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6 卷第 4 期
2015 年 8 月

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Social Science Edition)

Vol. 16 No. 4
Aug. 2015

[收稿日期] 摇 2015 - 06 - 15
[基金项目] 摇 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湖南省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实现‘农民工市民化爷的社会保障机制研

究冶资助(编号:13ZDA06)
[作者简介] 摇 李冬生(1971 - ),男,湖南衡南人,南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

淤南华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湖南省“农民工市民化冶的社会保障探究

李冬生,罗成翼淤

(南华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湖南 衡阳 421001)

[摘摇 要] 摇 通过对长沙市、常德市、益阳市、湘潭市、郴州市与衡阳市的农民工进行面对面调查,了解湖南省“农民工市民

化冶的社会保障现状,由此提出了增强湖南省“农民工市民化冶的社会保障状况的基本思路与对策,认为应从优先选择项目、量
体打造保险项目、推行名义账户制、促进执行刚性落地、完善征信体系、增强农民工自身社会保障意识六个方面提高我省“农

民工市民化冶的社会保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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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湖南省新型城镇化已逐渐进入发展快车道,
2014 年,湖南省城镇化率已达 49. 28% ,有关方面测

算,湖南省每年有 70 多万农民工变成“新市民冶。
农民工对湖南省的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为了

保障农民工权益,湖南省出台了许多措施,也产生了

较好的效果,但不容否认,湖南省在农民工社会保障

方面需要继续出台一些相关政策,使农民工的“市
民梦冶逐渐成为现实。 从所查的文献来看,“农民工

市民化冶社会保障研究方兴未艾[1鄄9],但对湖南省农

民工市民化社会保障的研究还有待深入,取得湖南

省农民工市民化社会保障现状的第一手资料,并在

此基础上探讨其社会保障的实现显得非常重要。 通

过对长沙市、常德市、益阳市、湘潭市、郴州市与衡阳

市的农民工进行抽样调查,掌握了湖南省“农民工

市民化冶进程中社会保障状况,并分析其原因,以期

为后续研究打下基础。

一摇 调查对象、方法与内容

(一)调查对象

调查对象为在湖南省务工的农民工,覆盖范围

为长沙市、常德市、益阳市、湘潭市、郴州市与衡阳

市,实际调查人数为 700 人,有效问卷为 534 份。
(二)调查方法

本次调查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法,以区县为单位,
采用抽样调查方法对长沙市、常德市、益阳市、湘潭

市、郴州市与衡阳市共 700 名农民工进行面对面调

查,问卷采取匿名方式,所得数据由主管人员审核,
录入计算机,建立数据库,进行分析总结。

(三)调查内容

调查内容包括个人基本情况、社会保障、就业服

务、社会援助与救助、综合性问题 5 个部分,基本上

为选择题。
(四)调查质量控制

通过查阅文献,课题组编制初步调查表,并在衡

阳市市区进行了预调查,根据预调查中发现的问题

和相关信息,对其进行修改,形成正式问卷。
(五)统计方法

使用 Excel2003 录入已审核的数据资料,分析

湖南省的农民工自身市民身份的认同度、社会保险

意识、购买的险种以及当地政府提供的就业服务、社
会援助与福利的状况。

二摇 调查结果

本次共发放调查问卷 700 份,回收问卷 550 份,
其中有效问卷 534 份,有效率为 97. 1% ,对所获问

卷整理、分析,得到以下调查结果。
(一)农民工市民化状态与意愿

对于农民工市民化状态与意愿,可以通过“您
认为自己是城市人吗冶、“您是否想将户口迁往城

市冶、“您是否与城镇居民享受一样的公共服务冶等



三个问题来体现。
1、关于“您认为自己是城市人吗冶的回答

关于“您认为自己是城市人吗冶的提问,共设计

了 2 个选择答案,有 196 人选择了“是冶,占 37% ;有
331 人选择了“不是冶,占 63% 。 可见大多数人还是

从心理上认为自己是农村人。
2、关于“您是否想将户口迁往城市冶的回答

关于“您是否想将户口迁往城市冶的回答,有
108 人选择了“想冶,占 21% ;有 148 人选择了“不
想冶,占 28% ;有 199 人选择了“无所谓冶,占 38% ;
有 67 人选择了“没想好冶,占 13% 。 可见,有 79%的

