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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ocial security issue of migrant workers is the inherent requirement and essential content 
of solving the problem of migrant workers. Systematically combing the evolution path, hotspots 
and frontiers of social security research for China’s migrant workers in the past two decades is 
conducive to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migrant workers’ social security practices. Based on 
the ideas and methods of bibliometrics, this paper uses CiteSpace V software to measure and 
analyze the 1011 literature data from CNKI database and draw scientific knowledge map.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he hotspots of social security for migrant workers in China in the 
past 20 years have covered the social security system for migrant workers, the social security 
content for migrant workers, the citizeniz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and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The main research frontiers are concentrated in urbanization and social in-
suranc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urbaniz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and urban inte-
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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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根本和关键在于完善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解决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系统地梳理近

二十年中国农民工社会保障研究的演进路径、热点和前沿，有利于农民工社会保障实践的进一步深入开

展。基于文献计量学的思想与方法，利用CiteSpace V软件对检索得到的1011条源于CNKI数据库的文献

数据进行计量分析并绘制科学知识图谱。研究结果表明：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内容、农民工市民化及新

生代农民工是近二十年中国农民工社会保障研究的热点；而研究前沿主要包括城镇化、新生代农民工、

社会保险、农民工市民化和城市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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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人口流动，城镇化，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是中国跨世纪的艰难而伟大的社会经济工程[1]。农民工

是该社会经济工程的特殊产物，是推动中国建设发展的重要群体，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2018 年 4 月，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7 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指出，2017 年农民工总量达到 28,652 万人，与 2016
年相比增加 481 万人，增长率为 1.7%，增长速度比上年提高了 0.2% [2]。此前，习近平代表第十八届中

央委员会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向大会作的报告指出就业是最大的民生，要促进农民工

多渠道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构筑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3]。种种迹象表明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工

群体迅速发展增多，逐渐在我国劳动大军与产业工人中占据主体地位。相较于其数量的庞大，农民工群

体在受教育程度，社会经济地位及就业保障等层面上表现出其弱势的特点，更需要社会保障制度的支持

与保护。因此，对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进行研究，构建合理的社会保障体系逐渐成为广大研究者们关注

的焦点。 
我国研究者对农民工社会保障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面对数量庞大的文献资料，如何有效利用已成

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鉴于此，尽快了解当前中国农民工社会保障研究的现状，全面把握农民工社会

保障研究的热点前沿和演进趋势，对于促进当前中国农民工社会保障研究是很有必要的。为全面、有效

地展现我国农民工社会保障近二十年来的研究成果，探究其研究热点与发展路径，本文借鉴文献计量学

的方法，充分利用 CNKI 数据库中的文献资料，借助 CiteSpace 中的关键词共现、突变词检测等技术，对

中国农民工社会保障的研究现状、热点前沿、发展路径进行可视化分析，较为详细地展现了农民工社会

保障研究的整体情况，为进一步深化农民工社会保障研究创造了条件，更为农民工社会保障实践的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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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开提供了理论依据。 

2. 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本研究使用的文献数据均来自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CNKI 是目前国内学者使用最多、文献收录

最全面的数据库，收集了期刊、论文、专利年鉴等在内的各类型文献数据，是文献计量学研究的重要数

据来源。本文选取核心期刊和 CSSCI 期刊作为本研究的文献数据来源，这有效保证了研究的科学性和学

术水平。在数据收集过程中，先进入高级检索，后将文献类型限制为期刊，再以“农民工社会保障”作

为主题词进行检索，共检索出 1011 条有效数据，数据检索时间为 2019 年 1 月 12 日(表 1)。 
 
Table 1. The data of literature data 
表 1. 文献数据获取资料 

检索科目 检索内容及结果 

获取时间 2019 年 1 月 12 日 

检索时间范围 2001 年至 2018 年 

文献来源 CNKI 收录的核心期刊及 CSSCI 数据 

文献类型 期刊 

检索主题 农民工社会保障 

检索结果 1011 条(涵盖文献名称、研究机构、发文作者、基金项目、关键词、参考文献等) 

