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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建筑企业农民工安全现状的调查与分析

龚　华 , 　李会雅

(石家庄铁道学院 研究生分院 ,河北 　石家庄 　050043)

　　摘 　要 :采取问卷调查和现场访谈的方法 ,对中国中铁和中国铁建所属 8 家局级铁路建筑

企业进行了调研。对这些单位 663 位农民工样本 ,从收入、劳动合同、保险、工会、工作强度与

时间、个体健康情况 (体检) 、精神文化生活满意度、食宿满意度、当前生存状况的满意度、岗前

技能掌握程度、工作经验、安全教育与培训、安全感觉、安全意识、工作方式安全性、施工设备与

环境、安全管理与监督等 17 个参数 ,共归纳为 9 个方面进行调查 ,其中部分问题辅以 216 位样

本管理人员的访谈。通过样本分析 ,对铁路建筑企业农民工安全现状进行评价 ,并针对存在的

问题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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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urity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n Migrant Workers

of Rail way Construction Enterprise
GON G Hua , L I Hui2ya

( Graduate School ,Shijiazhuang Railway Institute , Shijiazhuang 050043 ,China)

Abstract :In this paper , survey and on2site interviews methods are used to investigate 8 railway

const ruction enterp rises owned by t he Chinese Railway Group Limited and China Railway Const ruc2
tion Corporation. 663 samples of migrant workers are chosen for t he research. From 17 parameters

such as income , labor cont ract s , insurance , t rade unions , and the intensity of t he work , individual

healt h condition (p hysical examination) , spirit ual and cult ural life satisfaction , satisfaction wit h room

and board , satisfaction of t he current state survival , p re2post master skills , work experience , educa2
tion and t raining in safety , security , sense of safety awareness , work safety , const ruction equip ment

and t he environment , safety management and supervision etc. 9 aspect s are summed up to investigate

and samples of 216 managers are interviewed in part of the p roblems. Through t he analysis of samples

t he security status quo of the railway const ruction business migrant workers is evaluated and recom2
mendations are made against t he existing problems.

Key words :safety management ; migrant workers ; railway const ruction enterp rises ; questionnaire

survey

　　一、引言

“十五”期间 ,中国建筑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

率为 22 . 5 %。据中国建筑业协会最新统计数据

显示 ,2007 年我国建筑业总产值突破 5 万亿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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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 50 018 . 62 亿元。建筑业从业人数已占全国

