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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市民化 ：
自 主选择与

社会秩序统一

解 安 朱慧 勇

【提 要 】 通过对学界已有研究成果的梳理与 分析 ,
认为

“

自 主选择与社会秩序统一
”

这一新的分析框架是研究农民工市民化 问题的一把钥匙 。 在界定
“

自 主选择
”

和
“

社会秩

序
”

内 涵的基础上 , 对二者辩证统一 的关 系进行 了 学理分析 。 最后提 出 了 在这
一分析框架

下
, 有效推进农民工市 民化应把握的 两个基点 。

【关键词 】 农民工市 民化 自 主选择与社会秩序统一 新型城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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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節沾 士日 山是基本＠歡射玲滅 。Ｈ■擁＃
—

、 问题的 Ｊ疋出应该说是研究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
一把钥匙 。

中 国学界对农 民工市 民化的研究虽然很丰二、 学王里分析
富 , 如研究 了农民工市民化的 内涵 、 意义 、 历

—、

史进程 、 发展现状及未来趋势 ；
也涉及到了农 (

一

) 概念界定

民工市民化的意愿及影响因素 ； 有学者还对影何为
“

自主选择
”

？ 这里特指农民人市或返

响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障碍进行了大量研究 ,

乡 的 自主选择权 , 它由主观 自愿权和客观 自 由

温铁军 ( 2 0 0 0 ) 、 刘平量等 ( 2 0 0 6 ) 、 郭志仪等 权两种具体权利构成 。 前者包括
“

选择的 自 愿

( 2 0 0 7 ) 、 华生 ( 2 0 1 3 )
？
都注意到 了我国户籍制

性
”

、

“

选择的 自 由性
”

, 即不能被选择 ； 后者则

度 、 土地制度 、 社保制度 、 就业制度 、 行政管

理与行政区雪制等制度 因素職国农民工市 Ｌ
更不能附加任何不 《 理 的

各件

ｐ
、

何为
“

社会秩序
”

？ 秩序作为表征政治 、 经
总体来说 , 对于农民工市民化的研究 , 已

经形成了
一

批有价值的学术成果 , 但其研究多

玲阳＃科甘
① 温铁军 ： 《 中 国的城镇化道路与相关制度 》 , 《开放导报 》

局限于对某一问题的探讨 , 没有把农民工市民 2 0 0 0 年第 5 期 ； 刘平量 、 曾赛丰 ： 《城市化 ： 制度创新与

化进程中的主线挖掘 出来 。 笔者认为 , 改革开道路选择 》 , 湖南人民出版社 2 ｏｏｅ 年版 , 第 2 5 页 ； 郭志

扮
丨

、

丨也 世办工小 ｅｓ ｔ击 ｅａ几 独部仪 、 常晔 ： 《城镇化视角下的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研究 》 , ？
放以来 , 贯穿于农民工市民化全过程的主线就市发展研究 》 2 。。 7 年第 3 期 ； 华生 ： 賺化转型与土地

是
“

农民 自 主选择与社会秩序统
一

”
——这既陷阱 》 , 东方出版社 2 0 1 3 年版 , 第 9 0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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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 、 文化 、 社会等系统运行有序性的
一

个基本的经济诱因 。

？ 城乡 之间在个人收入 、 生活质

范畴 , 目前人们对其 尚未形成统一而明确 的认量 、 发展机会等方面存在的 巨大差异 , 不断促

识 。

？ 西方学界对
“

秩序
”

内涵的理解包含了社使着农民从农村来到城市就业生活 。 农民对在

会的可控性 、 社会生活的稳定性 、 行为 的互动城市预期收入的期待促使农民工加快市 民化 ,

性及社会活 动 中 的可测性等几个方面 ； 我 国学经济收入成为农民工考量是否成为市 民 的重要

界也对
“

秩序
”

的内涵进行 了不 同 角度 、 不同参数 。 经济学者斯塔克 ( ＳｔａｒｋＯｄｅｄ ) 和泰勒

层面的探讨 。

？
事实上 , 秩序 即 是合 规律性 、 ( Ｊ

． Ｄ．Ｔａｙ ｌｏｒ ) 在 1 9 8 9 年还提出 了
＂

相对贫困
”