2.2. 研究工具 

本研究采用 CiteSpace V 软件[4]对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 

3. 中国农民工社会保障研究文献特征分析 

3.1. 时间分布特征 

文献计量学认为，对特定研究主题相关文献的时间分布特征进行分析可以了解该研究主题的发展趋

势及学术界对其关注程度。从图 1 和对已有文献的分析来看，2001 年至 2018 年农民工社会保障研究主

要包括三个阶段。一是极速发展阶段，从 2001 年至 2005 年共历时五年。2001、2002 年零星的一篇文章

到 2005 年的六十篇文章，短短五年内相关文章的发表呈指数增长。这表明农民工社会保障逐渐引起了学

术界的广泛关注，但在这一时期内，发表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学术期刊较少，有影响的研究团队尚未形成。

二是成果爆发阶段，主要集中在 2006 年至 2010 年间。这一时期内，发文期刊和文章数量快速增长，每

年相关文章的发表都在百篇以上。究其原因是因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日益严峻，农民工与现有的保障制

度之间的冲突加深，引起了国家的重视。与之相应，国家出台了相关的规章政策，这使得更多的研究者

开始关注这一问题，试图为解决这一问题添砖加瓦。三是成熟稳定阶段。经过前期近十年的研究积累和

不断深入，部分研究团队已发展成型，一些基本问题已达成共识，相关研究逐渐深化，浅层次研究相应

减少，发文量出现降低的趋势且稳定在一定数量水平上。 

3.2. 核心作者分析 

核心作者是指发表论文较多、影响较大的作者集合，是学科发展的领头羊[5]。从 2001 年至 201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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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农民工社会保障形成了部分有影响力的核心作者，他们的研究成果不仅深化了农民工社会保障的研

究，而且促进了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与落实，具有深远的理论与实践价值。将数据导入 CiteSpace 
V，时间范围选择为 2001 至 2018 年，节点类型设置为“Author”，其他为默认，生成作者发文频率表，

如表 2 所示。 
从表 2 可知，重庆大学的肖云是对农民工社会保障研究影响较大的核心作者。肖云是较早开始关

注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学者之一，纵观其从 2004 年发表的《青壮年农民工的失业及社会保障状况研究 
 

 
Figure 1. Statistics on the amount of publications 
图 1. 发文量统计 
 

Table 2. Analysis of high-frequency authors 
表 2. 发文高频作者分析 

频数 作者 

12 肖云 

8 刘传江 

6 杨立雄 

5 高君 

5 赵蓉 

5 刘芳 

4 黄锟 

4 程建林 

4 丁宪浩 

https://doi.org/10.12677/ass.2019.86145


彭程 等 
 

 

DOI: 10.12677/ass.2019.86145 1056 社会科学前沿 
 

——对重庆市 954 名青壮年农民工的调查与分析》[6]开始到其 2009 年发表的《新形势下的农民工就

业：基于二次分化的思考——以 2834 名农民工为例》结束[7]，肖云分别从理论思辨和实证调查的角

度出发，对农民工社会保障进行了详细的研究探讨。从理论角度上看，肖云分别从正反两面论证了农

民工社会保障的重要性，提出农民工社会保障存在的十大矛盾[8]，并对农民工社会保障立法模式与制

度进行了设想[9]。在实证调查上，肖云在不同时期分别以重庆市为样本对农民工社会保障现状进行调

查，立足于农民工二次分化[7]、农民工失业[10]、农民工养老[11]等问题，为重庆市农民工社会保障提

出了有效的政策性建议与针对性对策，也为其他省市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参考。武汉大

学的刘传江是另一位农民工社会保障研究的核心作者。刘传江主要从路径选择和制度创新角度[12]，
以武汉市农民工调查数据为基础，将中间选民理论应用于农民工政策制定中，提出加强农民工职业培

训、构建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等措施[13]。此外，高军、汪国华、郭立场、胡务、谢建社等核心作者

