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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我国，“农民工”这个沉重的话题，专家学者有很多研究，也不时成为报纸杂志热点。
“农民工”是一个带有歧视性的名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今天，还这样称呼平等公民中的一
部分入，这是对市场经济的背叛。
我们应该与时俱进，是摒弃“农民工”这个名词的时候了。
　　“农民工”这个称谓起源于什么时候，资料说法不一。
在20世纪70年代及以前，多叫民工，70年代中也叫亦工亦农（当时是农忙时务农，农闲时做工），这
是与当时提倡发展社队企业相适应的。
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国民经济空前发展，特别是沿海经济特区的建立，需要大量的劳动力，
开始形成民工潮。
每年春节前后返乡和外出打工的庞大人员流动，给交通运输形成了巨大的压力，报纸称他们是“盲流
”，各级政府限制，甚至打击，他们经常成为收容遣送的对象。
在什么时候出现“农民工”这个词呢？
这跟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有关系。
1983年，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的第一任所长费孝通先生开始进行小城镇的研究。
课题组的张雨林教授在1984年写文章时，首次提出了“农民工”这个词，这个说法被大量地引用。
近十多年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人们对它有了新的认识，知道了它存在的必要性，
知道了它在市场经济中不可或缺的作用。
新的经济体制孕育、产生、发展了“农民工”，过时的体制却限制、压制它的发展，“农民工”就是
在这样一个环境中艰难曲折地发展壮大。
　　农民工是我国特殊的制度变迁所带来的特殊现象。
中国已有两亿多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务工，农民进城务工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渠道，是工业
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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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对于农民工这样一种游离于城市边缘、介乎农民与市民之间的边缘化的社会群体，仅有姿态式的关注
和关心是无济于事的，政府和社会必须对这一特殊社会群体的生存和发展，尤其是对农民工权利保障
问题付诸务实的行动，实施可持续性的制度化的政策。
这就是我们研究农民工权利保护问题的初衷，也是出版本书的重要目的。
在本书中，我们从农民工问题产生的由来、背景、农民工的社会地位与生存现状出发、立足宪法和国
际人权宪章来研究农民工的人权保护问题；结合我国的立法与实践，具体分析和研究了农民工的劳动
权与社会保障权问题，并从国际视野探讨了农民工权益保障的问题。
近年来，我们欣喜地看到政府为农民工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愿我们的研究能够为农民工权利保护作
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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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另外，公民居住和迁徙的自由权利从其性质来看，本质上是一种经济自由的权利，能否在实际上
实现这一权利还要看国家经济的实际发展和本人的经济条件，恢复宪法赋予公民的迁徙和居住自由只
是赋予公民选择住所的自由，并不是要求每个公民必须都迁往城市居住。
有人鼓吹只要一放开户籍管制，上海北京马上会涌进十亿人，这种极端的观点没有任何事实根据。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任何一个人都是经济人，享有迁徙自由的公民在进城之前都会理性地分析自身有
否能力在城市立足，该城市是否能够容纳他。
即便一时判断有误，公民也会很快自我纠正，及时调整，重新选择迁居地。
有人认为，当代中国城市人口密集、交通拥挤、能源不足、基础设施不完善等现状，决定了迁徙自由
是不可能的。
其实，我国城市的现状很多是因为没有迁徙自由的制度背景下形成的该进的很难进、该出的不能出的
局面造成的。
如果实现迁徙和居住自由，取消城市户口的福利，由于城市生活成本较高，在城市工作和生活的人需
承担较重的税赋，能适应的，继续住在城市，不适应的自然会迁往他处。
　　实际上，无论从我国的实际情况还是迁徙自由的宪法权利属性来看，都应该赋予公民迁徙自由权
。
在规范设计上，至少要包括以下内容：“迁徙的自由，不得侵犯。
”“不得阻止任何人移居国外或脱离本国国籍”，“任何人享有的归国自由不得被恣意剥夺”。
既然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不论是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甚至最不发达国家都在宪法中规定公民的迁
徙自由。
身份取向使人失去平等的权利，实际上是岐视，这与现代文明的精神正相违背；而且我国已经签署了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批准这个公约也是时间的问题了，顺应世界的潮流和将来遵守国
际条约的义务，赋予公民迁徙自由权是一个大的趋势，也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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