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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它是人口向城市集聚、城市规模扩大以及由此引起一系列社

会经济变化的过程，实质就是经济、社会和空间结构的变迁。

中国的城镇化既表现为一个目标，更体现为一个过程，农村人口大量转化为城镇人口和职业的非

农化是推动这个进程的巨大动力，是衡量城镇化水平的重要基点。农民工是连接农业与工业、农村与

城市、农民与工人的桥梁和载体，也是加速实现城镇化的关键因素和主体力量。

一、农民工市民化的基本内涵及作用

1.农民工市民化的内涵

（1）农民工的基本内涵：是指具有农村户籍，年度内在城市从事非农产业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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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在就业、社会保障、子女受教育、身份地位，以及行为方式、心理状态、思想观念等方面向城市市民

转化的经济和社会过程。主要包括以下四层涵义：

一是经济层面：彻底脱离农村和土地，成为城市产业工人的重要力量。

二是政治层面：获得城市户口，享有公民应有的权利，逐步享有城市居民所拥有的就业、医疗，社

保等社会保障、子女受教育等均等权利；

三是生活层面：在城市拥有相对固定的职业和住所，主要收入来源于所从事的非农产业；

四是精神文化层面：如：生活、行为方式、心理状态、思想观念等逐步融入城市文明。

2.农民工就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分析

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农民工直接劳动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二是农民工由第一产业转移

到第二、三产业产生的劳动力再配置效应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运用江苏省农民工调查及相关年份统

计数据，基于Cobb-Douglas生产函数模型，对农民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行测算和分析的结果显示，

1990-2014年，劳动力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提高，在2006年至2012年均超过2个百分点。1990
年至2014年，农民工贡献的经济增长占全部经济增长的比例平均高达24.5％，其中2001-2014年平均

达28.2%。因此，加快推进相关领域改革,推进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加快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将会释放

出巨大的经济增长新动力,有利于我国经济结构的优化调整和经济平稳持续增长。

根据刘易斯等结构转换理论，我们假设经济增长以三次产业为基础，均采用Cobb-Douglas生产函

数，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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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数量，取自历年江苏外出转移劳动力中从事非农产业。用不变价 GDP、当年价GDP、资本形成

总额和劳动力从业人员数据均来自《2014年江苏统计年鉴》。

（4）模型估计结果。将对数形式的Cobb-Douglas生产函数进行劳均化处理，可估计劳均资本的产

出弹性（1- β）。

表1显示，可决系数和调整后的

可决系数均较大，模型拟合度较好；t
检验值、F检验值表明，模型回归效

果显著。但是，Durbin-Watson统计

值表明，模型中存在自相关。因此，

需采用广义差分变换，消除模型的

自相关，即利用广义差分变换的迭

代估计法，根据自相关系数ρ的近似

估计公式，通过一系列迭代运算，对

模型进行修正。

修正后估计结果，通过偏相关

系数检验和 BG检验，估计值与实际

值的拟合情况较理想。

模型表达式为：

Ln(Y/L) =0.302326 + 0.793094Ln
(K/L) + [AR(1) =1.198323, AR(2) =-
0.631618] （2）

根据公式（2），可以分别计算

1990年以来农民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份额和农民工劳动力转移再配置的

结构效应，结果见表3。
（5）政策含义。农民工不论是

通过直接劳动力投入，还是产业结构转换，都对经济增长产生较大的推动作用。劳动力投入对经济增

长的贡献不断提高，在2006年至2013年均超过2个百分点。农民工带来的产业结构转换效应在1992
年和1993年最明显，分别拉动当年GDP增长了3.5和3.8个百分点。综合两种效应，农民工对经济增

长的贡献较大，即使最低的2000年也达到1.56个百分点。1990-2013年，农民工贡献的经济增长占全

部经济增长的比例平均达到24.5％，其中2001-2013年平均达28.2%。
因此，加快推进相关领域改革,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并逐步有序地将农民工纳入城

镇居民保障体系，真正实现无差异市民身份，将会释放出强大的经济增长潜力,有利于我国经济结构的

优化调整和经济更长期的平稳较快增长。

二、江苏农民工市民化的实证分析

1.农民工规模及城镇化变动关系

江苏农民工就地转移就业和异地输出就业均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特别是与工业化和城市化进

程直接相连，各项政策和制度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也有较大影响。

特别是 2008年金融危机后,江苏农村劳动力在经历了大量转移后，进入稳定发展期。呈现了就

表3 经济增长贡献测算结果（单位%）

年份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0

1991
1996
2000

2

0

0

1

2

0

0

2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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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转移加快，异地转移减缓的新变化，农民异地转移就业的劳动力稳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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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仅为67.1%。
按收入分组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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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农民工的收入普遍较低

