有一次在半年内换了几个老板，因为

活干完了，只好找其他的，有时候连续几个月都找不到合

适的工作。（C 1 - L - M ）

陈某（汽车修理员）：“我们很少和当地的居民交

往，只有和房东的交流多一些，城里人都看不起农民工，

人家觉得你就是打工的。干什么都要受到歧视，到超市逛

作者简介：郭岩（1974-）女，甘肃镇原人，西北师范大学学校办公室助理研究员。

DOI:10.15948/j.cnki.37-1500/s.2008.02.003



·22·

逛别人也要盯着你不放，好像我们就是为了专门偷东西而

来的。”（C 6 - C - M ）

由于城乡二元结构和严格的户籍制度的限制，大多数

农民工无法在城市取得正式职工的资格，只能进入工资收

入低、工作环境差、福利差的次属劳动力市场，很多城

市人所从事的工作，农民工不是不能干而是因为他们没有

户口而不允许干。大多数农民工进入城市后都是在私营企

业打工，在建筑工地劳动或进入餐饮服务业，而在这些行

业随时都面临着失业的危险。“根据罗遐、夏淑梅在2003

年初的调查农民工中27.4％的人曾经有过失业的经历，这

一比例要比城镇登记失业率（2003 年上半年为4.2％）高

的多，一部分农民工失业还相当严重，在有失业经历的农

民工中将近30％曾经遇到过长达半年和半年以上的失业，

并且工种变化频繁没有长期固定工作。”② 就业的中断对

农民工的打击要比城市下岗职工的影响严重的多，因为下

岗职工还有稳定的住所，有一定数量的生活保障金。而农

民工却一无所有，得不到任何劳动单位和相关组织的帮

助，农民工一旦长期失业就会出现全面的生活危机，一些

农民工为了生计铤而走险，可能会做出一些不符合社会规

范甚至是违犯法律的事情。

（二）劳动强度大，报酬无保障

小刘（打字员）：“我一个月只有两天的休息时间，

如果有什么事需要请假时，老板就会扣工资，有时候活多

的时候，经常加班到十一、二点，偶尔也会干个通宵，

但老板从来都不提加班费”。当笔者问她为什么不换工作

时，她无奈地告诉我，“自己已经换了好几个工作，可

情况都差不多，而且刚去的时候工资更低，时间长了才涨

一些。”（C 8 - L - F ）

谢某（建筑工）：“我们工地条件不好，伙食和卫

生条件都很差。工队找一个做饭的人，随便在工地搭个房子

做厨房，住的地方要么在工地的工棚里，要么是包工头租的

房子。”当笔者问及他们的收入情况时，他说工资都比较低，

这还要分几个层次，如小工、匠人、领工的工资都是不一样

的，不过在近几年工资都有所上涨。但拖欠工资的事情还是

屡屡发生，他说这是最倒霉的事情了，常常为了要工资多次

到包工头家里费尽口舌，有时候只会要来‘要钱没有，要命

有一条’的答复。笔者问他：“国家不是明文规定不可以拖

欠农民工的工资么？”他回答道：“虽然政府有规定，但我

们一般都和包工头都没有签合同，很难调查的，遇上这种事

只能自认倒霉，如果能顺利完成工程，100％拿到工资那就

是最好的。”（C2-X-M）

由于制度将农民工置于“二等”劳动力市场，他们不可

能得到同城镇居民同等的待遇，农民工所从事的职业都是一

些劳动强度大、时间长的工作，大多数农民工每天所工作的

时间都在10个小时以上有的甚至达到14个小时，远远高于

国家规定的8个小时，而且没有正常的节假可休息。随着我

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国民整体工资水平已上升了很多，但农

民工工资十几年却一直徘徊不前，考虑到经济发展和物价上

涨因素，其实际工资是下降的。在有些按件计酬的企业里农

民工的工资看似可以，但这都与长时间的超时工作有关。在

大多数情况下，农民工与雇主之间的劳动契约十分松散，许

多企业将农民工视为临时工，不与其签订任何劳动合同，所

以雇主借故拖欠、拒付农民工工资的现象时有发生，在有些

地方还非常严重，“清华大学的一项调查表明：大约每四个

农民工中就有一个拿不到工资或被拖欠。”

