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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农民工市民化》是在我博士毕业论文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完善而成的，是我长期学习、思
考和探索的结果。
本人来自农村，长期以来对中国农民问题存在较为浓厚的兴趣，也具有一些基本的了解，2004年9月我
有幸师从于简新华教授，开始了对乡城人口流动与经济发展等方向的学习与研究。
在学习的过程中发现，农民工市民化的最终实现，除了需要进行相关制度创新，逐步消除农民工市民
化的制度障碍外，还需要加大相关投入，解决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的基本权利保障和城市公共服务享
受的资金需要，即需要承担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成本。
目前，农民工市民化进展的缓慢，表面上是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城乡土地制度等二
元体制改革的滞后，但根本的原因还是改革这些制度需要付出相应的社会成本。
正是因为如此，政府认为中国作为一个特大的发展中国家和一个转型时期的国家，现阶段基于生产力
发展水平和对效率的需求，还没有能力承受制度改革过程中农民工的基本权利保障和城市公共服务享
受的资金需求，因此无法将农民工市民化作为现实目标。
所以，农民工市民化的最核心难题就是其市民化过程中的社会成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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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导论　　一、选题的背景与研究的现状　　农民工作为世界工业化历史上出现的一个新
概念，是中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一个跨越城乡的特殊的社会群体。
所谓农民工是指在非农产业就业的同时还保留着农民身份的职工。
农民工群体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农民工一般是指跨地域流向城市的农民，而广义的农民工既包
括了这一部分进城务工的农民，也包括了在乡镇企业就业的农村劳动力。
本书研究的范围是以进城务工的农村劳动力为主体，但也包括在乡镇企业从业的农村劳动力。
　　（一）选题的背景　　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在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发展过程中，农
村剩余劳动力必然会向城市转移，从而在职业上实现由农业向非农产业的转变，在身份上实现由农民
向城市市民的转换，最后在生活和思想理念上实现与城市的一体化。
西方国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过程，就是他们城市化与市民化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西方各国也曾出现过漠视城市外来人口与城乡对立严重等现象。
但是由于这些国家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同步协调发展，伴随工业源源不断地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引，
城市的快速扩张也源源不断地将这些转移的人口逐步转化为城市市民；再加上这些国家没有城乡分割
的二元户籍制度，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后一般能较快地融入城市主流生活，从而比较顺利地实现市
民化。
　　中国农民工是在我国工业化、城镇化与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中逐步产生并快速发展的。
新中国建立初期，采取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为适应工业化快速发展的需要，国家允许农村剩余
劳动力自由迁往城市，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因而进入城市并转换成了城市的工人。
但由于重工业的就业容量有限，城市随后出现了就业机会不足与粮食供应短缺的局面，为保障重工业
化的继续推进，国家采取了严格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政策。
1957年4月17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劝阻农民盲目流人城市的指示》，1957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国
务院发布了《关于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采取强有力的措施，禁止农民进城。
1958年1月9日，中央政府又以主席令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以户籍管理制度的形
式严格控制农村人口向城镇的迁移，从而形成了中国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
所以在1978年前，中国并不存在农民工问题。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农村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农产品与农
村劳动力出现了剩余。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脱离农地并进入乡镇企业就业
，开创了“离土不离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模式。
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也相应地微调了原先的限制政策，逐步放松了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等对城乡人口
流动的限制，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步开始了朝外转移。
　　20世纪90年代以后，尤其是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后，中国经济又进入了新一轮增长期，政府
对劳动力的政策也再一次松动，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加速朝外转移，而且规模与年俱增，从而形成了
浩浩荡荡的“民工潮”。
不过9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乡镇企业发展速度减慢，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逐年减少，中国农村剩
余劳动力的转移就主要是以“离土又离乡”的模式异地转移。
　　进入新世纪后，为了统筹城乡发展以及增加农民收人，国家开始积极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
的转移。