井井有条 、 稳定和平衡 、 和平与安全 、 协调
一 的假说 , 用相对贫困的概念来解释城乡 之间的

致 、 多样统
一

等的代名词 。 社会秩序则是社会人口 迁移问题 。

⑦ 城乡发展差距的进
一步拉大 ,

系统中的秩序 , 是
“

社会得以 聚集在
一

起的方使得乡村居民有
“

相对被剥夺
”

的感觉 , 乡 村

式
”

, 是
“

纵向 分层 的等级秩序
”

和
“

横 向分居民会想方设法来到城市工作生活 。 乡 村较于

化的多元秩序
”

的有机统
一

。

③ 本文所使用 的城市的
“

相对贫困
”

促使农民进城以消除这种
“

社会秩序
”

是指 由农民 自主选择引发的社会治
“

相对被剥夺
”

的感觉 , 这与托达罗人 口 流动模

．

理的有效跟进和相关制度的改革而形成的有利型所揭 示 的城乡 预期 收人差异理论有
一

定 的

于农民工市民化的政治 、 经济 、 文化 、 社会等耦合 。

环境 。随着市场经济发展的 日 益成熟 , 农民 自 主

(

二
) 农民 自主选择与社会秩序统

一

的学理选择的空 间进
一

步增大 , 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也

分析随之不断加快 。 经济的加速发展 、 技术的 日 益

1 ． 经济诱因进步 、 社会分工的不断细化以及城乡 预期收人

经济发展促进了农 民工的市 民化 , 美国经差异等经济诱因 , 都在不断促使着农民从乡 村

济学家西蒙 ？ 库兹涅茨 ( Ｓｉｍｏｎ Ｋｕｚｎｅｔｓ ) 认为 ,
来到城市 。 在此过程 中 , 良好 的社会秩序是促

＂

过去
一

个半世纪内 的城市化 , 主要是经济增长进经济发展的必备条件 , 农民工市 民化的经济

的产物 , 是技术变革的产物 , 这些技术变革使诱因客观上要求进一步构建公平合理的社会秩

大规模生产和经济成为可能 , 从而导致了人 口序 。 公平合理的社会秩序既是市场经济健康发

向城市的转移 。

”④ 西蒙 ？ 库兹涅茨指 出 了城市展的保证 , 又是使农民拥有充分 自 主选择权 的

化是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的结果 , 经济增长和制度安排 , 更是确保有效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

技术进步为城市化的发展提供了动力 , 而城市重要因素 。

化则进
一

步助推了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 。 同时 ,



也正是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诱致了大量的人 口① 席酉 民 、 王亚刚 ： 《和谐社会秩序形成机制的 系统分析 ： 和

集聚和工业创新 , 而人 口 的汇聚和工业 的集中
2 0 0 7

贝！
Ｊ
构成 ；了城市化持续发展的基础 。 马克 ,思 ( Ｋａｒｌ② 田润峰 ：

“

论秩序
”

, 陕西师范大学 2 0 0 2 年硕士学位论文。

Ｍａｒｘ ) 在 《资本论 》 中也指出 ,

“

社会分工使得③ 秦扬 、 邹吉忠 ： 《试论社会秩序的本质及其问题 》 , 《 西南民

丁 向从

’

ｎ士 八如 仏 年 娃ＭＫ六
？

泣＆族大学学报 ( 人文社科版 ) 》 2 0 0 3 年第 7 期 。

不同 的人来分担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 、 享又和
④ 西蒙 ． 库兹涅茨 ： 《各国的经济增长 》 , 常勋等译 , 商务印

劳动 、 生产 和消 费 , 它需要劳动 力 的转移 。

”⑤书馆 Ｉ 9 8 5 年版 , 第 8 7 页 。

可见 , 经济发展 、 技术进步 、 社会分工都在促
⑤ 马克思 ： 《资本论⑶ 1 卷 , 人民出版社 節 年版 ’ 第 3 8 8

页 。

使着农民工的市民化 。⑥ 迈克尔 ？ 托达罗 ： 《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 》 , 于 同 申等译 ,

美国经济学家迈克尔 ？ 托达罗 ( Ｍ．
Ｐ

．Ｔ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 9 8 8 年版 ’ 第 3 5 4 页 。

ｄａｒａ ＞ 通过托达罗人 口流动模型所揭示的城乡预
⑦

期收人差异理论也进
一

步说明 了农民工市民化 1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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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产业迁移农民工市民化的产业迁移 , 对于助推农民工市