的研究主题主要集中在新生代农民工、农民工市民化、农民工就业、医疗保障、农民工社会融合等方

面。徐光耀、李春根、杨桂宏、汪华、李晓云、梅建明等主要从现状、问题、影响因素等相关问题对

农民工社会保障进行研究。 

3.3. 研究机构分布及机构合作分析 

表 3 展示了农民工社会保障研究的主要研究机构的发文数量。从发文频数来看，重庆大学贸易与

行政学院是农民工社会保障发文数量最多的研究机构，信阳师范学院、武汉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

浙江林学院人文学院、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等紧随其后，在农民工社会保障研究领域具有

重要地位。 
 

Table 3. Analysis of high-frequency organizations 
表 3. 发文高频机构分析 

频数 作者机构 

14 重庆大学贸易与行政学院 

8 信阳师范学院 

8 武汉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 

7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 

7 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 

5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 

5 浙江林学院人文学院 

5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 

 

图 2 呈现了农民工社会保障研究主要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关系。从主要研究机构合作网络及节点强

度来看，武汉大学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研究中心、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及武汉大学经济研究所有直

接节点连接，东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和东北农业大学文法学院之间也有直接节点连接，且他们处

于同一所大学；西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和重庆坤源律师事务所之间也存在着合作，他们同处于西南地

区，具有地域相关性和机构不同质性；贺州学院人文管理系和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同样也存在合作，

他们分别位于不同地区，具有跨地区性，农民工社会保障主要研究机构具有机构内分工合作、地域合作

和跨机构合作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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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Research institution cooperation network and node analysis 
图 2. 研究机构合作网络与节点分析 

4. 中国农民工社会保障研究可视化分析 

4.1. 研究热点分析 

在文献计量学中，把握特定领域的研究热点主要通过对关键词共现进行分析。本文选择“keyword”
为节点类型，将时间范围设置为 2001 年至 2018 年，采用寻径算法(Path Finder)，生成农民工社会保障研

究的关键词聚类分析图谱及高频高中心度词表，详见表 4 和图 3。 
 
Table 4. Top 10 high frequency, high center keywords 
表 4. 前 10 的高频、高中心度关键词 

频次排序 中心度排序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中心度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中心度 

1 农民工 679 0.97 1 农民工 679 0.97 

2 社会保障 272 0.23 2 社会保障 272 0.23 

3 农民工市民化 84 0.11 3 农民工社会保障 62 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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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4 新生代农民工 68 0.07 4 农民工市民化 84 0.11 

5 养老保险 63 0.05 5 社会保障制度 36 0.09 

6 农民工社会保障 62 0.12 6 城市化 24 0.09 

7 社会保险 53 0.07 7 制度安排 14 0.08 
 

通过对关键词的频次统计和聚类分析表明，我国农民工社会保障研究重点突出。从图 3 结果来看，

农民工社会保障研究领域的重点大致可以划分成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研究和农民工社会保障内容研究。

从表 4 结果可以看出，农民工市民化及新生代农民工具有较高的出现频次但其中心度较低，可能是因其

出现年份较晚。基于表 4 和图 3 的可视化数据，在仔细分析已有文献后，可以将 2001 年至 2018 年国内

农民工社会保障研究的热点概括为以下四类： 
1) 对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的研究。改革开放是农民工出现的直接原因，后经济不断发展进步，农民

工群体也日益增多，逐渐庞大。这一庞大的群体被研究者们称为边缘人、弱势群体，绝大多数没有任何

社会保障，而城乡二元结构正是农民工缺少社会保障的制度性原因。王海霞指出城乡分隔的二元社会保

障体系是我国主要的社会保障制度，农民工作为新的社会群体，被排斥在这个保障体系之外，农民工的

权益保障形成了制度性的缺失[14]。何宏莲等认为我国现行的城镇社会保障制度共济性较差，农民工不在

该保障制度范围之内，现行社会保障制度与农民工城市化的冲突日益凸显，城乡一体化的制度安排是化

解现行社会保障制度与农民工城市化冲突的有效途径[15]。 
2) 对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内容研究。农民工社会保障并不是一个单一简单的问题，其包含社会生活中

的各个方面，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缺一不可。于盈通过对广东省河源市埔前镇的调查发现农民工现有

