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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民工权利保障》

前言

2l世纪是人权受到空前尊重的世纪。人活到这个世界上，都希望自己活得好，都有自己的种种需求，
都期盼过着越来越幸福的生活。在人类共同生活的这个世界里，人的各种利益，就具体表现为人权。
依据“以人为本”的理念，人的价值高于一切。社会上的各种主义、政策、法律与制度，都是为人而
存在，是为人服务的。在物质文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高度发展的当今时代，人权受到空前的尊重
，“保护和促进人权和基本自由是各国政府的首要责任”（《雏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乃是历史的
必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国家在尊重和保障人权问题上，曾走过一条十分曲折的道路，与旧
中国相比，我们曾经取得过发展经济、满足人民物质与文化基本需求以及实现社会平等诸多方面的骄
人成就.但也经历过种种曲折，甚至经历了十年“文化大革命”人权遭受肆意践踏的痛苦。1978年以后
，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但在很长一个时期里，主流舆论仍将人权看做是一个“资产阶级的
口号”。这种情况直到1991年才开始发生根本性变化。2004年.“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终于被庄严地
记载在宪法中。我们作为60年来中国人权事业曲折历程的见证人和30年来飞速进步的人权保障工作的
参与者，对此感到无比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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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民工权利保障》

内容概要

《中国农民工权利保障》讲述了：权利保障是农民工问题的核心，农民工的权利保障实质上就是农民
工融入城市问题的根本，所以，农民工的权利保障应该是全方位的，既包括农民工的劳动就业权利、
生命健康权利，还包括政治经济权利、文化教育权利和社会发展权利等。有鉴于此，《中国农民工权
利保障》在广泛调查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对文献资料和调查数据的统计和分析，从社会学与法学的视
角，分别就农民工的政治权利、经济权利、社会权利、教育权利和消费权利等方面的现状、问题、原
因及其解决问题的可操作性对策展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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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民工权利保障》

作者简介

谢建社，教授，社会学博士。先后主持国家、省部级、市厅级科研课题20余项，著书共计300多万字。
主要著作有《新产业工人阶层——社会转型中的农民工》、《社会冲突管理的理论与实践》、《风险
社会视野下的农民工融入性教育》。主要论文有《社会变迁下的中国“农民工”》、《民工荒，挑战
中国用工体制》、《农民工分层：中国城市化思考》、《农民工融入城市过程中的冲突与分析》、《
第二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代沟分析》与《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教育问题及对策探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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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民工权利保障》

书籍目录

绪论  一  研究意义  二  研究特色  三  研究问题第一章  农民工劳动权利保障  一  农民工劳动权利保障的
现状与问题  二  制度缺失下的农民工劳动权利保障  三  农民工劳动权利在劳动执法中的得与失  四  工
会在维护农民工劳动权利方面仍有较大空间  五  农民工劳动权利受损的原因分析  六  农民工劳动权利
保护对策第二章  农民工的社会权利保障  一  农民工社会保障的现状及其原因  二  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
的有利条件  三  建立和完善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的基本思路第三章  农民工教育权利保障  一  法理学视
野下的农民工受教育权利分析  二  农民工受教育权的现状与问题  三  农民工受教育权的冲突及其表现  
四  农民工文化素质教育需求  五  农民工文化素质教育的社会功能  六  农民工教育权利保障对策第四章 
农民工政治权利保障研究  一  农民工政治权利的内涵及其关系  二  农民工政治权利的现状及其问题探
析  三  保障农民工政治权利的现实思考第五章  农民工消费权利保障  一  保护农民工消费权利的必要性 
二  农民工“两栖”消费特点  三  农民工面临三大消费的挑战    四  农民工消费方式的积极变化  五  农民
工消费权利受损害的现象与原因  六  地位结构、制度身份与农民工集体消费  七  保护农民工消费权利
之对策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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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民工权利保障》

章节摘录

第一章 农民工劳动权利保障一农民工劳动权利保障的现状与问题（一）农民工劳动就业受歧视随着我
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沿海地区经济迅速发展，珠江三角洲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区外资企业与非公
有制企业在劳动用工方面空前活跃，带动亿万农村剩余劳动力汇成巨浪滚滚的“民工潮”。于是，农
民工便成为新兴的以工资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劳动者，成为中国产业工人队伍的新成员和重要组成
部分。但是，与之不相适应的是，农民工的合法权益遭受侵害的事件屡见不鲜。归纳国家法规明令禁
止和新闻媒体“曝光”的侵害农民工权益的现象主要有：企业不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拖欠和克扣
农民工的工资；使用“廉价女工”、“非法用童工”现象严重；农民工缺少人身安全保障；农民工受
歧视的现象严重。许多用人单位，特别是一些私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和个体经济组织在招用农民工
时，根本不与其签订劳动合同，造成大量“事实劳动关系”和“隐性就业”问题。这样的结果必然是
，因无合法依据，执法部门对大量无书面合同形式的事实劳动关系纠纷，不能以统一的规则来处理，
有的只能强行调解，有的则干脆不予受理。这显然不利于我国劳动关系的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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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民工权利保障》

后记

本书是集体研究的结晶，是团队力量的体现。在撰写过程中，我们得到了中国著名的人权法学专家罗
豪才教授、董云虎教授、李步云教授、郭道晖教授的精心指导，得到了参与者的大力支持。本书属于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外来农民工融入城市问题研究”（06BSH024）阶段性成果、广东省高校人文
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创新项目“广州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研究”（07JDTDXM84001）
阶段性成果，以及广州市教育科学规划面上重点项目“农民工融人性教育探索”（068156）阶段性成
果。它的问世，得到广州大学学术专著出版资助、广州大学人权研究中心丛书出版资助。社会科学文
献出版社的领导为本书的出版给予了大力帮助，责任编辑曹长香等更是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借此机会
，向指导与帮助本书写作和出版的领导、专家、学者和编辑等一并表示深深的谢意！本书由广州大学
教授、博士谢建社统稿定稿。参加撰写的作者有谢建社（绪论第一、二部分，第三章，后记）；海军
兵种指挥学院教授卢黄熙、讲师秦海侠（绪论第三部分）；广州大学研究生陈文宇（第一章）；广州
大学副教授、博士方英（第二章第一、二部分及第三（一）、（二）、（三）、（四）、（五）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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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农民工权利保障》是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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