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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改革30多年来，中国社会最大的变化莫过于社会结构的变化，而巨大的流动人口和城市农民工是
中国社会结构变化的核心内容。

　　《现代社会学文库（第2辑）：农民工与中国社会分层（第2版）》作者试图回答以下问题
　　※农民工处在社会分层的什么位置上？

　　※什么样的社会分层是合理公正的？

　　※为什么经济活动能力如此强的农民王却处于城市边缘群体的位置上？

　　※怎样改善农民工的社会地位？

　　※怎样看待农民。
工的未来发展？
※怎样预测中国社会结构的未来变化？

　　在回答这些问题的过程中，作者探索了中国户籍制度改革的前景，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的道路
，中国特殊的城镇化道路，以及农民工进入社会中间阶层的战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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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强，现任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社会兼职包括：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
六届学科评议组成员、社会学组召集人，卫生部、民政部、北京市政府政策咨询顾问，北京市社会学
会会长等。
1978～1985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学习，获法学学士学位和法学硕士学位。
1985～1999年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曾任社会学系系主任、教授、博导等职。
1999年9月调入清华大学。
曾为美国芝加哥大学、斯坦福大学等多所大学访问教授。
研究领域：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城市社会学、应用社会学、社会问题等。
主要著作有《社会分层十讲（第二版）》（2011），《当代中国社会分层：测量与分析》（2010），
《城市化进程中的重大社会问题及其对策研究》（2009），《社会分层与贫富差别》（2000），《当
代中国社会分层与流动》（1993），《中国大陆的贫富差别》（1989）等十几种，发表论文100多篇，
多次获得学术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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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当然，人们会说，我们连城里人的社会保障尚且顾及不周，哪里顾得上流入城市的外来民工的保
障呢？
人们还认为，农民工在家乡有田地，他们失去工作后可以回家乡去，城里的保障可以不涉及他们。
但是，我们面临的现实问题是，离乡背井的外来民工，如果在城里遇到困境，没有工作，又得不到任
何社会帮助，就会成为城市中社会不稳定的潜在力量，就会潜伏着社会矛盾。
　　笔者于2000年底在北京的调研证明，33.5%的农民工在城市里都有过失业的经历，这样的比例显然
比经历过失业之苦的城市居民高很多。
从失业时间上看，在有过失业经历的农民工中，将近30%的人曾经遇到过长这半年和半年以上的失业
。
前文已述，农民工多数是年轻人，所以，如此长时间的失业，其后果是令人忧虑的。
　　城市农民工失业后，多数是靠自己过去的积蓄生活，其次是靠向亲友、老乡借钱生活。
调研证明，在所有的回答者中，没有任何一例是得到了劳动单位或地方组织的帮助，由此可以看到，
城市农民工完全处在城市社会保障网络之外。
数据还表明，即使遇到了失业的危机，也只有很小比例（14.6%）的农民工表示愿意回家乡去生活。
所以，外出的农民工，遇到经涛困境以后，回家乡的可能性是很小的。
换言之，当农民工在城市里失去生活来源以后，他们在农村的土地，也只能是“远水不解近渴”，实
际上并不能保障他们在城里的生活。
　　虽然城市农民工是以青壮年为主的群体，但是，生病也是难以避负的。
如前述调查显示，有36.4%的人生过病；13.5%的农民工生病在3次以上。
农民工生病以后，59.3%的人并没有花钱看病，但另外40.7%的人还是要花钱看病的。
所有看病人的平均支出是885.46元，而单位仅为他们平均支付了72.3元。
可见，农民工并没有真正的医疗保障。
　　调研发现，在城市中，与社会保障体系完全脱节的农民工，一旦遇到失业、身无分文等生存危机
时，往往采用违规、违法手段而求生存，这已造成严重的城市社会问题。
此外，笔者的研究也证明，虽然农民工给家乡的汇款率很高，尽管农民工将自己的几乎全部收入都寄
回了农村地区，但是，仍然弥合不了市场初次分配的巨大鸿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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