英国古典经济学创始人威廉 ？ 配第 ( Ｗｉｌ
－民化提供了新的思路 。

ｌ ｉａｍＰｅｔｔｙ ) 曾在 《政治算术》 中指出 ,

“

产业间通过产业迁移视角可 以使我们更加清晰地

收益差异明显 , 呈现出 工业收益大于农业 , 商理解我国的农民工市 民化进程 , 着力实现农民

业收益大于工业 , 形成促使社会劳动者从农业工市民化的 自主选择与社会秩序统
一

, 更好地

流向工业和商业的迁移动机 。

”① 英 国古典经济实现产业发展和农民工市民化的协调互动 。

一

学家亚当 ？ 斯密 ( Ａ ｄａｍ Ｓｍ ｉｔｈ ) 在此基础上从方面农民工通过 自主选择进人到城市就业 , 相

城乡商业联系和劳动分工视角 , 分析研究劳动关产业发展政策应及时出 台实施 , 从而促进有

力转移 , 指出劳动力城乡转移是市场扩展水到定居意愿的农民工实现市民化 ； 另一方面应充

渠成的 自然结果 。

② 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们所揭示 分尊重农民工的 自主选择 ’ 通过公平合理社会

的劳动力在产业之间转移的思想 , 为后来发展 秩序的确立为 回到农村的农民工提供同样可以

经济学家论证劳动力转移规律提供了逻辑起点 。
过上高质量生活的发展机会 。 同时 , 注重实现

发展经济学家威廉
． 阿瑟 ？ 刘易斯提出 的二元 城市成长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 。 城市群 的发

经济模型 , 对于深刻理解发展中国家城镇化过 展应充分尊重产业发展规律 , 合理布局轻重工

程中的人 口 流动 问题具有很强的启发意义。 威 业 , 进而实现第一 、 二 、 三次产业的融合发展 。

廉 ？ 阿瑟 ？ 刘易斯通过分析工业化过程中劳动 深刻理解农民工市民化的产业迁移规律 , 对于

力人口 及其价格的变化趋势 , 还提出 了
“

刘易 实现我国产业结构发展的转型升级具有极强的

斯拐点
”

的概念 。

③ 所谓
“

刘易斯拐点
”

是指随启发意义 。

着经济的发展 , 农业领域的富余劳动力并不会 3 ＿＆胃 自

无限的以相对低廉隨格供给于非农纖 ,

“

人城镇化的发展可以理解为农民变市民 的过

口 红利
”

到达一定阶段就会 自 动消失 。 这对于 程 , 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 ． 舒尔茨 ( Ｔｈｅｏｄｏｒｅ

理解城镇化过程中农业转移人口肺Ｒ化碰Ｓｃｈｕ ｌｔｚ )—

城市化现象 , 都具有很强的分析指导意义 。本 、 报＿风＿—＿■人。 在他

美国经济学家古斯塔夫 ？ 拉尼斯 ＣＧｕｓ ｔａｖｔ的小的 、 ＋入的 、 域中 ’Ｍ

Ｒａｎｉｓ ) 和费景
、

汉 ( ＪｏｈｎＣ．Ｈ．Ｆｅ ｉ ) 提出 的拉尼
是微调企业家 , 调谐的如此微妙 ,

以至许多专

斯
一

费景汉模型 ( Ｒａｎｉｓ
－Ｆｅｉｍｏｄｅ ｌ ) 则进一步完

家未能看出他们如何有效率 。

”⑥ ？奥多 ？ 飾

善了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 , 强调了工业部ｎ
茨认为 , 在城镇

？
发展的过程中 , 农民在

？
注

和农业部门发展的动态均衡增长关系 。

④ “

刘易
也在使整体■变得Ｓ；

斯拐点
”

是二元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产生 的 ,

是农民群体 自 主选择的结果 。 在推进农 民工市
①

＾

廉

＾＾＾
治算术 》 ’

马研译 ’ 商务印书馆 觀年

民化的过程中 , 应通过建立公平合理的社会秩② 亚当 ． 斯密 ： 《 国富论 》 上卷 , 郭大力 、 王亚南译 ,
三联书

序使农民工实现
“

进退 自 如
”