工业总从业人数的约 1/ 3 ,已名副其实地成为国

家的支柱产业之一。中国建筑企业整体竞争力也

正接近国际领先水平。在美国《财富》2008 年度

“全球最大 500 家公司”排行榜名单中 ,中国铁路

工程总公司、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中国建筑工程

总公司、中交集团和中冶科工集团五家建筑企业

都进入世界 500 强 ,占全球 14 家上榜建筑企业的

5 个席位。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和中国铁道建筑

总公司在这 5 家中国入围企业中排到了前两位。

建筑业是劳动密集型行业 ,就业容量巨大 ,吸

纳的农民工已占农村进城务工人员总数的三分之

一左右。据国家统计局 2004 年的数据 ,全国建筑

业从业人员总计 3 893 万人 ,其中施工现场一线

的操作人员基本是农民工 ,达 3 201 万人 ,占总人

数的 82 %左右[ 1 ] 。工程建设的巨大投资和从业

人员的庞大规模使得安全事故的后果异常严重和

巨大。我国工程建设中的安全管理水平一直较

低 ,每年由于安全事故丧生的从业人员超过千人 ,

直接经济损失逾百亿元[ 2 ] 。特别是近年来重大恶

性事故频发 ,已引起我国政府和人民群众的普遍

关注。而发生伤亡事故的人员绝大部分工人是农

民工。综上所述 ,研究铁路建筑企业农民工安全

现状 ,找到农民工出现安全事故的原因 ,对于提高

我国建筑安全管理水平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研究方法

以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和中国铁道建筑总公

司的下属单位中的农民工作为研究对象。限于资

金和调研工作量等原因 ,选取其中部分有重要影

响的公司。这部分公司采用分层配比抽样方法 ,

按照伤亡人数、铁道部质量信誉度分值、安全兑现

奖金等与安全管理相关指标对这些公司进行分

层 ,共分为 3 层 ,各抽出 2、4、2 共 8 家局级单位进

行问卷调查。问卷调查以铁路施工企业农民工为

主要研究对象 ,部分问题辅以管理人员的访谈和

问卷填写。共分发问卷 960 份 ,其中农民工调查

问卷 720 份 ,管理人员 240 份。经过“无效问卷甄

选机制”的仔细甄别 ,其中 879 份为有效问卷 (农

民工 663 份、管理人员 216 份) 。问卷回收之后 ,

将有效问卷的数据进行统计 ,使用描述性统计的

方法来处理数据[ 3 ] 。

三、铁路建筑企业中的农民工安全现

状分析

在问卷结果的基础上 ,本部分主要研究铁路

建筑企业中农民工的收入、劳动合同[ 4 ] 、保险、工

会、工作强度与时间、个体健康情况 (体检) [ 5 ] 、精

神文化生活满意度、食宿满意度、当前生存状况的

满意度[ 6 ] 、岗前技能掌握程度、工作经验、安全教

育与培训、安全感觉、安全意识[ 7 ] 、工作方式安全

性、施工设备与环境 ,以及铁路建筑企业的安全管

理方式。通过交叉综合的分析 ,找到以上参数对

农民工施工安全的影响因素 ,以及目前铁路建筑

企业农民工安全管理的关键点。

(一)收入情况

受测数据中显示 ,在 663 份有效样本中 ,月收

入在 1 200～1 500 元者占 367 位 ,为总体样本的

55 . 35 % ;1 500 元以上者占 296 位 ,为总体样本的

44 . 65 %。农民工在工地的月收入都在 1 200 元

以上 ,而 1 500 元以上的几乎占到一半 ;在是否按

时发放工资上 ,竟出现 100 %的人没能按时拿到

工资 ;在是否全额发放上 ,也有 73 %的人无法拿

到全额工资。这说明了农民工在工地上的收入普

遍高于在其他行业打工。相对高的报酬使农民工

选择在工地工作 ,但却无法按时足额拿到工资 ,这

样严重影响了农民工的工作情绪。

根据状态违章理论 ,人的精神状态对其施工

及安全能力影响非常大 ,这样引起的结果称为状

态违章。人本身对自己精神状态的无序安排、受

情绪影响、透支体力、休息无规律等情况都会出现

状态违章[ 8 ] 。这种由工资引起的情绪 ,增加了其

在工作中发生安全事故的概率。

在收入组成上 ,80 . 84 %的人收入中有安全奖

金 ,安全奖的设立 ,也说明了铁路建筑企业已经普

遍意识到安全奖金对农民工安全行为的激励作用。

(二)劳动合同、保险和工会

受测数据中发现 ,60 . 63 %的农民工签订了正

式的劳动合同。签订劳动合同是我国劳动法规定

必须强制执行的 ,而农民工作为低文化水平群体 ,

往往在这一方面处于弱势群体。不高的比例说明

一旦发生了安全事故 ,有很多农民工的权益难以

得到保障。

保险通过分散风险及提供经济补偿 ,可以使

农民工能够安心工作 ,减少后顾之忧。铁路建筑

企业为农民工购买保险的比例占到了 71 . 9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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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的保险类型包括医疗保险、养老金、工伤保

