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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苗瑞凤2002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由我任她的指导教师。
她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各项方针政策，人口学的基础比较扎实，入学后学习和工作非常勤
奋，各门功课学习成绩优良，热心群众工作，任劳任怨。
在人大读书期间科学研究能力提高很快，参加各项大型研究项目都获得了很好的成绩。
　　她入学第一学年参加中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研究项目——“人口老龄化国际比较研究”。
她查阅大量国内外资料，在研究过程中，与我合作写出《从全球人口百年审视我国人口国策的抉择》
，发表在《人口研究》2003年第4期（核心刊物、期刊方阵），她主要承担中国未来劳动力、老龄化研
究，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2003年苗瑞凤和我参加“第四届华裔老年人问题国际研讨会”（参加会议200多人，海外参加
者100多人），我作会议主旨发言。
苗瑞凤参加主题发言起草，做了大量的研究性工作。
主题发言受到与会者高度评价，会后我和苗瑞凤及我的另一位博士生把主题报告压缩为《中国特色人
口老龄化过程、前景和对策》发表在《人口研究》（2004年第1期）。
当时回良玉副总理阅读这篇文章后批示国务院办公室和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参阅。
说明这一项研究对国家决策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在这一项研究工作中，苗瑞凤作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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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从当前制度文本来看，我国对农民工的权益保护是比较全面和细致的，然而外来务工人员社会权益保
障的现实却不理想，制度设计与现实需求有差距是原因之一。
但最根本的，却是作为制度参与者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部门、雇用者和农民工之间没有建立起一个
有效的合作机制。
苗瑞凤的《社会转型期农民工制度性保障的实践逻辑》这部著作就是试图回答各方行动者是如何看待
这一制度性的保障及如何采取各自的行动策略的，把研究的视角落在外来务工人员权益保障实践中的
合作问题上，这是现有相关研究中视野比较宽广的一项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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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四）部门利益的冲突　　部门利益的冲突，可以使一项初衷良好的制度付之东流。
前几年的一项研究表明，在中国，特别是城市孕产妇死亡率大幅度降低（全国1990-2000年的10年间下
降了44%）的情况下，流动人口的孕产妇死亡率却在升高。
据广州市卫生局统计，2000年在广州市的流动人口中孕产妇死亡比1999年增加了一倍，是1996年的4.6
倍。
据分析由于经济原因，有些孕产妇没有进行正常的产前检查，不愿住院分娩，而宁愿冒着生命危险接
受非法接生，由此造成的死亡占孕产妇死亡数的一半左右。
那么，如果对住院分娩的流动人口产妇进行费用减免救助，是不是就能降低她们的死亡率了呢？
对于这一想法，宁波市已经进行了积极的尝试，2005年宁波市发布了关于对外来常住人口和低保户籍
人口住院分娩实行救助的通知，根据规定，居住在本县（市）、区6个月以上的，符合生育政策的外
来人口孕产妇，选择常住地的定点医疗机构住院分娩，均可提出住院分娩救助申请，享有与符合生育
政策的本地低保户籍人口孕产妇同等的待遇。
2005年底，宁波各县（市、区）设置了44家医院为符合条件的外来流动妇女实行分娩救助的定点医院
。
外来常住人口孕产妇顺产住院分娩最高收费900元，生产后还可凭医药费发票，到计生部门领取400元
的补助。
但是这一制度在实际运作中却遇到了事先没有料到的“尴尬”。
时间追溯到2003年，宁波市制定并下发了《宁波市流动人口孕产妇儿童保健管理办法》，要求全市各
地医疗保健机构将辖区内暂住人口妇女儿童保健工作纳入本地常住人口管理之中。
卫生局领导每年按与市政府签订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目标责任书内容以及妇幼保健工作的要求，将流
动人口生殖保健和妇幼保健工作纳入常规工作，并列入医疗保健机构年度考核目标之中。
首要的工作目标是降低孕产妇死亡率。
而不能计划外生育是计划生育部门的首要工作目标，这样看起来并不冲突的两个部门的工作目标，成
为流动人口孕产妇死亡率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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