近年来江苏省农民工工资增速较快，2013年、2014年分别达到2369元/月和3347元/月，高出全国

平均水平320元、387元。然而，与城镇居民相比，其工资水平仍然较低。2013年、2014年江苏省农民

工月平均收入仅为全省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水平的62.9%、62.7%，如果加上城镇职工的财产性收入、转

移性收入等，两者差距会更大。与低收入相伴的是较长的劳动时间和较差的工作环境。调查显示，

2014年，江苏省农民工平均周工作时间为53.4小时，比城镇就业人口高5.75小时。每月只能休息3.3
天；73%的农民工拿到了加班工资；同时，农民工工作环境有危害的比例近 10%，被强迫劳动者达

2.6%，冒险作业的比例为0.9%。由于劳动安全条件差、缺乏劳动保护，农民工发生职业病和工伤事故

的比例高。

4.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参与率不高

近年来，江苏省农民工参加

社会保障人数不断增加，参保率

不断提高。其中，参加企业职工

基本养老保险的农民工人数由

2008年的 336.91万人，增加至

2013年底的440.85万人，参保率

由 29.6%提高至 43.8%，2014年
为 455.35万人；农民工城镇职工

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

的参保率分别由 2008 年的

41.4%、19.7%、43.52%提高至

2014年的 44.9%、41.3%、54.43%。但与城镇职工相比，农民工的社会保障覆盖面仍然较低。2014年
末，农民工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的参保比率分别为城镇职工的

56.13%、60.4%和90.8%。此外，现行的城镇社会救助体系把农民工排斥在外，由于无所在地户口，农

民工仍然无法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和其他救助。

5.农民工的居住条件相对较差

较低的收入水平,以及节节攀升的房价与房租，使得农民工在城市居住条件较差。近年来，城中村

的改造更是收缩了农民工的居住空间，加剧了他们的居住困难。从居住条件来看，农民工的住所普遍

缺乏卫生、采暖、防暑、通风、透光、防火等基本设施。根据2014年课题组专门对全省13个省辖市795
位农民工住房的调查，35.5%的农民工自己租房，20.1%的农民工住企业职工宿舍；7.3%的住工地工

棚；2.0%的农民工住生产经营场所；还有17.7%的农民工自己购买住房；15.7%的农民工，回农村自己

住房。较差的居住条件，使得农民工大多采取个体迁移的流动形式，难以实现家庭向城市的永久迁移。

6.子女的入学需求难以充分满足

农民工较低的收入水平以及较为恶劣的居住条件，加上城市高昂的生活费和学费，不少农民工选

择将子女留在家乡上学。据浙江大学钱文荣、黄祖辉教授对长三角地区16城市7989位农民工的调查

结果显示，55.5%的农民工选择了将子女留在家乡，而不是带子女一起进入城市。该项调查同时显示，

有4.1%的农民工义务教育年龄子女处在失学状态，而其他在上学的孩子中有27.5%的人就读于本地

公办学校，12.9%的人就读于民工子弟学校。据课题组对吴江市震泽镇的调查，4所民办外来民工子

弟学校在人均教师数、人均校舍面积和人均学校占地面积等方面都要显著低于 2所本地公办学校。

此外，本地户籍中小学生就学，能获得财政的支持，而外来民工子弟学校的许多收费项目公办小学都

表5 近年来江苏省农民工参保情况（单位：人，%）

企业职工
养老保险
城镇职工
医疗保险
失业保险

工伤保险

人数
参保率
人数
参保率
人数
参保率
人数
参保率

2008年
农民工
336.91
29.60
376.41
41.40
179.11
19.70
395.63
43.52

城镇职工
1641.36
67.61
1213.25
66.08
1052.24
43.34
1055.71
43.52

2012年
农民工
431.3
43.13
460.7
46.07
-
-

544.9
54.49

城镇职工
2308.1
78.98
1646.53
73.76
1332.2
45.59
1420.74
48.61

2014年
农民工
455.35
45.3
451.19
44.9
413.33
41.13
547.0
54.43

城镇职工
2566.51
80.71
2361.81
74.3

1441.56
45.3

1540.11
48.43

数据来源：《2014年江苏省统计年鉴》、《江苏省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统计公
报》。其中，城镇职工参保率=参保人数/城镇就业人员，2012、2013年农民工人
数,按照1000万人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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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收取。由于教育资源的短缺，以及由此造成的高昂的教育费用增加了农民工家庭向城市的迁移成