险、其他保险 ,比例分别为 50 . 08 %、43 . 14 %、

28 . 36 %、11 . 92 %。施工现场是安全事故多发的

场所 ,医疗保险和工伤保险居多不足奇怪 ,这里需

要说明的是养老金的比例虽然不高 ,但它同时也

体现出了铁路建筑企业人性化管理的一点进步。

工会是职工自愿结合的工人阶级的群众组

织。它可以依法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在这部

分调查中 ,有 86 . 88 %的农民工所在单位有工会

组织 ,但参与工会活动的样本比例只有 17 . 65 %。

说明农民工对工会的认识严重不足 ,对工会的作

用不了解 ,所以 ,参与性很低 ,白白失去了一条维

护权益的途径。

(三)工作强度、时间和个体健康情况

受测数据中表明 ,在工作强度上 ,50 . 68 %的

农民工认为工作强度很大 , 但身体能承受 ;

36 . 80 %的农民工认为工作强度一般 ; 也有

12 . 52 %的农民工觉得工作强度过大 ,身体承受不

了。这说明建筑工地的工作强度还是很大的。在

工作时间方面 ,74 . 51 %农民工的工作时间在 12

～16 小时 ,15 . 69 %农民工的工作时间在 10 小时

左右 ,只有 9 . 80 %农民工的工作时间在 8 小时左

右。有 90 . 20 %的农民工工作时间超过了劳动法

中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八小时的规定。过大的工

作强度 ,过长的工作时间 ,使得农民工身心疲惫 ,

注意力不易集中 ,极易发生安全事故。

建筑工地的工作强度如此高 ,而工作时间又

很长 ,严重超时。健康和良好的身体状态是保障

建筑工地工作的基础。受测数据中 ,100 %的人说

自己没有影响工作的病史。但在体检方面 ,只有

13 . 73 %的人有定期体检 ,更有 14 . 93 %的人从来

都没有体检过。86 . 27 %的人没有定期体检行为 ,

是一个极大的安全隐患。

(四)生活满意度

在 663 份有效样本中 ,农民工生活满意度的

调查结果详见表 1。

表 1 　农民工生活满意度

样本 满意 比较满意 不满意 很不满意

饮食、住宿满意度
人数 176 478 9 0

比例/ % 26 . 55 72 . 09 1 . 36 0

精神文化生活满意度
人数 0 324 311 28

比例/ % 0 48 . 87 46 . 91 4 . 22

当前生存状况满意度
人数 207 410 34 12

比例/ % 31 . 22 61 . 84 5 . 13 1 . 81

　　在饮食、住宿满意度上 ,选择满意和比较满意

者的比例分别为 26 . 55 %和 72 . 09 % ,而不满意者

只有 1 . 36 % ,这说明铁路建筑企业的工地硬件条

件还是较好的。在精神文化生活满意度上 ,比较

满意者比例为 48 . 87 % ,不满意和很不满意者却

有 46 . 91 %和 4 . 22 % ,满意度较低。农民工只在

物质生活方面得到满足是不够的 ,如果在精神文

化生活上也得到满足的话 ,农民工的精神状态会

更加轻松 ,心情也会愉悦 ,工作压力也会减少 ,这

样对工作安全也有一定的帮助。

在当前生存状况满意度调查上 ,选择满意和

比较满意者为 31 . 22 %和 61 . 84 % ,选择不满意和

很不满意的占 6 . 94 %。这其中 ,对当前生存状况

不满意的主要原因有 ,工资低 ,占 43 . 48 % ;家庭、

田地无人照顾 ,占 26 . 08 % ;没有社会保障 ,占

19 . 57 % ;其他原因 ,占 10 . 87 %。

(五)岗前技能的掌握程度和工作经验

在岗前技能的掌握程度调查中 ,663 份有效

样本中 ,在学校有过相关专业学习者 154 名 ,占

23 . 23 % ; 岗前参加过技能培训者 509 名 , 占

76 . 77 % ;全部经过了专业学习。在工作经验上 ,

调查者 663 名农民工全部有 1 年或 1 年以上的工

作经验。

而以上几点对工作的帮助性调查结果为 :

100 %的农民工样本都认为在学校有过相关专业

学习 ,岗前参加过技能 ,工作经验对他们的工作安

全都是有帮助的。认为有很大帮助的按比例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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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列分别是工作经验占 65 . 76 % ;在学校有过相

