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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统筹与区域发展·

重庆市农民工进城就业安居现状调查
3

梅洪常 ,周　莉 ,陈丽新

(重庆工商大学 管理学院 ,重庆 400067)

摘 　要 :目前 ,由于城乡分割的劳动力市场的存在 ,重庆市农民工进城在就业、安居方面存在诸多问题。

比如 ,就业方面 ,农民工就业层次整体较低、企业用工和劳动管理不规范、就业培训与管理工作滞后、就业信

息渠道不畅、市场中介行为不规范等 ;安居方面 ,住房面积小、居住环境差、住房满意程度低、有廉租房需求

却不了解农民工公寓、城镇定居意向强但租金承受能力较低、农民工住房保障政策不完善、子女城镇入学门

槛高等。应优化农民工进城就业安居的体制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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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vey on the status quo of Chongqing peasant - workers
to work and live in c ities

ME I Hong - chang, ZHOU L i, CHEN L i - xin

(School of M anagem ent, Chongq ing Technology and B usiness U nivers ity, Chongq ing 400067, Ch ina )

Abstract: Currently, because labor force market is divided into urban market and rural market, there are many p roblem s for

Chongqing peasant - workers to work and live in cities. W ith regard to emp loyment, the peasant - workers have low emp loyment level,

and the enterp riseswhich emp loy the peasant - workers do not have standard working and managing norm s, and their emp loying training

and management lag behind and their emp loyment channels are not in good condition and their working agents behaviors are not

standardized and so on. W ith regard to accommodation, their living apartment has small areas and has bad environment and has low

satisfaction degree. The peasant - workers need cheaper renting apartments but they do not have the information about the apartments.

The peasant - workers have strong intention to live in a city but they do not have the ability to rent an apartment. The housing insurance

policy for the peasant - workers is not perfected and their children have big barrier to go to school in the cities. Th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should be op tim ized for the peasant - workers to work and live in the cities.

Key words: peasant - worker entry into cities; emp loyment; happy accommodation

　　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 ,是世界各

国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进程中的普遍现象和必然

要求。日渐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已经成为我国产业

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 ,成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

的重要力量。农民工进城就业安居也成为我国工

业带动农业、城市带动农村、发达地区带动落后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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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有效形式。农民工问题的中国特色 ,在于现行

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基础制度安

排所带来的具有刚性特征的城乡“二元结构 ”,这使

得农民工处于“城镇就业 ,农村定居 ”这样一个尴尬

境地 ,就业与安居的矛盾日益成为解决我国农民工

问题的焦点 ,而农民工问题的整体解决也日益成为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任务。

一、研究背景与调研方法

2007年 6月 ,直辖十年的重庆市被国家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批准设立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