医疗保险面临着十大挑战，并据此提出根据农民工在城镇工作的时间长短，分别把他们纳入不同的医疗

保险体系中[16]。陈冬梅等通过调查研究发现农民工是否参保主要由企业决定而不是农民工本身，企业通

过多种方式逃避社保缴费，使农民工的社保参保率降低[17]。 
3) 对农民工市民化与社会保障间关系的研究。农民工逐渐被城市接纳，成功成为市民，是一个造福

亿万农民工、顺应我国改革发展的重大突破，能有效解决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朱广琴等认为农民工市

民化需要社会保障支持[18]。秦加加等认为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因素主要分为内因和外因，内因主要包括

农民工自身因素，外因主要指制度性因素，并从五个不同的制度因素分析并据此提出推进农民工市民化

的完善对策[19]。 
4) 对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的研究。新生代农民工指的是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及之后出生，进城工

作 6 个月及以上的，常住城市，户籍地在乡村的劳动力。新生代农民工一般较早进入社会，游离于城市

和乡村之间，基本没有从事过农业生产，成长环境与父辈明显不同，呈现出不同的群体特征。他们想获

得城里同龄人一样的基本待遇，但受到经济收入、文化程度等多种因素影响，他们依旧缺少归属感，缺

少必要的社会保障。李立等认为新生代农民工难以融入城市的主要障碍是社会福利难以覆盖、归属感缺

失[20]。曾煜指出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水平一般较初代农民工高，对社会保障的诉求更为强烈，并从社会

保障、户籍制度等方面对完善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进行了思考并提出建议，认为应尽快将其纳入我国

城镇社会保障体系以及公共政策和公共管理服务[21]。 

4.2. 热点演进分析 

对农民工社会保障研究的核心文献、高被引核心文献进行分析可以了解该领域的知识演进进程。本

文将“keyword”设置为节点类型，将时间范围设置为 2001 年至 2018 年，其余均为默认设置，选择寻径

算法(Path Finder)，生成农民工社会保障关键词共现时区图谱，如图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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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Keyword clustering analysis 
图 3. 关键词聚类分析 

 

 
Figure 4. Keyword co-occurrence area 
图 4. 关键词共现时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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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社会保障研究是在理论与实践互动过程中得以强化和发展的。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

郝续宽等 31 名代表首次提出关于制定农民工社会保障法的议案(第 549 号) [22]。此前，已有部分研究者

开始关注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但国家层面的提法使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成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立即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2001 年，李强首次对农民工失业与社会保障问题进行了实证调查研

究，揭示了农民工失业现状及社会保障溃泛的问题，深入探讨了农民工违规活动的根本原因并提出了部

分对策，开启了农民工社会保障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研究[23]。此后，多数研究者都从需要与权益的角

度上对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的必要性进行了阐述，探讨了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可能存在的问题

及构想。杨立雄另辟蹊径首次对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的可行性进行了研究，提出了解决农民工社保

问题的三种方案并对其可行性进行了分析后指出解决农民工社保问题需把农民工纳入农村社会保障体

系[24]。 
2005 年，原公安部正式提出打破二元户籍的界限，探索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管理制度[25]。部

分研究者开始从农民工市民化的角度出发探讨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曾祥炎等认为通过“土地换

保障”将农民工纳入城市社会保障体系既符合农民工自身特点，又有利于我国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推进，

同时此方案不会给政府财政造成过大压力，更有利于农村土地的整合与流转[26]。王国辉等在研究中指出

了农民工乡城迁移的三个阶段，认为农民工退出引起的民工荒和技工短缺是农民工市民化及其社会保障

制度建立的临界点[27]。沈君彬从和谐社会的角度出发探讨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认为当前构建和谐社会

的主要矛盾之一是农民工社会保障的缺失，各种不合理制度及公众利益诉求机制的不完善等造成了农民

工社会保障的缺失。为破解这一难题，应当在宏观的制度层面上恢复农民工的国民待遇的同时采取诸如

完善立法、规范劳动关系、发挥工会维权作用等针对性举措来维护农民工权益[28]。 
2006 年，我国农民工已存在一段时间，群体内部逐渐开始分化，年龄等特征出现明显差异，社会上