本，从而对农民工市民化产生了巨大的阻碍作用。

六、农民工市民化的政策建议及对策

1.推进户籍制度改革

降低农民工进入城镇落户门槛。一是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二是逐渐放开中等城

市落户限制。在城区人口50万至100万的城市，有合法稳定就业，并有合法稳定住所，同时按照国家

规定参加城镇社会保险达一定年限的农民工及家人，应给予落户。三是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在大

城市有稳定就业，达到一定年限并有合法稳定住所，参加城镇社会保险达到一定年限（不得超过5年）的
农民工及家人应给予落户。并积极探索建立积分落户制度。大城市对参加城镇社会保险年限的要求。

2.建立城乡统一的就业制度

深化就业制度改革，建立健全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提供统一的就业管理、普惠的就业政策和

全覆盖的就业服务实现公平就业，逐步消除农民工和城市居民就业差别。

（1）建立城乡统一的就业与失业登记制度。建议以常住人口为调查对象，首先按季度发布调查失

业率，逐步过渡到发布月度调查失业率。将目前以城镇户籍人口为主要对象的积极就业政策，扩展到

所有劳动者，保障城乡居民、外来人口，都平等地享有各项就业扶持政策。

（2）加大对农民工职业培训的扶持。各级地方财政应加大对职业技术教育的扶持。依托企业、行

业的资源优势，完善各类“订单式”培养班级(学院)，探索协作培养、分段培养等技能人才培养模式。加

快实习、实训基地建设，加强短期技能提高培训，加大对在职员工、和农民工训力度。鼓励农民工自主

选择培训学校和培训方式，地方政府对参加培训的农民工提供补贴或生活补助。

（3）完善政府对企业用工的监督机制。要发挥政府的监控作用，指导企业依法建立正常的工资

增长机制、工资分配共决机制和工资分配监督机制。还要加强劳动保障执法监察，规范企业各项用

工行为。

3.加快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

各级政府应加强农民工社会保障、子女教育、住房保障等公共服务供给。财政支出从过去鼓励支

持生产为主转向鼓励消费、满足社会平转变。

（1）扩大公共服务覆盖面。保障农民工及随迁子女平等享有受教育权利；将随迁子女义务教育，

纳入各级政府教育发展规划和财政保障范畴；完善并落实在流入地农民工子女接受中等职业教育免

学费和普惠性学前教育的政策。

（2）完善就业失业登记管理制度。政府应对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提供补贴服务，加大创业扶持，

促进农村转移劳动力就业。

（3）为农民工及随迁人员提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将农民工纳入社区卫生和计划生育服务体系；

把进城落户农民完全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在农村参加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转入城镇社会保障

体系，完善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和异地就医结算办法，加快实施统一的城乡医疗救助制度。实现基

础养老金城乡统筹，加快实施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落实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

移接续政策。

（4）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均等化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实施以低保制度为核心的社会救助体系。

采取多种方式保障农业转移人口基本住房需求。

4.加强基本公共服务财力保障

（1）完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公共财政体系。建立财政转移支付同农民工市民化挂钩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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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按照中央和地方事权划分相应承担和分担支出责任。

（2）深化税收制度改革。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加大财力均衡力度。

（3）加快建立全省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本信息数据库。应加快建立全省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本

信息数据库和统一的信息系统，使各类养老保险能自由转换并实现权益累计。

（4）将农民工纳入城镇住房保障体系。重点为公共租赁住房，将住房困难的农民工家庭纳入保障

体系；逐步扩大住房公积金制度覆盖到在城市有固定工作的流动人口群体，建立和完善住房公积金异

地转移接续制度。

5.加强职业技术培训，提升农民工素质

应继续加大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建立完善的初、中、高级和继续教育体系，拓宽农民工接受技

能培训的渠道。要增加公共投入，强化企业培训责任，发挥行业组织作用，调动农民工参加培训的积

极性，鼓励参加培训的农民工经过考核鉴定获得培训合格证书、职业能力证书或职业资格证书，以技

能促就业、职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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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Citizeniz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and the Solutions

Zhou Rongrong Wang Wei Yu Cuiping
Abstract: The present article starts with the definition of migrant workers and migrant workers’influ⁃

ence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modernization. Next, by using time series data to establish the Cobb-
Douglas production function model, it carries out a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migrant workers’contribution to
economic growth. Meanwhile, a questionnaire survey of migrant workers in Jiangsu Province is conducted
and an empirical analysis is made on the basis of the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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