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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中国农民工问题求解创新力作

———简新华教授等人专著《中国工业化

和城市化过程中的农民工问题研究》简评

王　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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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新华教授等人的专著《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的农民工问题研究 》(人民出版社 2008年 10月出
版发行 ) ,是一部立足于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农民工问题的实际情况 ,服务于中国农民工问题求解的创新力
作。

农民工问题是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面临的重大复杂问题 ,引起政府和学者们高度关注并展开了
广泛研究 ,已涌现出大量的研究成果。应特别指出的是 :温家宝总理亲自抓、由国务院研究室组织全国有关
专家进行了一次大范围的农民工调查 ,写出了一部 50万字的《中国农民工调查报告 》,并在此基础上国务院
出台了一个全面系统地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文件。该专著就是在这种背景条件下对农民工问题及其新变化进
行深入研究而产生的理论成果。

综观全书 ,可以看出 ,该专著的研究难度大、起点高、视角新、对策科学 ,同时将农民工问题的理论抽象与
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问题的现实对策有机地融合为一体 ,使专著既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平又具有很强的实际
操作性 ,为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正确途径。

该专著具有以下几个方面最基本的特点 :

第一 ,立足于中国经济发展进程 ,揭示了农民工问题产生的深刻根源。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 ,尤其是
随着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贯彻落实 ,农村劳动力大量过剩 ,于是大批的农民离开农村到城镇做工 ,出现了农民
外出打工的热潮 ,从而就产生了农民工及农民工问题。随着农民工及其问题的出现 ,涌现出了大量研究农民
工及其问题的理论成果。这些研究文献大都是对农民工及其问题的较直观研究 ,这些研究都对农民工及其
问题的理论做出了贡献 ,但是 ,对农民工及其问题产生的原因认识还不够深刻 ,还没有揭示出其深层的根源。
该专著则立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进程 ,从中国工业化、经济市场化、农业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的高度来揭示
农民工及其问题产生的深刻根源。该专著认为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 ,工业化、经济市场化、农业现代化和
城市化的不断发展 ,大大解放了农村社会生产力 ,是中国农民工及其问题产生的前提条件 ,没有中国经济发
展作为前提条件就没有农民工及其问题产生的可能性。同时 ,该专著又通过中国与西方工业化国家经济发
展进程差异性的比较分析 ,揭示出农民工是中国经济转型时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特殊性所决定的特有现象。
因为西方工业化国家的工业化、农业现代化与城市化是齐驾并驱的 ,随着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发展 ,也同
时实现了城市化 ,因而 ,在经济发展进程中离开农村进城做工的农民在实现非农化、转变成为工人的同时 ,也
就成为城镇市民 ,从而也就不存在农民工问题。但是中国在工业化、经济市场化、农业现代化和城市化的进
程中由于实行的是渐进性改革 ,同时受到旧体制下诸多制度的影响 ,城市化发展严重滞后 ,进城做工的农民
不能同时转变身份 ,从而才产生了农民工问题。由此我们可以看出 ,该专著从西方工业化国家工业化、农业
现代化和城市化发展的规律与中国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和城市化发展不同步的特殊性的理论高度揭示出了
我国农民工问题产生的深层根源。

第二 ,从农民工参与经济发展的实践中抽象出有关农民工问题的系统理论。该专著的作者简新华教授
等人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一直敏锐地关注着农民工问题及其发展 ,对农民工参与经济发展的实践活动进行
了系统性的跟踪调查研究 ,掌握了农民工参与中国工业化、经济市场化和城市化等为内容的中国经济发展实
践活动的动态状况 ,积累了对农民工问题进行调查研究的丰富经验和丰富资料 ,为此次研究中国工业化和城
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工问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此基础上 ,针对此次研究又在武汉、广州、深圳、东莞等城市
和湖北省、河南省的部分农村进行了一次有关农民工及其最新情况的问卷调查。此次问卷调查遵循随机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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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原则并满足抽样样本量的要求 ,具有代表性和科学性。在对农民工参与中国工业化、经济市场化、农业现
代化和城市化发展的实践活动进行了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 ,从农民工参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活动中归
纳抽象出了有关农民工问题的系统理论 ,从而使农民工问题从实践上升为理论。