开始出现一代和二代农民工之分，研究者们将较为年轻的农民工称为新生代农民工，并将其独立出来进

行研究。张志胜是首批关注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的学者之一，其在研究中指出“新生代”逐渐成

为农民工群体的主要组成部分，他们的文化素质和法律意识相较于初代农民工都有了极大的提高，但劳

动权益仍然受到侵害，要从户籍改革、职业培训、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等方面提出新生代农民工劳动权益

的保障方略[29]。 
2010 年起，研究者不再局限于关注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必要性、现状及政策等宏观问题，他们开始将

研究视角聚焦于农民工本身，农民工社会态度、参保意愿、市民化意愿等开始成为研究者们关注的焦点。

陈海英分析了农民工社会态度的现状及原因，并在此基础上得到了部分启示[30]。关于农民工市民化意愿

的研究始于 2007 年，2010 年后开始涌现出大量的相关研究。梅建明等基于全国农民工的调研数据考察

了三类农民工的群体特征，对影响市民化意愿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其指出农民工个体特征、社会生

活状况等对市民化意愿有不同程度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重视差异、关注诉求等政策建议[31]。由此可见，

对于农民工社会保障的研究可以分为两个阶段，起初研究者们较多的关注农民工社会保障的重要性、现

状及相关政策，研究的焦点是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多考察宏观层次，研究方法上兼顾了定性和定量研究。

后期研究在关注制度性问题的同时开始聚焦于农民工自身，研究者逐渐开始关注农民工心理及市民化意

愿，研究层次由浅入深，宏观和微观都得到了兼顾，研究方法上定性和定量共存，二者并进。 

4.3. 研究前沿分析 

在 CiteSpace V 软件中，我们将“node types”中的主题设置为“keyword”，通过该软件中的

“burstness”功能对关键词突变率进行可视化，后按照年份和强度截取部分突变词，生成农民工社会保

障主题词突变知识图谱，如图 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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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5. Sudden keyword knowledge map 
图 5. 突发性关键词知识图谱 

 

由图 5 可知，城镇化、社会保险、新生代农民工、农民工市民化及城市融入具有较高的突变强度

(Strength)，是当前农民工社会保障研究的热点前沿。新型城镇化是近年来学者们较为关注的问题，其核心

是人，农民工在城市居民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大，城镇化研究不可忽视这一群体。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

者开始关注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的构建及完善，已成为农民工社会保障研究领域的不可忽视

的前沿话题。社会保险是社会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民工获取社会保障的重要方法和直接手段便是参与

社会保险，但现存社会保险制度仍存在不公，农民工保险购买率较低、购买意愿不强，关于此的研究也一

直备受研究者关注。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越来越壮大，逐渐取代了初代农民工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主要组成部

分，他们与初代农民工有着完全不同的生活环境及其特殊的群体特征，其社会保障诉求的愿望更为强烈，

该群体逐渐成为了农民工社会保障研究的主要对象。农民工市民化是解决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的最好方法

和最终结果，但城市对于农民工来说缺少归属感，农民工融入城市一直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农民工融入

城市离不开市民化进程的推进，加快农民工市民化，改善农民工的待遇，理应成为农民工社会保障研究的

热点。 

5. 结论 

本文在对 2001~2018 年农民工社会保障研究文献收集、整理的基础上，采用文献计量学并结合

CiteSpace V 软件对来源于 CNKI 收录的 1011 条文献数据进行分析，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有关农民工

社会保障的研究现状、演进脉络和最新发展趋势的整体认知，其主要结论是： 
农民工社会保障研究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且形成了部分核心作者群和稳定的机构合作关系。2001