关专业学习占 19 % ;岗前参加过技能占 12 . 22 %。

认为有帮助的按比例高低排列则是岗前参加技能

培训占 87 . 78 % ;在学校有过相关专业学习占

81 % ;工作经验占 34 . 24 %。

与这部分相关的还有一项调查 ,就是上岗证

的数据。41 . 32 %的农民工是由企业资助或由企

业提供特殊工种的培训获得上岗证的 , 另有

38 . 57 %的农民工是通过自己的进修获得相关上

岗证的 ,甚至还有 20 . 11 %的农民工根本没有相

关上岗证就开始工作了。

(六)工作安全感觉和意识

受测数据中表明 , 在工作安全感觉上 ,

21 . 27 %和 54 . 45 %的农民工感觉工作安全和比

较安全 ,16 . 44 %和 7 . 84 %的农民工感觉工作不

安全和很不安全。在安全意识上 ,58 . 37 %的农民

工认为自己很好 ,41 . 63 %的农民工认为自己比较

好 ,但有时会因为一些原因而忽略安全问题。没

有一个人认为自己的安全意识不太好或不好。

在施工过程中的工作方式的调查上 ,52 . 79 %

的农民工牢记安全生产规定 ,严格按照施工要求

作业 ;47 . 21 %的农民工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比较

注意安全。在数据交叉后 ,发现 63 . 57 %的认为

自己安全意识较好的农民工在实际工作中会因为

贪图方便而忽略安全问题。据研究 ,有近 80 %的

安全事故的发生与责任者的心理因素有关[ 9 ] 。安

全意识好并不意味着不会出事故 ,只有严格按照

施工要求作业 ,才能杜绝安全隐患。侥幸心理、冒

险心理和麻痹心理是绝对不能出现的。

(七)安全教育培训

受测数据中显示 ,在 663 份有效样本中 ,全部

参加过企业组织的安全教育培训。在安全教育培

训的频率上 ,100 %的农民工经常接受安全教育培

训。这说明铁路建筑企业对安全的重视程度很

高 ,也深刻的意识到安全教育培训的作用。

对安全教育培训的掌握情况方面 , 只有

38 . 61 %的农民工能够完全掌握 ,61 . 39 %的农民

工只能够基本掌握 ,接受度比较低。能接受的培

训方式统计上 ,实战操练占 51 . 43 % ,课堂讲授占

32 . 13 % ,录像教学占 29 . 11 % ,学习文字资料占

20 . 51 % ,互动讨论占 8 . 45 %。

(八)施工设备与环境

公司发放个人安全劳防用品情况 ,58 . 37 %的

样本是足量发放 ,27 . 60 %的样本能发放 ,但不能

每人都有 , 14 . 03 %的样本没有发放。个人安全

劳防用品更新情况 ,82 . 35 %的样本遇到破损 ,可

以更新 ,17 . 65 %的样本没有更新。而在机械设备

维护检修情况 ,97 . 44 %选择了定期检修 ,2 . 56 %

选择遇到问题再检修。

对在施工环境不符合条件下 (大风 ,暴雨 ,暴

雪等) 施工作业的调查 ,13 . 12 %的农民工在恶劣

天气下工作过 ,86 . 88 %的农民工没有在恶劣天气

下工作过。

管理人员在企业对农民工安全生产方面的投

入的调查中 ,共计 216 位的管理人员认为基本足

够 ,能满足安全生产的要求。

(九)安全管理与监督

在企业的农民工安全管理措施统计上 ,

70 . 59 %的农民工认为安全管理措施很完善 ,

29 . 41 %的农民工认为安全管理措施不太完善 ,

38 . 89 %的管理人员认为安全管理措施很完善 ,

61 . 11 %的管理人员认为安全管理措施不太完善。

认识方面存在着偏差。

在企业安全管理措施贯彻情况统计上 ,

45 . 55 %的农民工认为已贯彻到自己 ,很到位 ,

54 . 45 %的农民工认为基本贯彻 ,有些没有到位 ;