该专著的第二章至第六章重点归纳抽象出了有关农民工问题的主要方面和影响因素的理论 ,其中 ,第二
章论述中国农民工问题产生的第一个环节 :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第一步 ,即农民的退出机制及其制约
因素 ;第三章论述中国农民工就业的重要特点及其变化 ,即由“民工潮 ”变为“民工荒 ”;第四章论述农民工在
城市的安居问题 ;第五章论述农民工的地位特征问题 ,即农民工在城市中的弱势化和边缘化现象 ;第六章论
述农民工自身素质及其变化对其生存状况的影响 ,即农民工人力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积累问题。同时 ,其他
有关章节也对农民工问题的相关基本理论进行了理论归纳 ,例如 ,归纳出了农民工问题所包含的内容、农民
工问题产生的原因、农民工问题解决的途径和根本出路等方面的理论。该专著从农民工参与中国经济发展
的实践活动中抽象出的以上各个方面的理论 ,构成了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农民工问题的系统理论 ,从
而使人们对农民工问题有了全面系统的理论认识。

第三 ,对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农民工新情况和新问题的研究 ,成为农民工问题理论创新的新亮点。随着
中国经济发展速度的加快 ,在中国工业化、经济市场化、农业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进程中 ,农民工问题
出现了新情况 ,特别是出现了第二代农民工问题。第二代农民工的数量越来越多、比重越来越大 ,已超过第
一代农民工的数量成为农民工的主体。他们与第一代农民工有很大的不同 ,出现了新特点和新问题 ,而且第
二代农民工问题越来越突出 ,越来越紧迫 ,影响也越来越大。但是 ,原有的研究文献却没有专门深入地研究
这个新情况 ,国务院研究室的调查报告和国务院的文件对第二代农民工这个新情况、新问题也没有重点提
出、研究和解决。该专著的作者们则敏锐地观察到这个新现象和新情况 ,抓住农民工问题的新表现 ,即第二
代农民工问题 ,进行了深入扎实的专题调查研究。通过对农民工问题新情况和新表现的问卷调查 ,在对调查
统计资料进行深入分析研究的基础上 ,对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农民工问题的新情况、新表现进行了理论抽
象 ,实现了农民工问题理论的又一次创新。

该专著对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进程中人口变动的新情况、中国农民工最新生存状况和 1980年
以后出生的第二代农民工等新情况、新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和深刻的分析 ,发现第二代农民工在成长
的家庭环境和社会环境、文化程度、人格特征、打工目的、对城市的认同感、与外界的信息交流、与家庭的经济
联系、生活方式、对工作的要求、对市民化的要求以及对未来的期望等方面 ,都与第一代农民工迥然不同 ,具
有了新的特点。对第二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与理论抽象 ,为农民工问题理论的新发展增添了新的内容 ,实现
了农民工问题的理论再创新 ,使第二代农民工问题的理论创新成为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农民工问题理论创
新的新亮点 ,为中国工业化、经济市场化、农业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工问题理论创新做出了新贡献。

第四 ,从中国经济发展规律的高度提出了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根本出路和途径。农民工问题是由于农村
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的特殊性所引起的 ,因此 ,要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问题必须从中国
工业化、城市化也即中国经济发展规律的高度去寻找出路和途径。该专著就是从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即中国
经济发展规律的高度提出了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对策 ,指出农民工市民化是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根本
途径 ,农民工市民化是进城农民工的根本出路。其理由是农民工市民化意味着伴随工业化的发展农民非农
化的同时又实现了城市化 ,这样 ,他们就不用回乡过年、种田 ,也就不会再潮水般的流动 ,城镇劳动力需求也
可以得到比较稳定的满足 ,“民工潮 ”、“民工荒 ”和春运紧张等农民工问题也就会自然随之消失。农民工市
民化以后就不再是“农民工 ”,而成为与城镇职工无本质区别的城镇市民 ,农民工问题自然就会随着农民工
的消失而不复存在。

但是 ,由于我国实行的是渐进性改革、非城市化的农村工业化发展战略以及各种传统制度改革滞后的影
响 ,使得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滞后于工业化发展进程的局面始终没有根本的转变 ,所以 ,农民只有先实现非农
化 ,转变成农民工 ,然后加速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 ,在工业化进一步发展的同时加速城市化的发展速
度 ,再将农民工转变为市民。因此 ,该专著提出 :“只有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 ,才能最终消除农民工及其问
题。可以说 ,工业化特别是城市化实现之时 ,才是农民工及其问题消失之日。”

该专著还指出 ,目前农民工市民化还面临着许多障碍和困难 ,例如面临着一系列制度障碍和成本困难。
为了解决这些障碍和困难 ,专著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途径 ,例如 ,深化改革、创新制度、转变发展模式、优化经
济社会结构、加快推进城镇化、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提高农民工素质、筹集更多农民工市民化的资金等。

专著从中国经济发展规律的高度提出了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根本出路和途径 ,从而为中国从根本上解决
农民工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和逐步实现的对策方案。因此 ,该专著为妥善解决中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农
民工问题做出了重要贡献 ,必将在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实践中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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