年至今，农民工社会保障研究可以分为快速发展、成果爆发及成熟稳定三个阶段；肖云、刘传江、高军、

汪国华、郭立场、胡务、谢建社等研究者是农民工社会保障研究领域的核心作者；重庆大学贸易与行政

学院、信阳师范学院、武汉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

究中心是农民工社会保障研究领域中具有重要影响的机构，各机构间具有机构内分工合作、地域合作和

跨机构合作的特点。 
农民工社会保障的研究对象及研究主题随着时间变化有着明显的变化趋势。对农民工社会保障研究

的可视化分析显示，农民工社会保障研究的演变趋势有以下特点：新生代农民工逐渐取代初代农民工成

为主要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从单一的理论研究逐渐演变成理论和实际并重、思辨与调研并举；研究角

度也从宏观的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必要性、现状及制度问题转向中微观的农民工社会态度、参保意愿及市

民化意愿等。但贯穿于整个农民工社会保障研究中的始终是对其制度的研究，可见制度问题是农民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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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保障的根本问题。 
农民工社会保障研究热点始终围绕着国家政策，与国家政策发展相辅相成。通过关键词共现、突现

词分析可以发现，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内容、农民工市民化及新生代农民工是近二十年中国农民工社会

保障研究的热点；而研究前沿主要包括城镇化、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险、农民工市民化和城市融入。

两者都基于理论和实践需要，以如何在不同的现实社会背景下实现农民工社会保障为根本目的。 
农民工是中国改革开放所特有的产物，立足于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

发展之间的矛盾，农民工社会保障难以充分实现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直接体现。完善农民工社会保障

制度，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将有利于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缓解，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农民工市民

化是解决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的最好方式和最终结果，值得深入研究。现有的农民工社会保障的知识图

谱分析结果表明，农民工参与社会保险过程中的种种阻碍及协调机制并没有引起广泛的重视，农民工归

属感缺失也没有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法，存在学术增值空间。因此，在对已有研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深

入探究构建有效协调机制的方式，关注农民工城市归属感及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将有利于农民工社会保障

体系的构建，理应成为新时代农民工社会保障的研究重点。 

参考文献 
[1] 辜胜阻, 简新华. 当代中国人口流动与城镇化[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4: 1-5. 

[2] 国家统计局. 2017 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R]. 北京: 国家统计局, 2018. 

[3]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R]. 2017. 
[4] Chen, C. (2014) CiteSpace II: Detecting and Visualizing Emerging Trends and Transient Patterns in Scientific Litera-

ture. Journal of the China Society for Scientific & Technical Information, 57, 359-377.  
https://doi.org/10.1002/asi.20317 

[5] 史书侠, 李海亮, 杨华. 2005-2010 年 “情报科学”刊出论文作者分析[J]. 情报科学, 2012, 30(2): 277-281. 

[6] 肖云, 石玉珍. 青壮年农民工的失业及社会保障状况研究——对重庆市 954 名青壮年农民工的调查与分析[J]. 
青年研究, 2004(10): 22-25. 

[7] 杜毅, 肖云. 新形势下的农民工就业:基于二次分化的思考——以2834名农民工为例[J].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 
2009(4): 47-52. 

[8] 肖云, 杜毅. 农民工社会保障十大矛盾分析[J]. 南京社会科学, 2008(5): 86-90. 

[9] 刘丹, 肖云, 唐浩诚. 农民工社会保障立法模式与制度设想[J]. 商场现代化, 2006(28): 299-300. 

[10] 肖云, 徐艳. 论农民工失业及社会保障机制的建立与完善——以重庆市为例[J].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版), 2005, 35(1): 60-66. 

[11] 石玉珍. 青壮年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参与倾向微观影响因素分析——对重庆市 954 名青壮年农民工的调查与分

析[J]. 中国农村经济, 2005(4): 34-39. 

[12] 刘传江, 程建林. 农民工社会保障的路径选择与制度创新[J]. 求是学刊, 2008, 35(1): 55-59. 

[13] 徐建玲, 刘传江. 中间选民理论在农民工市民化政策制定中的运用——基于武汉市 436 位农民工的实证研究[J]. 
管理世界, 2007(4): 40-45. 

[14] 王海霞. 二元社会保障体系下的农民工权益保障[J]. 学术界, 2005(2): 205-210. 