在这样的背景下，农民外出务工又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但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是，中国城镇化速度长期滞后于工业化的发展，使得快速发展的工业所吸纳的农
村劳动力不能在城市沉淀下来，变成城市的市民；与此同时，又由于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尤其是城
乡分割的户籍制度的存在，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后并不能顺利地融入城市。
两个因素的共同作用，就形成了今天的农民工群体。
　　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调研数据，截至2005年，中国外出农民工总数约为1.2亿人，其中进城农
民工约为1亿，跨省流动就业的农民工约为6000万，如果再加上在本地乡镇企业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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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工总数大约为2亿人，成为仅次于农民、大于城市工人的第二大劳动力群体。
随着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的加速发展，方兴未艾的工业化、城市化将对农民工产生巨大的需求，拉动
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工业和城市转移，这意味着进城农民工的规模将继续扩大。
　　约占中国人口总数1／6的农民工给中国经济带来了空前的活力，也产生了很多的经济与社会问题
：在农村，农地抛荒与农地经营碎化严重；在城市，农民工的生活边缘化、经济活动受到限制、人身
权利得不到保障、公共服务无法享受等问题十分突出。
与此同时，一方面是春节前后浩浩荡荡的“民工潮”，另一方面却是在东南沿海等地从2004年延续到
今天的“民工荒”等种种不合理的现象。
显然要解决这一切问题，从根本上讲，只能实现农民工市民化。
因为只有这样，一方面才可以源源不断地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向城市，减少人口对农地资源的压力，
缓解农地碎化的矛盾，推动农业产业化与规模化经营，从而有利于中国“三农”问题的最终解决；另
一方面可以帮助农民工顺利地转变为产业工人，推动中国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最后也有利于城市社
会的融合和一体化，从而实现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发展。
所以，农民工市民化的研究显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研究的现状　　国内对农民工的研究最早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进入90年代后，随着跨区
域流动的农民工迅速增长，农民工问题迅速成为国内研究的焦点，不同的学者分别从经济学、社会学
与人口学等不同角度展开研究，取得不少成果。
　　1.国内的研究现状以及主要观点综述　　在对农民工问题的早期研究中，焦点主要集中在城乡人
口流动与“民工潮”等上面，主要的研究成果有：孟昕等的《结构变动：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
（1988），蔡昉的《中国的二元经济与劳动力转移》（1990）等。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研究的角度开始多元化，主要的研究成果有：陈吉元等的《中国的三元经济结
构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1994），辜胜阻、简新华的《当代中国人口流动与城镇化》（1994），
王春光的《社会流动和社会重构——京城“浙江村”研究》（1995），李培林的《流动民工的社会网
络与社会地位》（1996），黄平的《寻求生存——当代中国农村外出人口的社会研究》（1997），杜
鹰、白南生的《走出乡村》（1997），李强的《中国大陆城市农民工的职业流动》（1999）等。
　　进入新世纪后，比较有影响的研究成果主要有：辜胜阻与刘传江的《人口流动与农村城镇化战略
管理》（2000），杨云彦等的《转型劳动力市场的分层与竞争》（2000），蔡昉的《劳动力迁移的两
个过程及其制度障碍》（2001），蔡昉等的《中国人口流动方式与途径》（2001），李培林主编的论
文集《农民工：中国进城农民工的经济社会分析》（2003），刘传江等的《社会资本与农民工的城市
融合》（2004），简新华等的《从民工潮到民工荒——农村剩余劳动有效转移的制度分析》（2005）
，朱农的《中国劳动力流动与“三农”问题》（2005），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
告》（2006），刘传江的《中国农民工市民化研究》（2006）等。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方面，对农民工本身的研究，如农民工产生的原因、流出的方式、流动的
规模、具体分布、群体特征、就业状态以及农民工出现对农村与农民的影响等已经较为充分，对农民
工在城市生活中的公共服务（产品）享受、基本权利保护、社会经济适应、城市生活融入等问题，也
逐渐成为学界和实践部门关注的焦点；另一方面，对农村人口城市化的研究也相当深入，尽管在农村
人口城市化的战略方向和具体路径选择上还存在不同意见，但在城市化作为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
必由之路这一点上，基本达成共识。
　　近年来国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经济体制转轨和城乡结构转型过程中中国乡城人口
流动的动因、规模、流向、特征及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这些问题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二是围绕
二元户籍制度的障碍，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城乡区别的劳动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公共服务体
制、城乡土地制度等展开探讨，试图通过研究整合这些政策的可能性以及具体的措施来推动农民工进
入城市并融入城市生活等。
　　2.国外的研究现状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随着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发展，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
是经济发展中普遍存在的规律，也是发展中国家从二元社会走向一元社会的必由之路。
发展经济学中有不少的经典文献，系统描述了发展中国家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动机、行为、阶段
、特征、影响等。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农民工市民化>>

其中比较有影响的代表文献有：刘易（A.Lewis）在1954年发表的《无限劳动供给下的经济发展》，在