革试验区 ,肩负起为全国统筹城乡的改革试验与经

验积累任务 ,重庆市已将农民工问题列为试验区建

设的三大重点问题之首 ,凸显了连接城乡的农民工

在统筹城乡发展、缩小城乡差距中的重要地位。本

文着眼于重庆市进城农民工的就业与安居问题 ,在

走访对市内相关部门的基础上 ,借助问卷设计对市

内农民工分布相对集中的行业进行调查研究和统

计分析 ,为有关部门制定农民工就业安居政策提供

科学可靠的数据支撑和建议。

本次调查工作以调研和走访两种方式展开。

课题组设计了《关于农民工进城就业安居问题的调

查问卷 》,深入主城区和区县 ,通过问卷调查的方

式 ,了解农民工及其家庭在城市就业居住现状、进

城就业安居意愿、存在的困扰及希望解决的问题、

途径等。另一方面 ,课题组还专程走访了重庆市劳

保局、国土局等相关部门和渝中区、南岸区、沙坪坝

区等区县劳务办 ,了解重庆市及区县在农民工就业

安居方面的政策制度、相关规定、具体做法以及未

来的构想等等。此外 ,课题组还对我国其他省市就

业安居方面的政策制度、相关规定、具体做法进行

了比较分析和研究。

本次问卷调查覆盖了渝中区、九龙坡区、南岸

区、沙坪坝区、长寿、南充、江津、丰都等 8个区县的

248名农民工 ,被调查农民工分布在建筑安装、餐

饮、加工制造、休闲娱乐等不同行业 ,在地区和行业

选择上同时兼顾了重庆市各区县经济发展现状和

农民工职业特征。本次调查时间从 2007年 7月 15

日至 8月 15日 ,历时 1个月。由于采取一对一的形

式 ,本次调查问卷回收率为 100%。课题组运用

SPSS13. 0统计软件对问卷进行了统计分析 ,基本数

据统计结果见表 1。

二、农民工进城就业存在的问题

通过课题组的问卷调查和个案访谈 ,对比其他

省市农民工就业实践 ,我们发现 ,由于城乡分割的劳

表 1　样本农民工基本情况表 /%

1. 性别结构
男性
女性

68. 8

31. 2

2. 年龄结构

20岁以下
21 - 30

31 - 40

41 - 50

51以上

3. 7

26. 7

31. 0

27. 8

9. 6

3. 学历结构

小学及文盲
初中
高中
中专
大专及以上

27. 4

48. 9

18. 3

2. 7

2. 7

4. 婚姻状况

已婚
未婚
离婚
丧偶

70. 4

25. 3

2. 7

1. 6

5. 家庭人数

1人
2人
3人
4人
5人及以上

4. 8

8. 6

28. 0

33. 3

25. 3

6. 直接负担的
无职业收入人数

没有
1人
2人
3人
4人
5人及以上

8. 2

37. 2

32. 2

18. 0

2. 7

1. 6

7. 家庭外出务工
人数

1人
2人
3人
4人

41. 0

48. 9

5. 6

4. 5

8. 家中学龄孩
子数

没有
1人
2人
3人

21. 7

58. 9

17. 1

2. 3

9. 06年打工年
收入 (元 )

5 000元以下
5 001 - 10 000

10 001 - 15 000

15 001 - 20 000

20 001 - 30 000

30 000以上

15. 9

36. 5

17. 6

15. 9

10. 6

3. 5

10. 年均外出务工
时间

3个月以下
3 - 6个月
7 - 9月
9 - 12个月

5. 0

13. 3

22. 7

59. 1

11. 外出务工年限

1年以内
1 - 3年
3 - 5

5 - 10

10年以上

7. 7

21. 4

24. 2

25. 3

2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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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12. 外出务工方式
打工
创业

88. 0

12. 0

13. 所处行业

餐饮业
加工制造业
建筑安装业
休闲娱乐业
其他

21. 9

9. 8

30. 6

6. 6

31. 1

14. 务工月均收入

500元以下
500 - 1 000元
1 000 - 1 500元
1 500 - 2 000元
2 000元以上

12. 0

45. 4

30. 1

8. 7

3. 8

15. 获取工作途径

亲戚或熟人介绍
职业中介介绍
学校或劳动培训机构推荐
政府组织的劳动输出
其他途径

56. 0

8. 7

4. 9

3. 8

26. 6

动力市场的存在 ,重庆市农民工在就业方面存在以

下典型问题 :