（三） 卫生条件差，健康无保障

 陈某（汽车修理员）：“一些地摊上的卫生条件实

在不可恭维，但为了省钱，还是要到那里去吃，真饿的

时候再脏也得吃。不干不净，吃了没病。”说着无奈地

笑了。（C 6 - C - M ）

小张（服装销售员）：“我每天都要坐半个小时的车

来上班，因为市中心的房租太贵，她和几个老乡在郊区租

的房子，那里的房价相对便宜点，可这样的房子便宜是便

宜，但冬天没暖器，夏天没风扇，也不洗澡，我们虽然

只是晚上回来睡个觉，可根本睡不好，白天没精神，个

个都象得了病似的，唉，没办法，工资太低，我们租不

起房子。（C 9 - Z - F）

杨某（建筑工）：“一到夏天，我们好多人身上都会

长许多小红疙瘩，特别痒又不能挠，有时候忍不住，一

挠起来就没完，抓得身上满是伤疤。”（C 4 - Y - M ）

小金（理发员）：“我初中毕业就开始出来打工了，

干过保姆、打扫过卫生、当过服务员，在城市的几年使

她意识到，如果没有手艺在城市越来越难生活下去，所以

辞了原来的工作，到理发店当学徒，下决心学手艺，希

望自己以后能留在城市。”（C 7 - J - F ）

为了尽可能地节约开支,农民工一般都合伙租住在郊区,

在建筑工地打工的则大多数住在工棚中,往往几十个人住一

间,采光、通风条件较差,潮湿、蚊蝇滋生,对农民工的身

体健康构成威胁,农民工的饮食也很简单,大多都是吃素菜,

他们是农贸市场低档蔬菜和街头路边饮食的主要顾客,由于

恶劣的居住条件和长期的饮食结构的不合理,许多农民工很

容易生病,这使他们本来就不宽余的生活更是雪上加霜。

文某（服装销售员）：“我们也知道干服装销售这们

的工作很累，早上十点上班，晚上十点才能下班。可是

为了生计没办法，我是家里的主心骨，是一家人的依靠，

不得不干呀！”当笔者问他有没有工伤、医疗保险时，他

们都说没有，有的根本就不知道有这回事，大多数人也不

知道工会是个什么性质的组织。（C1 0 - W - F）

农民工从事的大都是城里人不愿干的危险行业、重体

力活,他们的安全甚至是生命时刻都会受到威胁,农民工几乎

没有任何工伤、医疗保险。工伤事故是农民工最大的生活

风险,一旦出现工伤,在接受初次的医疗后,用人单位就会把

他们扫地出门,至于医疗以外的伤残待遇如护理费、伤残抚

恤金及补助金等项目更是一片空白。因为农民工自身的维

权意识弱和不懂使用法律武器作自我保护,他们许多人认为

工伤事故是天灾人祸，只能自认倒霉,所以用人单位一般只

解决部分医疗费或提供一点抚恤金就一了百了了。

(四) 子女学费贵，入学无保障

黄某（建筑工）：“我在城市打工已经二十来年了，

当过修路工、下过井拆过墙、房子砌了一栋又一栋，年

轻的时候拼命地工作特想留在城市，可打拼了好多年，农

民始终是农民，打工的始终是打工的，没办法呀！我的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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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随我在市里读书，但却要多交学费，现在岁数大了好多