, 即
＂

进
”

可成为店■ 年版 , 第 ｓ
￣

ｌ 2 页 。

、
＿＿＾

Ｖ
“

、
一③Ｗｉｌ

ｌ
ｉａｍＡｒｔｈｕ ｒＬｅｗｉｓ

,ＡＭｏｄｅ
ｌｏｆＤｕａｌｉ ｓｔ ｉｃＥｃｏｎｏｍ ｉｃｓ

,

市民 ,
退

”

可回乡 耕田 。 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
1 9 5 4

,
Ｎｏ．  3 6 , ｐｐ．  4 6

－

5 1 ．

的发展应处于一种相互深度融合 、 互联互通的④Ｆｅｉ ． ＣＨ． ａｎｄＲａｎｉｓ． Ｇ ’Ａ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Ｅｃｏ ｎｏｍ ｉｃＤｅｖｅ
ｌ
ｏｐ

－

状态 。 社会学家凯尔勃格ＣＡ． ＬＫｅ ｌ ｌｂｅｒｇ ) 等人
ｍｅｎ ｔ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ＥｃｏｎａｎＵｃＲｅａｌ伽 ’ 1 9 6 1

, Ｎａ 9
, 3 2 1 

－

3 4 1 ．

将工业部门分为正式工业部门 和非正式工业部⑤Ｗｉｌｌ ｉａｍ

Ｔ． Ｄｉｃｋ ｅｎｓ

, Ｔｈｅ Ｒｅ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 ｏｆＳｅｇｍｅｎ ｔｅｄＬａｂｏｒ

门 , 当正式工业部门需要劳动力时会优先从非—ｋｅ ｔＴｈ ｅｏｒｙ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ｖｉ ｅｗ ,

 1 9 8 8
,

正式工业部门 中转移 , 而后非正式工业部 门再
⑥ 西奥多

．

舒尔茨 ： 《穷人经济学 》 , 王宏昌译 , 中国社会科

从农业部门 中转移富余劳动力 。
⑤ 这为我们理解学出版社 1 9 8 6 年版 , 第 4找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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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有效率 。 城镇化的发展需要充分调动农 民市平合理的社会秩序保证农业与工业 、 农村与城

民化的积极性 , 而对于如何调动农民市民化的市的协调互动 , 进而实现农民工市民化的 良性

积极性 , 则需要赋予农民更多经济 自 由选择的发展 。

权利 。 西奥多 ？ 舒尔茨更加强调农民市民化的＝^

动态性 , 农民会根据现实的经济环境做出 理性
二、

1

的经济选择而不会无原则 地进人城市就业 。 在在
＂

自主选择与社会秩序统
一

”

这一分析

西奥多 ． 舒尔茨看来 , 农民选择到城市就业是 框架下 , 有效推进农民工市 民化需要把握两个

经过反复 比较后的理性经济行为 , 应该全面地基点 。

考虑农业发展与工业发展的互动 。 (

一

) 自主选择是社会秩序规范的前提

英国经济学家雷文斯坦 ( Ｅ ．Ｇ ．Ｒａｖｅｎｓｔｅ
ｉ
ｎ )农民工市 民化需要不断实现 自主选择与社

提出的人 口 流 动推拉模型 , 则从人 口 流动 的迁会秩序统一 , 充分的 自 主选择是社会秩序规范

出地和迁入地两个方面分别分析影响人 口 流动完善的前提 。 农 民 自 主选择
一

旦发生 , 直接引

的
“

推力
”

因素和
“

拉力
”

因 素 。 人 口 流动推发的社会失序就是农民与 土地关系 的矛盾 。

一

拉模型对于研究农民工市民化具有很强的参考是与承包地的矛盾 。 在工业化 、 城镇化加速发

价值 , 通过分析影响农民工市 民化 自 我调适行展过程 中 , 出现 了农业副业化 、 农业劳动力老

为的相关因素 , 可 以为我们更好地促进农民工龄化 、 农村空心化
“

三化
”

问题和 留守儿童 、

市民化 提供思路 。 在此基础上 , 美 国 学者李妇女 、 老人三大群体 。 为解决这一问题 , 党 的

( Ｅ ．Ｓ．Ｌｅｅ ) 分别从迁人地 、 迁出地、 中间 障碍 、 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