本文中，他提出了无限过剩劳动条件下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二元结构”模型；1961年费景
汉（Fei，J.h.）和拉尼斯（Ranis，Gustav）发表了《一个经济发展理论》，从假说前提到转移过程对刘
易斯模型作了修正，根据农业和工业两部门发展的对应关系研究了这两部门间劳动力转移的三个阶段
及其特点；1961年乔（Jor.genson，D.W.）在其论文《二元经济的发展》中提出了具有新古典色彩的二
元经济发展模式，在这个模式中，他认为乡城人口流动的根本原因在于消费结构变化和消费需求拉动
；20世纪60年代后期与70年代早期，托达罗（M.Todaro）发表了一系列的论文阐述他的人口流动模式
——在就业概率的基础上，讨论城市就业的问题；后来舒尔茨（T.Schulm）引进了迁移（流动）成本
的概念，提出了劳动力乡城流动的预期收益理论和成本一收益理论，从个人预期的角度探讨了劳动力
转移的微观行为。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外学者也越来越关注中国的农民工问题。
其中，日本学者南亮进、牧野文夫在1999年发表的《流动的大河：中国的农村劳动力流动》一文中，
初步探讨了中国农村人口的流动；后来宝剑久俊、武丸知雄、牧野文夫等分别在其论文《中国农村非
农就业选择及其劳动供给的分析——河北省获鹿县大河乡的实例研究》、《中国失业问题的现状、对
策与展望》与《城市就业结构与农民工》等论文中，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中国的农民工现象以及问题等
。
2002年，Brauw，Alan de发表了《在改革中的中国农村劳动力市场的演变》，探讨了中国农村剩余劳动
力与城镇劳动力之间的竞争；Kennan，John and Walker，James R·于2003年发表了《预期的收入效用
在私人迁移决策中的作用》，初步分析了新时期中国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迁移的原因；Knight，John and
Yueh，Linda2004年在其论文《本地居民与迁移者之间工作的变动》中阐述了农民工与城镇居民在劳动
力市场中的竞争；Hunt.Jennifer2004年在其论文《迁移者是否比非迁移者更有劳动技能》中研究了农村
劳动力的流动与劳动技能积累之间的关系。
　　考虑到中国经济体制转轨和乡城结构转型的特殊性，尤其是中国独特的二元分割的户籍制度等影
响，发展经济学中的经典文献，虽然能描述发展中国家人口流动的一般特征，但是不能涵盖中国农村
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从农民到农民工、再从农民工到城市市民的特殊过程；日本等国的学者虽然
从实证与理论等不同角度分析了中国的乡城人口流动与农民工，但更多的是集中在农民工流动对农民
工自身以及社会经济发展的营销上，并未对农民工市民化展开深入的研究。
　　二、问题的提出　　在发展经济学经典理论提出的“人口城市化”模型中，农村农业人口职业的
非农化和身份的非农化基本上是同步进行的。
但在中国，这一个过程被分为两个步骤，第一个步骤从农民到农民工的职业转换已无障碍，但相关制
度改革的滞后使得从农民工到城市市民的身份转换这一步骤步履维艰。
因此，农民工问题的实质是中国农民的非农化和现代化；症结所在就是农民工与城市化之间没有形成
良性互动，在传统的城市治理模式下，农民工不仅很难受城市提供的公共服务，而且一些基本权利也
无法得到保障；解决的途径是逐步使大部分农民工市民化，成为城市市民，因为只有城市化水平大幅
度提高，农民工才能“进厂又进城、离土又离乡”，落后的二元经济才能真正转变成一元现代化经济
，“候鸟”式的农民工才能永久性地成为城市市民。
　　所谓农民工市民化是指借助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动，使农民工在身份、地位、价值观、社会权
利以及生产、生活方式等方面全面向城市市民转化并顺利融人城市社会的过程。
这涉及进城农民工的公共服务（产品）享受、基本权利保护、社会经济适应、城市生活融人等问题，
因此农民工市民化的最终实现，除了需要进行相关制度创新，逐步消除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障碍外，
还需要加大相关投入，解决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的基本权利保障和城市公共服务享受的资金需要，即
需要承担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成本。
　　现阶段，有一些学者认为，中国作为一个特大的发展中国家和一个转轨时期的国家，基于生产力
发展水平和对效率的需求，政府还没有能力承担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成本，也不能将农民工市民化作
为现实目标，同时担心农民工市民化会导致农村人口大规模向城市积聚，从而压垮地方政府，阻碍经
济发展。
但在快速城市化的推动下，农民工市民化将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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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提出2020年将要基本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数据，2001-2006年我国
城市化率平均每年提高了1.3％，按照这个数据计算，2020年城市化率将达到60％左右，这就意味着从
现在至2020年，中国城市将新增3亿人口，其中约有2亿农民工及其子女。
按照这种发展趋势，未来20年内，中国城市人口的40％-0％都将是农民工。
因此，我们需要将研究的焦点从目前的制度改革，尤其是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劳动就业制度、
城乡土地制度等的改革转移到如何通过计算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成本、筹措农民工市民化的所需资金
来打消政府对推动农民工市民化的担心上。
　　事实上，在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强调制度改革，以及通过相应的制度改革帮助农民
工融人城市社会，但是我们也必须要具体地研究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成本：弄清楚农民工市民化的社
会成本由哪些部分组成，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成本是多少，这些社会成本应该
由谁来承担，如何筹措农民工市民化的所需资金以及根据这些社会成本和农民工本身的细分特征来逐
步地分批市民化，只有这样，才能打消各级各地政府对推行农民工市民化的种种担心，也才能真正有
效地快速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
在这方面，国内学者从人口城市化角度进行了一些尝试，第一种结果是超大城市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
成本约2万元，大城市与中等城市的社会成本约1万元，小城市（镇）约0.5万元；第二种结果是新增一
个城市人口最低投入是2.5万元；第三种结果是新增一个城市人口，小城镇需要2万元，中等城市需要3
万元，大城市需要6万元，特大城市需要1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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