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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农民工是我国二元社会结构中城乡权益不对等的产物。
党和国家一直关注、关心农民工群体，在近年来连续出台各项法律政策维护农民工权益，并使之总体
有所改善。
但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农民工的权益诉求及其权益保护呈现出新的特征和问题，有必要对农民工权益
保护继续展开研究。

《农民工权益保护研究》(作者苏燕平)的逻辑架构如下：首先参照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构建农民工
权益层次，然后以此为分析线索，考察我国农民工权益保护存在的问题及影响因素，并从实践层面提
出保护农民工权益的对策。
全书以农民工就业生存权益、安全保障权益、政治尊严权益和发展与自我实现权益作为阐述的起点，
分析政府、企业等主体保护农民工四大权益的现状及存在问题，探讨影响主体保护农民工权益的因素
，最后阐述了保护农民工权益的思路。
由于农民工权益保护关系涉及诸多领域，所以本书对各章的阐述主要围绕农民工权益保护展开，突显
权益层次和保护主体两大着力点。

结语部分指出：农民工权益保护的全面彻底实现，意味着因城乡二元权益结构而产生的农民工这一特
殊群体的终结。
他们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都将尊严和体面地工作、学习和生活，享有真正平等的公民权益。

《农民工权益保护研究》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①借鉴马斯洛等人的需求层次理论，从就业与生存
、社会保障与安全、政治权益与尊严、发展与自我实现等四个方面构建了农民工权益诉求层次，体现
出农民工的权益诉求伴随时代进步具有渐进性、范围不断扩大的特点；②运用道家“顺其自然、无为
而治”的哲学思想研究农民工权益保护。
笔者认为中国传统哲学同样具有阐释和指导农民工权益保护的能量，本书以道家思想作为分析工具有
一定创新性；③从整体和全局的角度把公民社会作为农民工权益保护的因素和保护主体之一，并提出
保护路径，具有一定创新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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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地转移农民工：乡村弱者维权的行为逻辑——以陕西关中某材为例》和《农民工就业弱势的劳
动力产权分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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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国《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和自由有：一、政治权利和自由，其中包括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言
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游行、示威自由；结社自由；二、宗教信仰自由；三、人身权利：人身自
由不受侵犯、人格尊严不受侵犯；人身自由权和健康权等；四、批评建议权，申诉、控告、检举权，
取得国家赔偿权；五、公民的社会经济权利：（一）劳动的权利和义务。
公民有平等的就业权、选择职业权、劳动报酬权；（二）休息权；（三）财产所有权；（四）退休人
员的生活保障权；（五）物质帮助权：国家兴建和发展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国家实
行退休保障制度；国家和社会帮助安排盲、聋、哑和其他有残废的公民的劳动、生活和教育；六、公
民的文化教育权利：公民接受文化、科学、品德等方面教育训练的权利，九年制义务教育、岗前培训
义务；科研自由、文艺创作自由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全国人大，2004）。
　　本书认为权益的基本内容包括：一是基本的自由，主要包括生存权（生命权）；人格权（人格尊
严权、名誉权、荣誉权、私生活秘密权）；人身自由权；住宅不受侵犯权；居住和迁徙自由权；精神
自由权（思想自由、信仰自由）；表达自由权（言论出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游行示威自由、新闻
自由）等；二是政治权益，主要包括选举和被选举权、平等就任国家机关公职权、组织和参加政党权
；请愿权；全民公决权等；三是社会经济权益以及文化教育权益，主要包括私有财产权；继承权；劳
动权（工作权）；休息权；组织和参加工会权；罢工权；社会保障权；健康保健权；拥有住宅权；生
活环境权；提起诉讼权；请求救助权；受教育权；文化活动自由权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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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农民工权益保护研究》(作者苏燕平)的逻辑架构如下：首先参照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构建农民工
权益层次，然后以此为分析线索，考察我国农民工权益保护存在的问题及影响因素，并从实践层面提
出保护农民工权益的对策。
全书以农民工就业生存权益、安全保障权益、政治尊严权益和发展与自我实现权益作为阐述的起点，
分析政府、企业等主体保护农民工四大权益的现状及存在问题，探讨影响主体保护农民工权益的因素
，最后阐述了保护农民工权益的思路。
    本书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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