人对于城市户口并没有很大的向往。
3、关于“您是否与城镇居民享受一样的公共服

务冶的回答

关于“您是否与城镇居民享受一样的公共服

务冶的回答,有 51 人选择了“有冶,占 10% ;有 392 人

选择了“没有冶,占 76% ;有 71 人选择了“不清楚冶,
占 14% 。 可见,大多数人认为自己没有享受到与城

镇居民一样的公共服务。
(二)农民工的社会保险意识

农民工的社会保险意识可从以下几个问题得以

体现:“是否愿意参加社会保险冶、“您认为哪一个险

种最重要冶、“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的情况冶、
“用人单位没有参加社会保险对你有影响吗冶。

1、关于“是否愿意参加社会保险冶的回答

关于“是否愿意参加社会保险冶的回答,有 446
人选择了“愿意冶,占 87% ;有 66 人选择了“不愿

意冶,占 13% 。 可见,绝大部分人还是愿意参加社会

保险,只有少部分人不愿意,说明农民工的社会保险

意识增强。
2、关于“您认为哪一个险种最重要冶的回答

关于“您认为哪一个险种最重要冶的提问,共设

计了 7 个选择答案,有 313 人选择了“城镇职工养老

保险冶,占 59% ;有 275 人选择了“城镇职工医疗保

险冶,占 51% ;有 106 人选择了 “工伤保险冶,占

20% ;有 43 人选择了“生育保险冶,占 8% ;有 69 人

选择了“失业保险冶,占 13% ;有 62 人选择了“新型

农村养老保险冶,占 12% ;有 77 人选择了“新型农村

合作医疗冶,占 14% 。 可见,其中,认为医疗保险最

重要,共有 63% ,养老保险的位于次位,而选择生育

保险的人只有 5% 。
3、关于“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的情况冶的

回答

关于“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的情况冶的提

问,共设计了 4 个选择答案,有 283 人选择了“已签

订劳动合同冶,占 53% ;有 177 人选择了未“签订劳

动合同冶,占 33% ;有 52 人选择了“口头协议冶,占
10% ;有 18 人选择了“不清楚签订劳动合同冶。 可

见,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的人已超过半数。
4、关于“用人单位没有参加社会保险对你有影

响吗?冶的回答

关于“用人单位没有参加社会保险对你有影响

吗?冶的回答,有 288 人认为“影响很大冶,占 55% 。
有 123 人认为“影响一般冶,占 24% 。 有 111 人认为

“没有什么影响冶,占 21% 。
从以上调查结果来看,大多数农民工意识到了

社会保险的重要性,社会保险意识增强,不仅积极参

与投保,而且积极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予以

保障。
(三)农民工的社会保险状况

农民工的社会保险状况体现在农民工对以下问

题的回答:
1、关于“是否参加了社会保险冶的回答

关于“是否参加了社会保险冶的回答,结果见图

1。 从图 1 中可看出,有 454 人选择了“已参加冶,占
87% ;有 69 人选择了“没参加冶,占 13% 。 说明目前

已参加了社会保险的人占了绝大多数。

图 1摇 被调查人员参加社会保险情况

2、关于“参加了哪些社会保险 (可多选)冶 的

回答

关于“参加了那些社会保险冶的提问,共设计了

7 个选择答案以供多项选择,结果见表 1。 从表 1 中

可看出,有 264 人选择了“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冶,占
被调查人数的 50% ;有 239 人选择了“城镇职工医

疗保险冶,占被调查人数的 46% ;有 196 人选择了

“工伤保险冶,占被调查人数的 37% ;有 112 人选择

了“生育保险冶,占被调查人数的 21% ;有 134 人选

择了“失业保险冶,占被调查人数的 26% ;有 81 人选

择了“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冶,占被调查人数的 15% ;
有 211 人选择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冶,占被调查人