1. 就业培训与管理工作尚显滞后

针对农民工就业培训问题 ,课题组设计了是否

愿意参加培训、是否参加过培训、希望参加什么培

训和对农民工继续教育的建议等四个问题 ;针对农

民工就业管理工作 ,问卷从相关农民工政策与规定

的态度、是否接受过公共服务、当前需要政府解决

的最亟待解决的问题和加强农民工管理的建议等

四个方面展开。

(1)农民工就业培训方面 ,调查显示 ,重庆市农

民工的绝大多数 (83. 6% )没有参加过任何培训 ,但

农民工的培训意愿强烈 (占 76. 8% ) ,影响其参加培

训意愿的最主要因素是培训费用 (占 37. 8% ) ;在培

训内容上 , 69. 3%农民工最多关注的是职业技能培

训 ,其次是维权知识和社交礼仪等社会文化知识培

训 ,关于农民工教育和培训方式 ,半数以上的农民

工希望由政府部门统一组织 ,农民工自主参加。所

以 ,我们认为 ,重庆市农民工在就业培训方面的工

作尚显滞后 ,不能满足农民工的现实需要。

(2)农民工就业管理工作方面 ,调查结果显示 ,

多数农民工对政府的相关政策与规定有一定了解

但仍有 37. 8%表示“不了解 ”,说明有关政策宣传力

度不足 ;农民工当前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依次是增加

现时经济收入 ,改善生活条件、子女进城读书问题、

身份歧视问题 ;在农民工就业管理建议方面 , 33. 7%

的农民工建议“由当地政府统一组织输送 ”, 34. 3%

的建议“由用人行业与当地农民工管理机构联动 ”,

其余 9. 7%则建议“集中居住 ,统一管理”。

2. 农民工就业层次整体较低 ,就业分布行业集

中 ,直接经济收入相对低下

调查分析显示 ,受就业门槛的限制 ,农民工从

业行业集中在建筑安装业、餐饮业、加工制造业及

休闲娱乐业 ,分别占 30. 6%、21. 9%、9. 8%、6. 6% ,

这一调查结果与 2005年重庆大学肖云等人的研究

结果接近。就所从事的职业和工种看 ,绝大多数仍

然集中在一些城市居民所不愿从事的“脏、累、苦、

险”等社会底层职业 ,这一现象的直接诱因是城乡

分离的二元劳动力市场 ,也是导致农民工收入低

下、农民工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遭遇社会歧视等

问题的直接原因。

调查显示 ,农民工直接经济收入相对低下。从

月均收入看 , 45. 4%在 500元到 1 000元之间 ,占比

最高 ; 30. 1%在 1 000元到 1 500元 ,占比其次 ;仅

3. 8%的农民工月均收入在 2 000元以上 ,更有 12%

的农民工月收入 500元以下。对农民工 2006年家

庭务工年收入的调查中发现 , 36. 5%在 5 000 到

10 000元之间 ,占比最高 ; 17. 6%在 10 000 元到

15 000元间 ,居其次 ; 15. 9%在 15 000到 20 000元 ;

还有 15. 9%年收入在 5 000元以下 , 3. 5%的农民工

家庭年收入在 30 000元以上。也有少数农民工年

收入达到 200 000,这说明农民工作为一个社会群

体 ,其内部的分化也正在进行之中 ,需要关注的是

部分农民工已经具备了自主创业的经济条件。这

一点在农民工工作方式的调查结果中得到证实 ,

12%的农民工自主创业。

3. 企业用工和劳动管理不规范 ,劳动合同签约

率低 ,农民工权益受侵害严重

对于重庆市农民工的权益保障 ,本课题组从农

民工在务工中所遭受过的不公正待遇、农民工的维

权方式选择、农民工与用工单位是否签订劳动合

同、农民工当前享受了哪些社会保险等四个方面进

行了调查。

从农民工“遭受过哪些不公正待遇 ”看 ,重庆市

农民工对其应该拥有的基本社会权益和经济权益

有比较高的认识 ,超过一半的农民工认识到基本社

会保险和基本劳动保护是他们应该但没能享受的 ,

这反映了近年来农民工权益意识的觉醒。从农民

工维权方式的选择看 ,接近 60%的农民工选择趋于

理性 ,他们或者“到政府相关部门寻求帮助 ”,或者

“借助法律手段 ”,或者“寻求媒体曝光支持 ”,但是

53

梅洪常 ,周 　莉 ,陈丽新 :重庆市农民工进城就业安居现状调查



也有超过 10%的农民工选择聚众示威甚至更极端

的方式解决问题 ,这说明正常状态的农民工维权意

识尚未形成 ,农民工的维权意识教育任重道远。关

于劳动合同 ,仅 18. 2%的农民工“签了书面合同 ”,

41. 8%靠口头约定 ,更有 40%既无书面合同也没有

口头协议 ,这也是农民工权益屡受侵害的最直接

根源。

4. 就业信息渠道不畅 ,市场中介行为不规范

在对重庆市农民工“获取工作的途径 ”调查中 ,

目前超过一半的农民工是通过“亲戚或熟人介绍 ”

