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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改革开放后，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和农村人民公社体制的解体，中国农民重新获得了
支配自己劳动的权利，广大农民纷纷从落后的乡村来到繁华的城市，希冀通过艰辛的劳动，改善自己
的生活状况。
　　从1984年算起，农民工进城至今已有27个年头了，他们为城市的繁荣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并
成为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的重要力量，他们勤劳、刻苦、踏实的无私奉献精神也得到了广大城市居民
的赞许。
但由于中国二元社会体制安排及改革的滞后，使农民工的城市生活困难重重。
他们处于城市社会的低层，工作辛苦，却收入微薄；虽是职业丁人，却是农村户籍；长期在城市生活
，却没有市民待遇。
追根寻源，是制度安排的不合理造成了农民工权利的缺失。
所以，本书选择了制度变迁的视角来解析农民工的权利平等与社会融合问题。
　　权利与融合是当代中国社会研究中的两大问题。
权利与融合看起来似乎跨度很大，但具体到农民工的城市生活又是那么紧密。
权利归根结底是由人的社会地位决定的，是一种法律规定了的社会关系。
历史证明，一个权利缺失的人要想在社会中获得平等待遇是根本不可能的，尤其是具有农民身份特征
的城市新移民——农民工群体。
他们只能是流动人口，是外来者，是城市的匆匆过客，因而，也无法真正融入城市社会。
所以，本书将权利与融合结合起来，以便从制度层面和社会层面上为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寻找出一条合
适的道路。
　　权利是历史和社会的产物，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
化的发展。
农民工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权利在城市受到不同程度的“制度损害”，而正是这种“制度损害
”导致了农民工社会地位和社会待遇的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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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农民工为城市的繁荣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们勤劳、刻苦、无私奉献⋯⋯本书通过对农民工权利
状况的研究，描绘出农民工社会融合的清晰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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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聪敏，副教授。
毕业于杭州大学政治系，主要从事政治理论课教学和农民工问题的研究。
在《浙江社会科学》、《探索》等核心期刊上发表文章20余篇，主要有：《外来务工者的权利平等与
政府的责任》、《民生权利的马克思主义新解读》、《从排斥到融洽：外采农民工社会关系嬗变》、
《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工流动规模考察》等，其中一些文章被中国社会学网、国研网转发或被相关学者
引用。
近年来，主持和参与省、市各级课题10余项，其政策建议得到了相关部门的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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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　　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是辩证思维的重要方法，它普遍适
用于各个思维领域。
对农民工的研究方法也应是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
以理论形态的逻辑体系去反映农民工发展进程的本质和规律，就必须摆脱发展中的自然进程和大量特
殊事件的具体细节，从最能体现农民工的本质和规律性的东西入手进行研究。
　　恩格斯认为：“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过程就应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过程的向前推进无非就是以
抽象的和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反映历史过程。
”所以，科学的研究必须从历史的角度进行。
第一，农民工是社会制度的产物。
从一般意义上说，国家工业化的过程也就是农民转化为工人的过程，但西方国家没有像我国这样的二
元结构的社会制度，因此西方国家的农民工人化的过程，不能称为是农民工的过程，他们的转换是身
份的直接转换。
而我国农民的转换具有职业转换而身份不转换的特征，这是当前的社会制度造成的。
第二，农民工的产生是制度变革的产物。
1979年开始的社会变革，使农民逐步解除了制度的束缚。
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人民公社体制的废除、允许农民自理口粮进城打工等，使农民重新
获得了社会流动的自由。
社会制度变革推动了农民工的产生和发展。
第三，农民工是社会制度改革不完全、不彻底的产物。
社会虽然允许农民流动，但是，社会制度的变革却是缓慢的、逐步的。
或者说，由于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农村人口多、国家城市化发展慢等原因，使农民工长期徘徊在城
市的社会体系之外。
第四，农民工也必定随着社会制度的变革而终结自己的特殊称呼，农民工转化为市民是大势所趋。
　　在对农民工的研究中，既要立足于农民工的产生和发展历史，又要从历史发展的纷繁头绪中理清
农民工这一中国社会特殊产物在社会历史变迁中带有规律性的东西，揭示农民工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转
变的必然性，认识到农民工转化为工人阶级是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必然结果。
　　（二）制度分析的方法　　制度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社会现象的重要方法。
根据马克思主义对社会制度分析的一般理论阐述和经典研究范例来看，其理论的内在结构在逻辑上由
作为制度分析一般结构的理论命题和作为制度本身一般分析的理论命题两部分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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