数的 40% 。 可见,大多数人都参加了城镇职工医疗

保险和新农合,而参加了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及失业

保险的人数则为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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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摇 被调查人员参加社会保险类型情况

项摇 目 人数 比例

城镇职工养老保险 264 50%
城镇职工医疗保险 239 46%

工伤保险 196 37%
生育保险 112 21%
失业保险 134 26%

新型农村养老保险 81 15%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211 40%

3、关于“单位为您购买了哪些社会保险(可多

选)冶的回答

关于“单位为您购买了哪些社会保险冶的提问,
共设计了 6 个选择答案以供多项选择,结果见图 2。
从图 2 中可看出,有 236 人选择了“养老保险冶,占
44% ;有 214 人选择了“医疗保险冶,占 40% ;有 223
人选择了“工伤保险冶,占 42% ;有 120 人选择了“生
育保险冶,占 22% ;有 132 人选择了“失业保险冶,占
25% ;有 27 人选择了住房公积金,占 5% 。 可见,单
位为农民工购买社会保险的状态不容乐观。

图 2摇 单位为农民工购买社会保险情况

4、关于“个人每月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冶的回答

关于“个人每月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冶的回答,见
图 3。 从图 3 可知,有 239 人选择了“100 元以下冶,
占 46% ;有 219 人选择了“100 至 300 元冶,占 42% ;
有 65 人选择了“300 元以上冶,占 12% 。 可见,缴费

在 300 元以下的占了大多数,为 88% 。
5、关于“您生病后产生的医疗费用如何支付冶

的回答

关于“您生病后产生的医疗费用如何支付冶的

回答,结果见表 2。 从表 2 中可以看出,有 235 人选

择了“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按规定报销冶,占
44% ;有 220 人选择了“参加了城镇职工医疗保险,
按规定报销冶,占 41% ;有 74 人选择了“没有参加任

图 3摇 被调查者个人月缴纳的社会保险费情况

何医疗保险,自费冶,占 14% ;有 8 人选择了其他方

式(购买了商业保险或社会救助等),占 1% 。 可见,
有 86%的人由于购买了保险,生病后可按规定报

销,医保减轻了其负担。

表 2摇 被调查者生病后产生的医疗费用支付情况

项摇 目 人数 比例

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按规定报销 235 45%
参加了城镇职工医疗保险,按规定报销 206 39%

没有参加任何医疗保险,自费 74 14%
其它方式 8 2%

6、关于“您是否领取过一次性综合补助金(失
业保险金)冶的回答

关于“您是否领取过一次性综合补助金(失业

保险金)冶的回答,有 50 人选择了“是冶,占 10% ;有
357 人选择了“否冶,占 68% ;有 116 人选择了“不清

楚冶,占 22% 。 可见,只有少数人领取过一次性综合

补助金。
7、关于“如果您在打工的过程中受伤或得职业

病,您会怎么处理冶的回答

关于“如果您在打工的过程中受伤或得职业

病,您会怎么处理冶的提问,共涉及 5 个选择答案,
结果见表 3。 从表 3 中可以看出,有 163 人选择了

“使用工伤保险基金支付冶,占 31% ;有 250 人选择

了“用人单位负责冶,占 47% ;有 89 人选择了“自己

和用人单位各负责一部分冶,占 17% ;有 75 人选择

了“自己治疗冶,占 14% ;有 21 人选择了其它方式,
占 4% 。 可见,大部分人还是希望工伤应该有用人

单位负责。
8、关于“您或您爱人产前检查费用由哪里支

付冶的回答

关于“您或您爱人产前检查费用由哪里支付冶
的回答,有 64 人选择了“生育保险基金冶,占 12% ;
有 22 人选择了“单位冶,占 4% ;有 473 人选择了“自
费冶,占 84% 。 可见,只有 16%的人产前检查的费用

不是由自己出的,高达 84%的人还是自费进行产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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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见图 4。

