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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紧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与就业这一主题，围绕农民工的社会流动、工作与生活、工作和生存的基
本政策环境，农民工社会支持系统及其作用等内容展开论述；记录了学界、政府、民间组织和企业，
从不同层面和不同角度对农民工融入城市问题的关注、探讨和实践、体现了社会各界对农民工扶助和
支持工作的关切与努力，也必将推动农民工更好地融入城市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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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上篇　农民工的社会流动、工作与生活　　当代农民工的社会流动状况　　四关于人力资源配置
的分析　　我国人口众多，劳动力资源、人力资源极为丰富，如果能有效地配置人力资源，这种配置
本身就会有巨大的收益。
总的来看，在改革开放以前，我国更倾向于采用政府指令和制订计划的方式配置人力资源，改革开放
以后则越来越多地采用市场的方式配置人力资源。
　　从这个角度看，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建立的城乡分野的户籍制度，本质上就是对城市和农村劳
动力资源的一种配置。
让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生活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劳动，其原因主要是担心过多的城市人口会加重
粮食的负担，担心没有足够的农业劳动生产者，食品供应会出现短缺。
尤其是在经历了1959～1961年的三年粮食饥荒以后，就更加坚定了将多数人口配置在农村地区从事农
业生产的决心。
　　在一段时间里，我们甚至采取了反城市化的策略，试图将更多的人口迁入农村。
例如，在三年困难时期，我们曾动员数以万计的城市居民迁移到农村。
再如，“文化大革命”期间，动员和安排千百万知识青年、国家干部从城市迁往农村。
总之，在改革开放以前，在城市和农村人力资源配置的基本倾向就是试图最大限度维持较多农村人口
和较少城市人口的格局。
　　改革开放以后，由于放松了对农村人口流人城市的限制，中国才开始从人口的城乡逆向流动转变
为城市化的正向流动。
尤其是在1982年以后，由于中共中央、国务院明确提出了“允许农民进城开店、设坊、兴办服务业，
提供各种劳务”的经济政策，农民工流入城市骤然增多，从此出现了持续不断的“民工潮”。
　　从宏观结构的角度看，大量农民工流人城市，表现为人力资源配置方式的重大变迁。
农民工流入城市并不是政府计划运作的，而是农民工自主的一种选择。
对于农民工的市场型流动，笔者曾在四川、重庆地区十余个县对外出农民工的家庭做了问卷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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