活都干不动了，我挣不多的钱了，小孩留在城市读书就更

没希望了，我们最终还是要落叶归根的。”（C 3 - H - M ）

李某（建筑工）：“我们这辈子吃苦受累图个啥？不

就是为了孩子将来有出息，看着城里的孩子坐在宽敞的教

室里上课，还可以用电脑，我做梦都想让我的孩子在这样

的学校读书，希望他们将来也做个文化人，可在城市上学

学费太高，我们没那个经济条件。”（C 1 - L - M ）

笔者在访谈中了解到，很多农民工家庭都有两个到两

个以上的孩子，其中大部分都在老家读书，由爷爷奶奶照

顾，由于老人对小孩的溺爱，孩子的教育出现了很大的问

题，这使外出的农民工特别担心。只有少数经济条件好的

农民工子女才能到城市读书，但各种繁琐的程序和高额的

借读费令他们伤透了脑筋。农民工在城市打工，在繁华与

文明中却经历着无数的困苦和磨难，他们不想让自己的孩

子重复上一辈的命运,也意识到只有知识才能改变命运，大

多数农民工很重视子女的教育，认为“砸锅卖铁也要供子

女上学”。可是城市的教育体制没有为农民工的子女留出

空间,高额的学费和各种复杂的证件将很多农民工的子女拒

之公办学校之外，只有少数私营企业老板的子女才能高价

进入私立学校，民工子弟学校是许多流动人口子女的无奈

选择，但这些学校通常游离于教育主管部门的管理之外，

条件简陋，连起码的硬件都不全,教师的素质也比较差，影

响了孩子的发展。另外，由于农民工没有固定的住所,流

动性频繁，其子女也经常转学,致使许多农民工子女错过了

学习的最佳时期，很多都有转学的经历,农民工子女很难受

到正常的教育。据统计,“随父母外出求学的学龄子女中73.

9％的人都缴了插班费或赞助费，13.6％的人进入农民工子

弟学校，另外12.5％的人是托人入学没缴或少缴额外费用,

但花费也不少。”

四、 农民工社会保障缺失的原因

（一） 二元户籍制度依然是制约农民工处于不平等地位

的重要障碍

农民工之所以被排除在城市社会保障的安全网之外,最

根本的原因是城乡隔离的二元户籍制度。1958年国家颁布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管理条例》，将中国公民划分为“农业

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一类是居住在广大农村主要从事

农业生产的农村居民；一类是居住在城镇，具有城镇户口，

主要从事非农业生产的城镇居民。由于户口不同,产生了一

系列与身份相关的就业、教育、医疗、公共服务等制度的不

同,这些规定将农民排除在享受优质资源的行列之外。二元

户籍制度不但加深了农民与城镇居民在经济、政治、文化、心

理方面的隔阂，使农民失去了在城镇就业和享受社会保障的

机会，同时也阻碍了人员、资本的自由流动，造成城乡差距

的扩大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从20世纪80年代起,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户籍在限制

城乡人口迁徙方面的功能开始削弱,放松了农民从事非农活

动的控制,但农民工在城市打工,不得不交一些名目繁多的费

用,如暂住人口管理费、计划生育管理费、外地务工经商人

员管理服务费等，增加了农民工进城务工的成本。城乡二

元结构的户籍制度使农民工在身体和精神上遭受双重歧视，

从根本上控制了社会资源的公平分配，到目前为止，由户

籍所造成的城乡差别已达到近百项,这实际上已把农民工排

除在正常的公民之外，更谈不上享有同城市居民平等的社

会保障。

(二) 社会对农民工歧视和偏见的根深蒂固

大量的农民工进城务工，加快了城市化的进程，方便城

市居民生活，同时也加重了城市就业、医疗、住房、教育、

交通等方面的负担。很多企业为了解决城市人口的就业和为

下岗职工寻求再就业的机会,制定了各种歧视农民工的政策,

将农民工排斥在许多工作岗位之外,“农民”二字长期被视为

一种身份的标记,成为卑微、社会地位低下的代名词。另外,

政府在更多的时候都从维护城镇居民的利益出发,一方面承

认农民工在城市发展中不可替代的作用,另一方面又将农民

工视为不安定的因素,实施以管制、限制、防范为主的政策。

由于城市对农民工的歧视和不公平待遇,他们在生活无助时

很容易产生对社会的报复心理,成为社会稳定的隐患,从而又

加剧了城市居民对农民工的排斥与歧视。

(三) 农民工自身的维权意识薄弱

首先，农民工进城打工就是为了获得比经营农业更高

的收入,迫于生计的压力,他们只关心能拿到手的现金收入,

本来农民工的收入就十分有限，对于他们来说要拿出一部

分交纳社会保障金更加剧了生活的困难,为了解决当务之急,

农民工无法也不可能为今后做出长远的打算,很多人也不愿

意参保。其次,农民工社会保障金的一部分应由企业用人单

位来承担,许多企业为了节约成本,往往对此采取抵制的态

度,但农民工为了保住工作,对用人单位种种侵犯自身合法

权益的做法忍气吞声，再次,由于农民工工作不稳定、流动

性较大,这种流动性不仅反映在城市之间、城乡之间、也表

现在职业单位之间,农民工为了寻求更好的就业机会,争取

到更多的收入,不得不频繁的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

方,而我国目前社会保障制度的城乡分割和区域分割,整个

社会保障网络在全国还没有做到对接和流通,使许多农民工

担心交纳的社会保险金无法收回,这也成为农民工社会保障

缺失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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