迁移者个人四个方面的相关因素来详细论证人营权流转市场 ,
通过转包 、 出 租、 互换 、 转让 、

口 流动推拉模型 。

① 李 ( Ｅ ． Ｓ ． Ｌｅｅ ) 通过系统地股份合作等形式 , 促进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 ,

分析论证 , 进一步诠释 了人 口迁移的多影响因形成适度的规模经营 , 发展专业大户 、 家庭农

素推拉理论 。 在此过程中 , 流动人 口在多要素场 、 专业合作社等经营主体 。 2 0 1 3 年 4 月 , 李

的影响下不断实现着迁移行为的 自 我调适 。克强总理在 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提出农村五个新

农民工市民化 自我调适的完成还更多地依型经营主体 , 除了原有的专业大户 、 家庭农场 、

靠家庭成员 的力量 , 正如美国经济学家马丁 ＊专业合作社以外 , 增加了 龙头企业和股份合作

明塞尔 ( Ｍ．Ｍｉｎｃｅｒ ) 指 出的 ,

“

家庭在劳动力迁社 , 而且把股份合作社列为首位 。 早在上个世

移过程中发挥了极为关键的作用 , 做出迁移决纪 8 0 年代 ,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罗村镇下柏村

策及参与迁移过程的从来都不是
一个人 , 而是就建立 了第

一个股份合作社 ； 在 9 0 年代以后 ,

以
一

个家庭为基本单位 。

” ② 以家庭为单位来考虽然遇到 了
一些非议和阻力 , 但是股份合作仍

察农民工市民化的 自我调适 ,
可以更好地总结在各地发展 。 广东 、 浙江 、 江苏 、 北京等地涌

我 国农民工市民化的规律 。 我 国社会整体正处现出
一

批典型 , 积累 了很多经验 。 农地股份合

于乡土社会向 城乡 社会 、 熟人社会向都市社会作制不仅使农民从对土地的依附关系 中解放出

的转型过程 中 , 家庭因素在农民工落脚城市的 来 ,
而且使农民通过股权的形式获得了财产性

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 家庭的 内部弹性为农 收人 , 进一步增强 了城镇化过程中农民的 自 主

民工市 民化提供了更多可能 ’ 有时发挥促进作 选择能力 。 二是与宅基地和房屋的矛盾。 厉 以

用
, 有时也会起到抑制作用 。 实现农民工市 民



化的 自主选择与社会秩序统
一

,

一

方面应加快① Ｋ ＆ Ｌｅｅ
,
ＡＴｈｅｏ ｒｙｏ ｆＭ ｉｇｒａ ｔｉｏｎ ,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ｙ , 1 9 6 6 ,

农村的各项改革 , 农业的稳＠ 发展始终是促进
② Ｎ ａｔ ｉｏｎ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ｓ ,Ｅｃ ｏ

－

农民工市民化的基础 ,
另一方面要通过建立公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ｖｕ

,
1 9 7 8 , Ｎｏ

．  2 1 , ｐｐ．
 4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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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在全国政协十二届
一

次会议经济界和农业界以根治 , 从而也从
一

个方面倒逼我们必须采取

联组会上提出 , 要让农民得到承包地使用权和循序渐进式的户籍制度改革 。 采用循序渐进式

权证 , 宅基地使用权和权证 ,
宅基地上 自建房的改革策略是有序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必然选

屋的产权和房产证 。 农民有了三权三证 , 就有择 , 而分层次分步骤地推动户籍制度改革则是

了财产 , 有了财产性收人 。 这后两项财产性权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 户籍制度的改革在

利 , 通过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加以明晰和通过相保证赋予农民工更多 自 主选择空 间的 同时 , 也

关的法律法规予 以保障 , 任何人都无权剥夺。 需要在整个国家层面确立更为合理的社会秩序 。

国家应该允许农民带着这
“

三项权利
”

进城 ,在提供就业服务方面 , 政府应在充分发

让农民
“

进退有路
”

, 形成井然有序 、 稳定协调挥市场机制 的基础上及时
“

补位
”

