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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外媒視為撐起中國整體經濟的

部分農民工「無啖好食」。 資料圖片

■製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欣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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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中國＋全球化
每年農曆新年的「春運」，全國各地的火車站

都會出現萬人空巷的景象─數以萬計的外省農民

工都聚於站外，以求搶購回鄉的火車票，不少民工苦

候逾周，仍然一票難求。風雪瀰漫的火車站外，「遊子還

鄉」的感人故事俯拾皆是，但你有無想過，這些賺人熱淚的故

事背後，其實是因「城鄉戶籍二元制」(簡稱「戶籍二元制」)導致

的城鄉差異所交織出來？這些農民工在農村生活困苦，只好離鄉背

井到城市打工謀生，但其「農民」戶籍卻令他們不能享受城內的教

育、醫療、人事及社會保障等福利，迫使他們成為「二等公民」，

在社會的狹縫內求存。 ■黃德正　中學通識教育科教學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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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率先將市內所有「農民」和「非農民」

的戶籍劃一登記為「居民戶籍」，放鬆原「農民」

人口享用城市福利的限制；又計劃今年實現全

市統一戶籍，城鄉居民可自由遷移。

1. 根據上文，舉例解釋農民工群體衍生的主要原因。

2. 根據上文，分析農民工在城市工作面對甚麼問題，試舉例加以說明。

3. 承上題，有何措施解決這項問題？試舉例加以討論。

4. 你在何等程度上認同「內地若不徹底解決城鄉差距問題，貧富懸殊將進一步加劇」這個說
法？解釋你的答案。

5. 綜合上文並就你所知，評論「統一戶籍」對解決農民工問題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欣欣

定義 「農民」與

「工人」的合稱，意指

進城打工的農民，全

國共有約2億人。

推因素：
•三農問題：農業成本太高，務農

收入不夠維生，導致農民貧窮。

•人口增長快，獲分配田地大減。

拉因素：
•城市月入是務農幾倍。

政府大力發展城市，忽略農村發展。

農民遠赴城鎮工作

城鄉差距

被指不合時宜

近年社會不斷湧現改
革聲音

面對問題

戶籍二元制導致農民工

不能享受城市福利。

戶籍二元制
將人口戶籍按地域和

家庭成員關係劃分為

「農民」和「非農民」，限

制農民進入城市，阻止

城市人口流動。

來自湖南省邵陽市
的農民工孫澤玉，南下廣東省打工已近15年。自
從妻子離世，他便成為家庭唯一的經濟支柱，獨
力肩負起養育母親和小女兒的重責。他表示，家
鄉屬較貧困的鄉村，加上人口增長快速，因此自
2008年起，每人獲分配的田地面積幾乎減半，
「靠種田收入根本養活不了全家」。根據資料顯
示，農民的人均收入僅為城市人的四分一，故村
內有不少青少年相繼離鄉進城打工。

湘農南下甘當「二等公民」
孫澤玉在30歲時來到廣州，並跟隨同鄉到地盤

工作，其後經過朋友介紹，轉到惠州市一間磁鐵
生產工廠工作，現時每月收入約2,000元 (人民

幣，下同)，若計算加班的津貼，有時甚至可達
3,000元。這看來甚為微薄的薪酬，其實已是耕
田種菜所得的幾倍，「在家種田，是不可能掙
這麼多的」。單以廣東、湖南及湖北一帶的省份
而言，農民種田的收入僅為400元至600元，與
城市打工所得差天共地，故仍有不少農民工放
棄農村的財產，甘願當上「二等公民」到城鎮
打工。
孫澤玉的故事是全國2億農民工的真實寫照，

他的經歷恰好透視目前的城鄉差異，以及由此所
致的「三農問題」及「農民工問題」。而這一切
都是由與生俱來的戶籍所引起─在現今的中國，
人民的出生已斷定整輩子的命運。

■資料來源：《香港文匯報》

農民工是誰？
農民工(又稱民工)是中國現行戶籍制度衍

生的特殊群體，是「農民」與「工人」的合稱。在目前全國13億人口
中，有9億農民，但務農的收入低微，難以養家活兒，因此不少農民選
擇遠赴外省打工，賺取比農民高數倍的收入。據統計，現時全國有
逾2億農民工，大部分的教育水平低下，較多從事勞動性行業，且
因戶籍屬「農民」，因此不能享有城市的各種福利。

登《時代》封面獲表揚
2009年，4名農民工登上《時代周刊》的

雜誌封面，稱他們為「中國的脊樑」，
以表揚他們在金融危機期間以
極龐大的勞動力支撐起
中國的整體經濟。

1958年1月9日，中華人民共和國頒布《中華人
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制定常住、暫住、出
生、死亡、遷出、遷入和變更共7項人口登記制
度，並將人口戶籍按地域和家庭成員關係劃分為
「農民」和「非農民」(即「戶籍二元制」)，以明
文法律嚴格限制農民進入城市，阻止城市人口流
動，令「農村」和「城市」之間築上高牆，彼此
難以僭越。
這部條例同時制定具體的勞動就業制度、醫療

保健制度，以及在接受教育、轉業安置、通婚子
女落戶等方面所衍生出的許多具體規定，整體構
成一個利益向城市人口傾斜、包含社會生活多個
領域、措施配套、組織嚴密的體系。
1977年，國務院頒令，要求公安部更嚴格地控