表 3摇 被调查者关于处理“打工的过程中

受伤或得职业病冶的回答

项摇 目 人数 比例

使用工伤保险基金支付 133 25%
用人单位负责 205 39%

自己和用人单位各负责一部分 89 17%
自己治疗 75 14%
其它方式 21 4%

图 4摇 被调查者关于

“产前检查费用由哪里支付冶的回答情况

9、关于“您或您爱人产假期间每月领取生育津

贴是多少冶的回答

关于“您或您爱人产假期间每月领取的生育津

贴是多少冶 的回答,有 409 人选择了 “0 元冶,占

78% ;有 44 人选择了“1000 元以下冶,占 8% ;有 47
人选择了“1000 元 ~ 2000 元冶,占 9% ;有 23 人选择

了“2000 元以上冶,占 4% 。 可见,有 78% 的人没有

享受过生育津贴,只有 22%的人享受过不同金额的

津贴,见表 4。

表 4摇 被调查者关于

“产假期间每月领取生育津贴冶的回答情况

项摇 目 人数 比例

0 元 409 78%
“1000 元以下 44 8%

“1000 元 ~ 2000 元冶 47 9%
“2000 元以上冶 23 4%

合计 523 100%

(四)就业服务状况

农民工就业服务状况体现如下:
1、关于“您通过什么渠道找到工作冶的回答

关于“您通过什么渠道找到工作冶的提问,共设

计了 6 个选择答案,有 116 人选择了“通过政府公办

的中介机构冶,占 22% ;有 53 人选择了“通过民办职

业中介机构冶,占 10% ;有 112 人选择了“通过招工

广告冶,占 21% ;有 212 人选择了“通过亲戚朋友冶,
占 40% ;有 32 人选择了通过就读的学校招聘,占
6% ;有 88 人选择了“其它渠道冶,占 16% 。 可见,有

53%的人是通过政府或社会找到的工作,在就业方

面,政府或社会对农民工的帮助还是比较大的,见
表 5。

表 5摇 被调查者找工作渠道情况

项摇 目 人数 比例

政府公办的中介机构 116 22%
民办职业中介机构 53 10%

招工广告 112 21%
亲戚朋友 212 41%

就读的学校招 32 6%
其它渠道 88 17%

2、关于“您是否享受过政府的职业技能补贴冶
的回答

关于“您是否享受过政府的职业技能补贴冶的

回答,有 64 人选择了“享受过冶,占 12% ;有 345 人

选择了“没有享受过冶,占 66% ;有 94 人选择了“不
清楚冶,占 18% ;有 18 人选择了“不需要冶,占 3% 。
可见,只有少数人知道并且享受过政府的职业技能

补贴,见图 5。

图 5摇 被调查者“是否享受过政府的

职业技能补贴冶情况

3、关于“你对目前政府部门提供的就业服务是

否满意冶的回答

关于“你对目前政府部门提供的就业服务是否

满意冶的回答,有 151 人选择了“满意冶,占 29% ;有
169 人选择了“不满意冶,占 32% ;有 203 人选择了

“不清楚冶,占 39% 。 可见,对政府部门提供的就业

服务表示满意的仅 29% 。
(五)社会援助与福利

对农民工社会援助与福利体现如下:
1、关于“您认为政府的社会援助所起作用冶的

回答

关于“您认为政府的社会援助所起作用冶的提

问,共设计了 5 个选择答案,有 170 人选择了“提供

生活补助冶,占 33% ;有 226 人选择了“提供医疗救

助冶,占 43% ;有 139 人选择了“提供法律援助冶,占
27% ;有 112 人选择了“作用不大冶,占 21% ;有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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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选择了“没有作用冶,占 18% 。 可见,不少人认为