, 即在充分

的社会秩序 。保障农民工群体 自 主选择就业的 基础±确立

(
二

)
良好社会秩序确保 自主选择有效实现更具有公共性和服务性 的社会秩序 。 特别是

良好的社会秩序将有效确保农民工 自 主选 对于就业特殊 困难群体 , 政府应通过多种举

择的实现 , 具体可 以从户籍 、 就业、 医疗 、 养 措整合各方资源创造性地为他们提供高匹配

老 、 住房等方面着手加 以改革进而确立公平合
度的职位 。 政府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 对

理的社会秩序 。 加快推动户籍制度改革是推 3于农民工市民化群体所需的就业服务应该有所

农民工市民化的关键 , 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
分类 , 即对于农民工市民化群体中不同年龄段

有关推进农民工市 民化精神的指导下 , 中央城Ｗ人群应有针对性地提供就业服务 。 提升农民

镇化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从 目前我国顏化发展
工的职业技能 , 可能对于中青年农民工市民化

要求来看 , 主要任务是解决已经转移到城镇就
群体更斯效性 。 为农民工市民化群体提供就

业的农民工落户问题 。 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
ｍｕｍ— ’—

市落户限制 , 有序紐中賴輔户随1 , 纟
■＆ 、 Ｍ

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 , 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 ,
巾

口 规模ＪＢ经转糊難就ｉｋ喊 民工雜 ｆ
动户籍制度改革首先要解决 的群体 , 他们在＋

Ａ医疗是 民生 之需 , 农 民工市 民化群体 的

ｆＳ“

看病难、 看病贵
”

问题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 ？
生活 , 这充分说 月 了他们 已 Ｉ被所在的賴

■而成为了事实上的市 民 。 新 型城镇化是
体＝考 2 在内 们＝际困；制Ｓ
具可■＿疗＿■ 。 ．卫生体制改革

ｉｋ的农民 工—有 序
应在维护整体社会秩序公平合理的基础上 , 赋

ｍ °

＿予包括农民工市民化群体在内 的全体社会成员
城镇的发展需要人 口 的集聚 , 全面放开建更多 自 主选择的空 丨司 。

养老是民生之依 , 实现农 民工市民化群体
—力 —巾？的

“

老有所养
”

是完善我国养老保障制度的重
■Ｐ＿ｌ

、

要内容 。 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离不开养老保障机
＿制特 入 口

細不断完善 , 这是 由我国农民工市民化群体
实 国情充分研判基础上做出 的务实认知 ’ 城市

的特点所决定的 。 这些特点表现为 ：

一方面是
发展过程中遇到 的各种问题决定了不可能一刀

切式地全面放开所有城镇 的落户 限制 。 当 即 ,

① 《 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 , 《人民 日报 》 2 0 1 3 年

我 国很多大中城市存在严重的
“

城市病
” 而难 1 2 月 1 5 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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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国农民工市民化群体的流动性相对较高 ； 另类别的城镇住房供应体系 。 其中 , 不断完善城
一方面是我 国农 民工市民化群体对养老保障制镇住房保障体系是贯穿解决好农民工市民化问

度普遍没有深入全面的了解 。 针对农民工市 民题的一项重要任务 。 有效解决农民工市民化群

化群体的养老问题 , 国家宏观层面应以维护整体的住房问题 ,

一方面需要在不违反现有法律

体社会秩序公平合理为出发点确立农民工市 民规章制度的前提下充分尊重农民工的 自主选择 ,

化群体养老保障制度的改革框架 。另一方面是要通过公平合理社会秩序的确立进

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离不开住房问题的解决 , 而有效满足农 民工市 民化群体最基本 的住房

特别是需要不断完善城镇住房保障体系 。 具体需求 。

说来 , 可以将推进农民工市 民化与住房问题的

关系分解为 以下三方面的 内容 ：

一

是促进农民本文作者 ： 解安是清华 大学 马克 思主义 学

工市民化人 口落户城镇是以就业和住房为前提 ,院经济 学教授 、 博士生导师 , 清华 大学

住房是农 民工市民化群体的刚性需求 ；
二是改城镇化与城 乡 统筹研究 中 心 副 主任 ； 朱

造农民工市民化群体居住 的城镇棚 户区和城中慧 勇 是清华 大学 马克 思主义 学 院博士研

村是以解决住房问题为重点 ；
三是引导农民工究生

群体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需要充分考虑城责任编辑 ： 任朝旺

镇住房供应体系的优化 , 关键是健全多层次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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