制「農(民)轉非(農民)」，規定每年「農轉非」的人
數不得超過非農業人口的1.5%*，加上審批過程繁
複、嚴謹，令農民戶籍更難獲更改。據統計，農
民的收入不及城鎮的1/4，加上中國過去30年的經
濟迅速發展，並以工業、金融為主軸，可見農業
的發展空間被壓縮得更小。

專家指過時籲廢除
有專家認為，「戶籍二元制」以出生城域、家

屬關係界定人口身份的做法不合時宜，又造成城
鄉差異及三農問題，當局應考慮廢除此制。
事實上，「戶籍二元制」有其政治使命。中共

建政前，國人享有遷徙自由，城市和農村的人口

流動性強；而1952年至1957年間(即頒布「戶籍二
元制」前)，農村遷入城市的人口高達2,000萬人。
中共建政初期，正值內憂外患暫息，鑑於城市人
口流動性強容易造成治安問題，因此政府開始
手制訂相關管制措施。1948年，中央社會部發出
《新解放城市的公安工作介紹》，當中指出：「戶
口工作是管理城市的重要環節，是建立革命秩
序、掌握社會動向，了解階級關係、限制壞人活
動的工作基礎，是公安工作不可缺少的工作。」
有專家分析指，上述內容反映人口管制政策有其
政治使命，尤以「反革命」和「維穩」為首任。
*註：根據2006年數據，已發展國家每年的遷移率

為10%以上，其中美國更高達25%。

■資料來源：綜合各大報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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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下種菜僅數百
闖城打工掙幾千

過去10年，內地要求改革戶籍制度之聲不絕於耳，而政府亦正 手討論改革事宜，不少大城市開
始制定新戶籍政策，以破除城鄉差異。以四川省成都市為例，該市在2003年起逐步廢除二元戶籍，
首先以「準入條件」代替「入城指標」。以往的「入城指標」是按外來人士的學歷、收入、工作性
質、執業資格等作為計分準則(亦有扣
分準則)，要達到指定分數才可取得當
地的城市戶籍；而新規定提出，只要外
來人士在成都市有合法固定住所、穩定
的職業或生活來源，就可在成都落戶，
大幅簡化「農轉非」的程序。
2004年，成都市政府逐步統一戶口，

將市內所有「農民」和「非農民」的戶
籍劃一登記為「居民戶籍」，逐步放鬆
原「農民」人口享用城市福利的限制；
當局又計劃，今年實現全市統一戶籍，
城鄉居民可自由遷移。

戶籍二元制限人口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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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三農問題？
「三農」一詞由中國經濟

學家溫鐵軍於1996年提出，
所指的是「農民、農村和農

業」；2000年，湖北省監利縣棋盤鄉黨委書記兼三
農問題專家李昌平，向時任國務院總理朱鎔基上
書，指出「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
並出版《我向總理說實話》一書，隨即被傳媒廣泛
報道。李昌平的文章指出，務農基本上難以賺錢維
生，以耕作1畝田為例，僅務農成本已達200元，加
上其他「雜項」(如繳稅)，其經營成本動輒高達300
元至800元不等，但1畝田的收入可能只有400元，這

種情況導致只
有一兩成農民
能有營利，其
餘八九成皆虧
本收場。不少
年輕農民抱
「要死也要死在
城市，下輩子
不做農民」的
怨氣，離開農
村，到城市打
工。至 2 0 0 3
年，中共中央

正式將「三農問題」納入工作報告，不單 手處理
農民苦況，並開始討論戶籍改革。

力谷城市教育 漠視農村需求

誠然，政府 力發展城市，因此不論教育、經
濟、交通、住屋或醫療等福利，無不遙遙領先農
村，令「農村真窮」。以教育為例，《政務院關於
整頓和改進小學教育的指示》強調要發展城市小
學，鄉村一般靠民辦小學；而學前教育對部分農村
更是天荒夜談，間接令農村孩子「輸在起跑線」。
而重點中、小學一般會建於城鎮，相反，建於農村
的重點學校乏善足陳。「文化大革命」以後，政府
為加速國家的教育發展和提高教學素質，將人力和
財力集中於城市，藉以取得更高的「成本效益」，
被視為擴闊城鄉教育差異的「元兇」。2004年的數據
顯示，城鎮人均受教育年限為9.43年，鄉村是7年，
可見兩者的教育差距。
嚴格的戶籍制度，加上「三農問題」，造就了城

鄉差異；即使農民可到城鎮打工，卻難以「農轉
非」，更遑論享用城市的福利和保障。農民工的教
育水平低，大多只能做一些需要體力勞動且危險的
工作，但因缺乏完善的保障制度，他們被僱主剝
削、拖薪的新聞時有聽聞。有人說：「他們在城市
一個月的收入已較農村高數倍，這已是對他們最大
的補償。」同學不妨思考一下，這又是否擁有尊嚴
的生活？ ■資料來源：綜合各大報刊

成都統一戶籍「城農」自由遷移

成都5次戶籍改革
2003年 以「條件准入」代替「入城指標」；

2004年 改革沿襲近50年的城鄉戶籍二元制，取消「農

業戶口」和「非農業戶口」的性質劃分，統一

登記為「居民戶口」；

2006年 率先實現本市農民租住統一規劃修建的房屋可

入戶；

2008年4月 實現本市農民租住私人住房可入戶，徹底打破

由貨幣築起、阻礙農民向城鎮轉移的壁壘。

2012年 實現全市統一戶籍，城鄉居民可自由遷徙。

■資料來源：綜合各大報刊 ■農民獲分配的田地面積越來越少。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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