政府能够提供社会援助。
2、关于“您对当前社会救助水平满意吗?冶的

回答

关于“您对当前的社会救助水平满意吗冶的回

答,有 109 人选择了“满意冶,占 21% ;有 238 人选择

了“不满意冶,占 46% ;有 175 人选择了“不清楚冶,占
33% 。 可见,大多数人并不满意当前社会救助状况。

3、关于“您享受过哪些社会福利?冶的回答

关于“您享受过哪些社会福利冶的提问,共设计

了 6 个选择答案以供多选,有 45 人选择了“住房补

贴冶,占 9% ;有 98 人选择了“在职培训与进修冶,占
19% ;有 16 人选择了“探亲补助冶,占 3% ;有 131 人

选择了“工资福利冶,占 25% ;有 75 人选择了“社区

服务冶,占 14% ;有 41 人选择了 “法律援助冶,占

8% ,而没填的有 117 人,占 22% 。 可见,农民工享

受社会福利情况不乐观。
4、关于“您所在单位是否对职工有福利补贴冶

的回答

关于“您所在单位是否对职工有福利补贴冶的

回答,有 197 人选择了“有冶,占 38% ;有 202 人选择

了“没有冶,占 39% ;有 124 人选择了“不清楚冶,占
24% 。 可见,大多数人认为所在单位没有对职工的

福利补贴。
5、关于“您对现在的社会福利状况满意吗冶的

回答

关于“您对现在的社会福利状况满意吗冶的回

答,有 62 人选择了“满意冶,占 12% ;有 257 人选择

了“一般冶,占 49% ;有 204 人选择了“不满意冶,占
39% 。 可见,目前对社会福利状况的满意度还不高,
甚至有 39%的人觉得不满意。

三摇 结论与讨论

(一)农民工对自身市民身份的认同

从调查的结果来看,湖南省的农民工对自身市

民身份的认同度比较低,只有 37%的被调查者认为

自己是城市人,21%的被调查者想将户口迁往城市,
10%的被调查者认为与城镇居民享受着一样的公共

服务。 主要原因是在我国长期城乡二元社会结构

下,农民工的职业分化程度高,但身份分化程度低,
农民工的职业分化与身份的认同不一致,造成大多

数农民工认为自己非市民人,也未享受市民待遇。
(二)农民工的社会保险意识

从调查的结果来看,湖南省农民工的社会保险

意识比较高。 87%的被调查者愿意且参加了社会保

险,55%的被调查者认为用人单位没有参加社会保

险对自己影响很大,为了保障自身权益,53%的被调

查者与用人单位签订了劳动合同。 主要由于大多数

农民工意识到了社会保险的重要性,因而购买社会

保险的意识增强。
(三)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状况

从调查的结果来看,虽然 87% 的被调查者购买

了一种或一种以上的社会保险,但是他们对购买的

社会保险有所侧重。 湖南省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的

特点及原因如下:
1、选择医疗保险(包括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和新

农合)的农民工占 85% ,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状况

比较好。 主要是因为医疗保险费用比较低,而且他

们得到过医疗保险实惠,或看到周围的亲戚、朋友、
邻居得到过医疗保险实惠。

2、选择养老保险(包括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和新

农保)的占 64% ,但退保现象比较严重。 造成这种

状态原因很多,其中经济方面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据估计,一个农民工若买养老保险,则其所在企业要

多支付相当于工资水平 20%的费用,农民工则要支

付相当于其工资水平 8% 的费用,这对企业和农民

工来说都是一笔不少的数目。 因此,不少企业宁愿

一个月多付一些工资给农民工,也不愿给他们买养

老保险,农民工着眼于眼前利益,也同意不买。
3、选择其它的保险比较少,均未过半数。 主要

原因同养老保险。
4、高危行业积极为农民工购买工伤保险。 一些

高危行业,如建筑业、矿山,积极为农民工购买工伤

保险和医疗保险。 主要原因为当地政府(如郴州

市)强制要求购买,而其它行业,如服务业,由于没

有强制性要求,为农民工购买工伤保险的就比较少。
另外,也由于工伤保险的缴费率不高。

(四)享受就业服务、社会援助与社会福利状况

从调查结果来看,湖南省的农民工对当地政府

提供的就业服务状况不太满意,被调查者中只有

22%的人认为是通过政府公办的中介机构找到了工

作,只有 12%的人明确回答享受过政府的职业技能

补贴,仅 30%的人对目前政府部门提供的就业服务

满意。 对于政府的社会援助,虽然不少被调查者认

为生活补助、医疗救助方面起了作用,但是他们对政

府社会援助的满意率不高,仅为 21% 。 农民工享受

社会福利情况,有 54%的被调查者认为享受了这样

那样的社会福利,而只有 12%的人对提供的社会福

利满意。 可见湖南省农民工对享受的就业服务、社
会援助与社会福利与其期望值有一定差距。 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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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援助与社会福利一直是社会关注的重大民生问