获得工作的 ,通过“职业中介介绍 ”、“学校或劳动培

训机构推荐 ”以及“家乡政府部门组织的劳动力输

出 ”获得工作的分别仅占 8. 7%、4. 9%和 3. 8%。这

一调查结果仍与肖云等人的调研结果不谋而合。

这说明 ,近年来重庆市农民工在就业信息的获取方

面没有大的改变 ,当前重庆市农民工在就业机会的

获得上仍较远地游离在社会正常渠道 (职业介绍

所 )之外。重庆市农民工的就业信息获得绝大多数

来自亲朋好友 ,这属于社会学上的较低级社会圈

层 ,这限制了农民工的就业主动性 ,反映着城乡分

离的二元劳动力市场对农民工就业渠道的束缚。

此外 ,由于农民工务工信息来源相对单一 ,一些非

法机构和个人利用农民工缺乏辨别能力而又求职

心切的心理 ,屡以虚假信息骗取农民工钱财 ,使农

民工上当受骗个案频频发生 ,这不仅损害了农民工

的合法权益 ,还影响了他们对职业介绍服务机构的

信任。

此外 ,在一直以来受各界关注的农民工工资支

付保证方面 ,课题组通过与外省市的对比研究 ,发

现目前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存在具有相当程度

的普遍性。同时 ,调查表明 ,重庆市尚未建立农民

工工资保证金制度 ,农民工的合法收入尚无制度性

保障。

三、农民工进城安居存在的问题

在安居方面 ,课题组对现阶段重庆市农民工居

住现状、住房保障方式 (意向 )、未来住房规划及其

他相关问题进行了调查和分析。

1. 现有住房面积小 ,居住环境差 ,自有化率和住

房满意程度低
(1)在现有居住条件方面 ,绝大多数农民工都

是住在集体宿舍内或租房居住 ,住房的自有率水平

极低。目前有近一半 (44. 5% )的农民工住在单位

的工棚或集体宿舍内 ,自己单独租房或与人合租的

有 42. 9% ,仅有 7. 1%的农民工已自己购房 ,这与市

民较高的住房自有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2)租房农民工群体中 ,所租住房屋大多面积

小 ,居住环境差。调查显示 , 26. 8%的农民工住房面

积在 10平方米以下 , 11 - 20平方米的占 35. 8% , 21

- 40平方米的占 22. 8% , 41平方米及以上的仅占

14. 6%。总体来看 ,农民工的居住条件很不乐观。

从外部环境看 ,课题组走访农民工聚居区发现 ,这

些区域大多处于城乡结合部房屋建筑密度大、容积

率高、通风采光条件不理想、户型设计落后 ,甚至有

些房屋是违章建筑。在居住环境方面 ,配套设施

少 ,绿化面积小 ,公共卫生状况令人担忧 ,“脏、乱、

差 ”现象突出 ,有的住房还存在消防隐患 ,环境质量

堪忧。
(3)多数农民工对现有居住条件的满意度较

低。统计发现 ,对现有居住条件“满意 ”和“很满意 ”

的人数仅占总数的 17. 9% ,而对目前居住现状表示

“不满意 ”和“很不满意 ”的占 40. 6%。

2. 农民工有廉租房需求 ,但不了解农民工公寓

在住房保障的政策意向方面 ,超过四分之三的

农民工都希望政府能够以实物廉租房或租金补贴

的方式为其提供住房支持和保障 , 16. 9%希望能够

以缴纳公积金或其他形式的购房补贴。

事实上 ,为了改善农民工居住条件 ,各级政府

和企业都在积极探索 ,目前重庆市各地已建成多种

不同类型的廉租房 ,如农民工公寓、棒棒公寓、阳光

公寓等。据统计 ,近年来重庆仅在主城区就先后建

成“农民工公寓 ”36个 ,为 1. 3万进城务工的农民提

供了廉租住房。由于农民工公寓的数量十分有限

且缺少宣传 ,多数农民工对此并不了解 ,也不知可

通过何种途径入住。调查发现 ,超过一半的农民工

(57. 5% )“从未听说过 ”农民工公寓 ,另有 23. 5%

表示“听说过 ,但不知哪里有 ”。仅有 19%住过农民

工公寓 ,其中 12. 3%人表示“住过 ,但不满意 ”,仅有

6. 7%的农民工表示“住过 ,感觉很好 ”。这反映出

现有的农民工公寓在适应农民工需求方面仍存在

着一些问题。走访后发现 ,多数农民工都希望居住

地能够距离工作场所较近 ,从而节约交通成本 ,而

集中修建的农民工公寓在这方面很难适应他们的

需求 ,这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湖南长沙农民工公寓

受冷落的原因。因此 ,应积极拓宽廉租房房源 ,以

更加灵活的方式为农民工提供租住房 ,或更多地考

虑以货币补贴的方式进行 ,让农民工在市场上自主

选择住房。

3. 农民工城镇定居意向强 ,但租金承受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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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低

在未来住房规划中 ,农民工表现出较强的城镇

定居意向。调查显示 ,虽然有 42. 4%的农民工表示

将在未来回家建新房 ,但仍有超过一半 ( 57. 5% )打

算在乡镇、县城甚至主城区购买新房 ,这反映出农

民工较强的城镇安居意愿。因此 ,政府应尽快出台

相关政策让这部分有意愿在城市定居的农民工稳

定下来。

然而目前 ,多数农民工住房租金承受能力仍然

很低。近一半的农民工 (42. 1% )仅可承受 100元 /

月以下的租金水平 ,另有约 1 /3的农民工 (33. 6% )

