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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伴随中国经济加速发展，大规模的城市化、工业化应运而生，经济开发区、工业园区、大学城等动辄
占地成百上千亩，大批良田被征收，到处都是正在修建的工程、建筑。
然而，在这热火朝天的局面下，南来北往的都是大批外出打工的失地农民。
这些失地农民的“户口”被转为城市“居民”，但是他们并不能够享受到城市人一样的“国民待遇”
；从土地上分离出来的大量失地农民潮水般地涌入大小城市。
城市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农民市民化，然而长期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催生了一个客观存在的二元用
工制度，给失地农民市民身份的转换带来障碍。
　　本课题系统考察了失地农民的生存状态，探讨了失地农民产生的经济、社会和制度根源，分析了
可能导致和已经带来的严重社会危害。
在此基础上，提出要彻底解决失地农民问题，必须从保障农民的土地权益入手，改革征地安置补偿制
度，构筑以失地农民最低生活保障为“托底”的社会救助制度，加强养老保险制度建设，落实工伤保
险待遇，努力改善其劳动环境，保障其体面劳动。
同时，要加强失地农民的教育培训，着力提高职业技能和文化素养，增强其就业能力，尤其是自主创
业能力，以适应工业化、城市化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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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亚东，男，汉族，四川仪陇县人，民建会员，法学硕士，重庆科技学院人文社会科学系副教授。
重庆市首批宣传文化系统511学者，重庆市瑞海律师事务所兼职律师，访问学者。
研究方向：民商法、劳动与社会保障法。
主持了国家社会科学基础基金，团中央、重庆市软科学、重庆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重庆市教育
十一五规划项目，重庆市教育委员会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等省部级以上课题20余项。
在《在民日报》、《中国社会保障》等报刊上发表论文60余篇，出版专著和教材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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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第一章　概论　第一节  选题的目的和意义　　一、解决好农民的土地问题，始终是做好农业、
农村和农民工作的核心　　二、解决好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谐
社会的基石　　三、搞好社会保障制度，是解决失地农民的根本，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必然选择    四、
建立健全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有利于消灭城乡差别，实现城乡统筹发展，加速农民市民化的进程　
　五、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是推进城市化社会政策的必然选择　第二节  国内外失地农民以及相关
问题研究的进展    一、国内失地农民以及相关问题的研究    二、国外失地农民以及相关问题的研究　
第三节　核心概念    一、失地农民    二、征地    三、社会保障    四、社会保险　第四节　研究对象与研
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的界定    二、研究对象的选择    三、研究方法　第五节　研究过程中的理论创
新和存在的问题    一、失地农民是工业化、城市化建设中的必然现象，    二、明确农民的土地财产所
有权，是保障失地农民利益的核心    三、健全土地征收补偿制度，确立充分、及时、有效的补偿机制  
 四、建立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体系是解决失地农民问题的根本    五、失地农民社会救助制度是切实
保护基本需要的最后屏障一    六、政府应当主动承担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责任    七、加强失地农民的
职业教育培训，提高劳动者素质    八、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增加就业渠道    九、加强职工劳动安
全环境建设，确保工伤赔偿的规范化、标准化，提高赔偿标准，保证工伤职工的基本权益第二章　失
地农民社会保障的理论基础　第一节  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的理论基础　　一、失地农民社会保障
体系的含义　　二、社会保障的理论渊源　　⋯⋯第三章　重庆失地农民的产生和影响第四章　失地
农民土地保障制度第五章　失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障制度第六章　失地农民社会保险资金劳动与监管第
七章　失地农民就业保障制度第八章　失地农民工伤保险制度第九章　失地农民社会求助制度主要参
考文献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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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概论　　在人类社会文明的演进过程中有一个不可忽视的特点，这就是人类在不断地为
共同生活创设制度，从而提供共同体中的成员对当下和未来生活的期待。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理解了这样的判断：“立法的发明，很可能是人类曾有过的成就中影响最为
深远的一种成就——比火的发明和火药的发明影响更为深远，因为在所有这些成就中，是立法最大限
度地将人类命运交到了人类自己手中。
”可以想象，人类社会的文明越发展，人类对制度的依赖程度将越与对社会成员权利的维护结合在一
起。
　　城市化、工业化是人类社会走向发达繁荣的必由之路，伴随着推土机的阵阵轰鸣和一栋栋高楼的
耸立，大量失地农民相伴而生。
这一公共问题的出现，为政府的制度变迁提供了条件。
克服市场经济中的这些“囚徒困境”（市场失灵）现象，已经是现代民主政府的重要职能。
②作为解决失地农民问题的“良药”——社会保障制度就构成本书研究的核心。
　　第一节　选题的目的和意义　　中国是一个农村人口占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在13多亿人口中，
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58.2％。
研究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必然成为中国理论界和实际工作部门的重要任务。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理论界和实际工作部门在研究“三农”问题方面有相当的深度和广度，但是从农
民与土地、城市、资本的多维度关系，农民与社会保障的关系的视野来分析“三农问题”，特别是以
此来解决当前失地农民问题的研究，有价值的成果还不多。
因此，关注农民、土地、城市化、工业化的关系，开展农民失去土地之后的社会保障问题的研究，具
有一定的意义。
本书选择这一题目进行研究，主要是基于实践意义上的考虑：　　一、解决好农民的土地问题，始终
是做好农业、农村和农民工作的核心　　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在处理改革、发
展、稳定的关系中，解决好农民和土地问题，始终是做好“三农”问题的核心。
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建立了新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完成土地革命，为恢复国民经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
村作出了巨大贡献。
20世纪80年代以来，8亿农民成为改革开放的先锋，广大农村实行土地承包制度改革，推进了工业化和
城镇化建设，大大解放了农村社会生产力，使农村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回顾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进程充分说明，“三农”问题的核心是解决好农民问题，解
决好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地地和农民的关系问题。
做好“三农”工作，对巩固新时期共产党的长期执政地位、维护社会安定团结、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推动社会和谐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仍然是党和国家的首要问题，是关系到中国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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