[15] 何宏莲 , 陈文晶 , 徐嘉辉. 我国现行社会保障制度与农民工城市化的冲突与融合[J]. 学术交流 , 2014(10): 
204-208. 

[16] 于盈. 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民工医疗保障问题研究——以广东河源埔前镇为例的考察[J]. 学术研究, 2010(10): 
82-95. 

[17] 陈冬梅, 袁艺豪. 为什么社保改革后农民工参保率依然相对低?——以上海市杨浦区为例的实证研究[J]. 上海经

济研究, 2014(10): 109-116. 

[18] 朱广琴, 余建辉. 农民工市民化需要社会保障支持[J]. 学习论坛, 2016, 32(1): 38-41. 

[19] 秦加加, 杨文杰. 城乡统筹背景下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制度困境与路径优化研究[J]. 经济研究参考, 2016(40): 

https://doi.org/10.12677/ass.2019.86145
https://doi.org/10.1002/asi.20317


彭程 等 
 

 

DOI: 10.12677/ass.2019.86145 1063 社会科学前沿 
 

81-85. 
[20] 李立, 胡静波. 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保障缺失及对策研究[J]. 社会科学辑刊, 2015(5): 65-68. 

[21] 曾煜. 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保障诉求及实现路径[J].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0(12): 177-181. 

[22] 盛华仁 . 关于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代表提出议案处理意见的报告 [N]. 人民日报 , 
2005-03-13(04). 

[23] 李强. 城市农民工的失业与社会保障问题[J]. 新视野, 2001(5): 46-48. 

[24] 杨立雄. 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的可行性研究[J]. 社会, 2003(9): 40-43. 

[25] 刘鸿渊，梁娟利, 彭新艳. 中国农民工市民化的知识图谱分析——基于 2004-2018 年 CNKI 核心期刊和 CSSCI
数据[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18, 39(11): 233-240. 

[26] 曾祥炎, 王学先, 唐长久. “土地换保障”与农民工市民化[J]. 晋阳学刊, 2005(6): 37-41. 

[27] 王国辉, 穆怀中. 民工荒、技工短缺与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的临界点[J]. 人口与经济, 2005(4): 13-19. 

[28] 沈君彬. 农民工权益保障缺失: 现状、根源、对策——以构建和谐社会为视角的解读[J].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 
2005(9): 61-64. 

[29] 张志胜. 新生代农民工劳动权益保障研究[J]. 求实, 2007(1): 90-92. 

[30] 陈海英. 农民工群体的社会态度研究[J]. 安徽农业科学, 39(33): 20766-20768. 

[31] 梅建明, 袁玉洁. 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基于全国 31 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的 3375
份农民工调研数据[J]. 江西财经大学学报, 2016(1): 68-77. 

 

 

 

 
 
 
 
 
 
 
 
 
 
 
 
 
 
 
 

 

知网检索的两种方式： 

1. 打开知网页面 http://kns.cnki.net/kns/brief/result.aspx?dbPrefix=WWJD 
下拉列表框选择：[ISSN]，输入期刊 ISSN：2169-2556，即可查询 

2. 打开知网首页 http://cnki.net/ 
左侧“国际文献总库”进入，输入文章标题，即可查询 

投稿请点击：http://www.hanspub.org/Submission.aspx 
期刊邮箱：ass@hanspub.org 

https://doi.org/10.12677/ass.2019.86145
http://kns.cnki.net/kns/brief/result.aspx?dbPrefix=WWJD
http://cnki.net/
http://www.hanspub.org/Submission.aspx
mailto:ass@hanspub.org

	Research Status, Hotspots and Evolution of Study on Social Security for Peasant Workers in China
	Abstract
	Keywords
	中国农民工社会保障研究现状、热点及趋势
	摘  要
	关键词
	1. 引言
	2. 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2.2. 研究工具

	3. 中国农民工社会保障研究文献特征分析
	3.1. 时间分布特征
	3.2. 核心作者分析
	3.3. 研究机构分布及机构合作分析

	4. 中国农民工社会保障研究可视化分析
	4.1. 研究热点分析
	4.2. 热点演进分析
	4.3. 研究前沿分析

	5. 结论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