可承受 100 - 200元 /月的租金 ,仅有 24. 3%的农民

工表示可承受每月 200元以上的租金。从目前的实

践来看 ,政府支持兴建的农民工公寓在租金水平上

已充分考虑了农民工的收入水平 ,如沙坪坝区建立

的进城就业农民集中居住生活小区 ,租金不超过 10

元 /平方米。南岸区利用城市闲置房和老旧房屋改

造成农民工阳光公寓 ,人均居住面积达 8平方米 ,主

要吸纳有暂住证、遵纪守法、务工相对稳定的农民

工入住 ,每晚收费一元 ,加上水电气等费用一月只

需 46元。

4. 农民工住房保障政策不完善

目前 ,在农民工住房保障方面 ,政府正在并且

已经做了不少有益的尝试 ,但针对农民工的住房公

积金制度与廉租房、经济适用房等住房保障政策仍

不完善。2006年 10月 ,《重庆市经济适用住房购买

暂行办法 》将经济适用房的销售对象扩大到了包括

人均年收入未达标准的进城务工农村家庭及外地

来渝常驻人员。同期 ,重庆市政府又出台了《关于

进一步加强住房公积金管理 》的文件 ,将条件好的

单位聘用的农民工纳入公积金缴存之列 ,文件规

定 ,单位缴存比例最低不得小于上年职工月平均工

资的 7%。这一制度尽管在政策上确立了农民工可

以与城镇人口享受同等的住房公积金保障 ,但在实

际操作中仍面临不少困难。早在建设部提出“住房

公积金覆盖农民工 ”以前 ,重庆市住房公积金管理

中心就已经针对农民工、自由职业者、个体工商户

群体开展了广泛的调研。但走访了大量在企业工

作的农民工后 ,发现许多农民工缴纳住房公积金的

意愿并不强烈。很多农民工希望挣钱之后回老家

买门面、修房子、结婚 ,缴纳住房公积金在他们眼里

反而成为一种负担。因此如果今后不在城镇购房 ,

其缴纳的公积金就取不出来。目前 ,政府并没有配

套的实施细则。农民工的公积金如何缴纳 ? 按照

什么标准缴纳 ? 公积金缴纳后以什么样的方式享

受贷款 ? 这些都需要进一步明确。

5. 子女城镇入学门槛高 ,农民工城镇安居受

影响

此外 ,课题组在调查中发现 ,农民工子女教育

问题未得到很好的解决也是农民工无法安心在城

市就业安居的主要原因。在被问及“您的孩子没在

城里上学 ,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的时候 , 153名已

婚且抚有 1个以上学龄孩子的农民工中的 119名

(70. 3% )选择了“负担不起 ”。一半以上有学龄子

女的农民工在回答“您最希望政府提供哪项帮助以

便农民工子女在城市就读 ”时 ,选择了“取消赞助

费”,其余农民工则希望“允许子女就近读书 ”或“建

设专门的农民工子弟学校 ”。问卷分析表明 ,目前

农民工子女在城镇接受教育问题上仍存在着较高

的门槛 ,农民工希望政府通过多种渠道解决其子女

教育问题以实现城镇就业安居。

四、农民工进城就业安居的体制环境分析

此外 ,课题组也对影响农民工进城就业安居的

体制环境进行了调查 ,调查发现 : ( 1 )户籍制度方

面 ,传统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成为进城农民工就业

安居的重要障碍 ; (2)土地制度方面 ,由于缺乏合理

的退出土地补偿 (定价 )机制 ,农民工自愿退出土地

的动力不足 ; (3)社会保障制度方面 ,用工单位及农

民工参保积极性不强 ,保险关系与保险基金流动性

弱 ,农民工社保制度施行效果欠佳。农民工社会保

险存在保险关系与保险基金流动性弱 ,农民工转

(退 )保多 ;保险费征收基数和农民工实际收入脱

节 ,企业和个人都感到缴费负担太重 ,多数农民工

难以承受 ;对企业依法组织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 ,

为农民工缴纳保险费的强制力度不够等问题。凸

显出优化农民工进城就业安居体制环境的必要性

和紧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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