题,也是社会难点。 湖南省各级政府对解决农民工

就业、增强对农民工的社会援助与社会福利做了不

少工作,但是,现阶段,相对于农民工的就业服务、社
会援助与社会福利的需求,财政投入的供给相对不

足,宏观效率的低下更加剧这种供需的相对不足。
小微企业一直以来是吸收农民工的主要所在,小微

企业存在天生的脆弱性和自利性,大多数农民工对

就业和企业提供的福利不满意就在所难免。

四摇 基本思路与对策

(一)基本思路

农民工市民化将是今后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一

个主要内容。 从长远看,农民工最终应当享受同等

国民待遇,这是未来的发展方向。 十八大报告提出,
“要统筹推进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全面建成覆

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冶。 2013 年中央一号文

件指出要“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冶,十八届

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

均衡配置,……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

度冶。 《国家新型城镇化发展规划(2014—2020)》提
出,“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冶,“按照尊重意

愿、自主选择,因地制宜、分步推进,存量优先、带动

增量的原则,以农业转移人口为重点,……统筹推进

户籍制度改革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冶。 《湖南省

新型城镇化规划 (2015 - 2020 年)》 (征求意见稿)
中也明确提出,“扎实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冶,
“按照尊重意愿、因地制宜、分步推进、分类施策的

原则,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促进城镇基本公共服

务常住人口全覆盖,使全体居民共享城镇化成果冶。
这为我省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提供了方向。

从制度设计来看,目前全国性的相关社会保障

的政策法规中,没有对农民工社会保障的特殊权益

做出专门详细规定,各地经济社会发展的情况也存

在较大差异。 湖南省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保障既要

执行全国性的统一社会保障政策,还要借鉴其他省

市的经验,更要立足湖南省具体情况,创新和完善农

民工社会保障制度。
农民工市民化是我省新型城镇化的主要内容之

一,湖南省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保障应执行全国性

的统一社会保障政策,借鉴“广东模式冶与“上海模

式冶的经验,立足湖南省具体情况,创新和完善农民

工社会保障制度,遵守渐进性、公平性、差异性、可操

作性等基本原则,分阶段、有区别安排,有序推进,到
“十三五冶规划期末,构建以“优先选择、量体打造、

广覆盖、名义账户制、诚信冶为特征的农民工社会保

障制度。
(二)对策

1、优先选择项目

如前所述,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保障内容比较

多,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社会优抚和

社会互助等,其中主要为社会保险,它由养老、失业、
医疗、工伤、生育保险等组成。 目前,企业缴费水平

偏高,“五险一金冶已占到工资总额的 40% ~ 50% ,
企业负担重,考虑到我省的财政约束、企业的负担、
农民工的意愿和能力等因素,可以优先选择项目,重
点推行。 从本课题组调查结果来看,养老保险可作