同样的问题 ,52 . 31 %的管理人员认为已贯彻到自

己 ,很到位 ,47 . 69 %的管理人员认为基本贯彻 ,有

些没有到位。这说明了安全管理措施的贯彻性 ,

越到底层 ,贯彻度越低。对于企业领导重视安全

监督管理 ,经常检查的判断 ,100 %的样本选择是。

在工作所在地政府的安全监督上 ,100 %的样本选

择有。以上 3 点对农民工安全帮助见表 2。

管理人员回答哪些安全工作对农民工的安全

管理最有效的问题时 ,所有的人都提到安全培训

和安全奖金的作用最大。

另外 ,在公司安全人员配备情况上 , 30 . 56 %

的管理人员认为安全员到位 ,很合理 ;69 . 44 %的

管理人员认为安全员到位 ,不太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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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安全管理与监督对农民工工作安全的的帮助

对农民工工作帮助的种类 样本 (农民工) 有很大帮助 有帮助
有一定帮助 ,

但作用不大
没有帮助

企业安全管理措施
人数 89 574 0 0

比例/ % 13 . 42 86 . 58 0 0

企业领导安全监督
人数 78 585 0 0

比例/ % 11 . 76 88 . 24 0 0

工作所在地政府的安全监督
人数 182 317 164 0

比例/ % 27 . 45 47 . 81 24 . 74 0

　　四、结论及建议

通过上述对铁路建筑企业中农民工现状的调

查 ,得到的结论和建议如下 :

从农民工的自身角度来说 ,他们对法律法规

的认识严重不足 ,造成了劳动合同和保险的不完

善。又由于自身的文化程度不高 ,所以理解程度

与贯彻力度不高 ,同时也造成了维权意识的缺乏。

这样不但农民工自身的安全得不到法律的保护 ,

欠薪 ,养老 ,事故赔偿等等还成为了社会难题。相

关部门要引导和培养农民工充分认识工会的作

用 ,使工会组织优势切实发挥出来 ,成为农民工维

护自身权利的便利途径。

在调查中可以看到 ,大部分农民工的工作时

间超过了劳动法中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 8 小时的

规定。过大的工作强度 ,过长的工作时间 ,使得农

民工身心疲惫 ,注意力不易集中 ,极易发生安全事

故。并且 ,农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严重匮乏。在

满足和加强农民工物质生活的同时 ,也应该关注

他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平衡两个生活 ,这样才能

减少他们的生活压力 ,以轻松愉快的心态去工作 ,

也减少了出现安全事故的概率。同时 ,施工企业

要认真落实农民工的定期体检工作 ,拥有了健康

的身体素质和良好的生活状态 ,才能减少安全事

故的发生概率。

农民工自身的安全意识需要加强。随着工作

年限的增加和工作经验的丰富 ,农民工的侥幸心

理、冒险心理和麻痹心理逐渐抬头 ,安全意识逐步

淡化。对于这点 ,企业和政府必须予以重视。

从铁路建筑企业角度而言 ,安全培训的工作

仍需加强 ,安全培训必须是经常性的 ,辅导的形式

应该多样 ,结合农民工自身的特点 ,多进行实战操

练 ,使农民工能够更多的掌握知识。应该避免学

习形式大于内容的问题。铁路建筑企业相对与其

他建筑企业 ,有着更雄厚的资金实力和更完善的

企业制度 ,但依然要加强防护工具的发放和更新

工作。安全管理措施更应该在贯彻和落实上下功

夫 ,避免贯彻力度逐级变弱的现象。

现在的工程任务 ,工期都很紧张 ,所以为了赶

工期 ,在施工环境不符合条件下 (大风 ,暴雨 ,暴雪

等)施工作业的事情时有发生。大自然的变化多

端 ,是人类无法掌握的 ,在恶劣天气和环境下的施

工是必须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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