为优先选择项目。 理由为:农民工养老保险是块硬

骨头,目前企业应缴纳的养老保险缴费较高,执行起

来比较困难。 部分农民工还靠传统的“养儿防老冶
以及“土地保障冶,养老问题严重影响了生活幸福

感。 破解农民工养老保险难题,使他们老有所依、老
有所养,真正让人们感觉到我国社会制度的优越。

2、量体打造保险项目

为减轻企业负担,提高参保率,可在省内为农民

工量体打造保险项目。 量体打造的保险项目应明确

责任主体。 农民工社会保障的责任主体为企业、个
人与政府,对于农民工市民化社会保障,采取企业有

责、个人主动、政府兜底的方针。 企业和个人的责任

主要体现在缴纳社保费用,政府主要负责政策制定、
制度设计、监督管理与财政兜底。 责任主体的最主

要的责任还是社保费用分摊问题。 如针对农民工养

老保险,可推行一种新的养老保险项目,其缴费率为

15% ,其中企业缴费率为 10% ,个人为 3% ,其余由

政府兜底。 以 2013 年为例,根据湖南省统计局发布

的数据,我省私营单位从业人员的年平均工资为

27637 元,地方财政收入为 2023. 61 亿元,以 1500 万

农民工计算,若按工资总额 1 倍缴纳养老保险,单位

将为每个农民工平均每人负担养老保险 2764 元,个
人承担 829 元,地方财政负担 553 元(按 2%计算),
占地方财政收入的 4. 10% ,应在财政可承受范围

之内。
3、推行名义账户制

全面推行居民社会保障制度存在不少困难,财
政压力大。 正如国务院副总理马凯所说,目前社保

基金收入增长幅度慢于支出增长幅度。 因此,需要

对现行保障制度进行改革,做好顶层设计,推行名义

账户制。 以农民工养老保险名义账户制为例,在这

种账户制,农民工个人账户中没有真实资金,只对个

人缴费进行记账,缴费和收益计入账户,作为未来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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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的依据。 这样,可有效减轻财政负担,既体现公

平,又显示效率。
4、促进执行刚性落地

目前,湖南省有部分企业未严格遵守社会保障

的法律法规,农民工为眼前利益或其它原因未能较

好保护自身权益,政府相关部门也未尽到职责。 因

此,必须采取措施,促进执行刚性落地。 (1)部门联

动监管。 设置农民工社保基金专户,严把基金征收

关、资金拨付关、资金使用跟踪检查关。 企业提供收

支出明细及电子文档,财政严格审核,国库集中收

支,发挥财政、监察、审计等部门的职能作用,加强资

金监管。 (2)强化绩效考核。 进一步细化相关政府

部门绩效考评办法,将农民工社保基金征收和使用

全部纳入绩效考评,考评结果与晋职、晋级挂钩。
(3)加强处罚力度。 可将企业职工参保情况同企业

年审营业执照、企业代码证、税务证结合起来,凡提

供本企业职工参保凭证不全者一律不予办理。 对侵

害农民工合法权益的用人单位,加大惩罚力度,对受

害者加倍赔偿。 (4)加强宣传。 对企业和农民工加

强社保法律制度宣传,提供公民意识。
5、完善征信体系

社会保障关系到社会稳定、民生与社会发展,随
着社会保障功能的进一步强化,其公平性也需强化。
目前,我国的征信体系已见雏形,但主要集中在金融

领域,个人与企业社会保障的履行情况很少纳入。
为此,可以完善征信体系,将个人与企业社会保障缴

纳情况纳入征信系统,作为评价其诚信的一部分。
有效采集、整合与应用湖南省内企业、个人社会保障

信用信息,构建相应网络平台,实行湖南省内社会保

障缴纳信用信息互联互通。
6、增强农民工自身社会保障意识

从农民工自身角度而言,需要增强社会保障意

识,了解社会保障相关的法律法规,在政府、社保部

门、工会对社会保险知识进行宣传和普及时,应认真

学习,并积极自学相关知识。 农民工兄弟应有长远

眼光,依法缴纳个人社保费,而不应只顾眼前小利。
在进行劳动用工时,尽可能签订劳动合同,要求用工

单位缴纳相应社保费,以保障自身社保权益。 在自

身社保权益受到侵害时,要学会运用法律武器或者

相关制度进行维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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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Social Security Mechanism of Citizenization of Peasant鄄Workers in Huna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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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摇 This paper is based on the survey of peasant鄄workers in Changsha, Changde, Yiyang, Xiangtan, Chenzhou, Hengy鄄
ang, and puts forward the basic ideas and measures to enhance the social security situation. The measures are such as selecting and
prioritizing projects, tailor鄄made insurance project, the implementation of notional account system, promoting enforcement and compli鄄
ance, improving the credit system and strengthening the social security consciousness of peasant鄄workers themsel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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