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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解济阳区农民工群体工伤保险参保现状，本文基于计划行为理论，采用完全随机抽样法，对济阳区农民工群体进

行调查问卷和访谈，并结合 ＳＰＳＳ 和二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模型对农民工工伤保险参保决策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结果显示，
济阳区农民工工伤保险参保率偏低，影响农民工参保率的主要因素有健康因素、就业因素、经济因素以及政策制度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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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在我国经济社会转型时期，农民工这一特殊群

体在城市经济改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农民工的

保障问题也越来越突出。 国家统计局发布《２０１８ 年

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截止 ２０１８ 年末全

国农民工总量达到 ２８８３６ 万人，环比增长 ０．６％。 其

中，大专及以上文凭的农民工占 １０．９％。 比上年提

高 ０．６ 个百分点。 农民工总体文化水平的提高使其

参保意识也有所提升。 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

计，２０１６ 年我国参加工伤保险的总人数为 ２１８８７ 万

人，其中农民工为 ７５１０ 万人；２０１７ 年参加工伤保险

人数 ２２７２６ 万人，其中农民工为 ７８０７ 万人；２０１８ 年

参加工伤保险人数 ２３８６８ 万人，其中农民工人数为

８０８５ 万人。 由此可见，我国参加工伤保险的人数虽

然在不断上升，但农民工的工伤保险参保率还处在

较低水平。 因此，分析农民工工伤保险参保行为的

影响因素，据此发现问题并提出相关建议，以促进农

民工工伤保险参保率，是很有必要的。
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如何保障农民工的权益、

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公共资源均等化，进一步推

进城市化发展进程，国内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研究。
岑敏华等学者（２０１５ 年）从农民工职业病风险的角

度，提出扩宽工伤保险补偿范围，并对职业病人的伤

残津贴进行动态调整，以保障其合法权益［１］。 吕惠

琴等（２０１６ 年）通过对比参保农民工和未参保农民

工经济损失及和应然理赔标准、用人单位参保成本

收益，发现参加工伤保险与需求失衡严重，需调整工

伤保险的基金项目和补偿额度比例［２］。 杨桂宏等

学者（２０１６ 年）了解一线城市农民工参保状况，明确

了影响农民工群体参保的相关因素，进行定量分析，
提出要提升农民工的就业质量，推进农民工城市

化［３］。 黄萱等（２０１９ 年）从法律层面提出要保障农

民工群体的合法权益［４］。 还有很多学者从实际情

况出发，了解各地农民工的实际情况，并提出相关建

议。
工伤保险作为社会保险体系的组成部分，对农

民工起着重要的保障作用，但各地实际情况不同，需
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本文以济南市济阳区为基

点，结合相关文献的有益成果和指导性意见，着重把

握农民工工伤保险参保的现行状况，结合实地调查



数据，从不同层次和不同角度得出农民工工伤保险

参保的影响因素，并进行细致分析，为保障农民工的

工作与生活、改进农民工工伤保险制度建言献策。
１　 相关理论及研究方法

１．１　 计划行为理论（ＴＰＢ 理论）
计划行为理论是 Ａｊｚｅｎ 在 １９７５ 年提出的理性

行为基础理论上深化发展得来的，态度、主观规范、
直觉行为控制、行为意向和行为是计划行为理论的

五大要素［５］。 非个人行为意志完全控制的行为，不
仅受行为意向的影响，还受执行行为人的个人能力、
社会环境等因素的影响。 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结合

现有的研究，农民工是否参加工伤保险的影响因素

主要归结为五类：个人因素、经济因素、健康因素、就
业因素和参保现状。
１．２　 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１．２．１　 数据来源

本次研究通过文献综述、问卷调查、个人访谈等

方法，对济阳区内 ３ 个街道的农民工工伤保险参保

现状及其相关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分析农民工

工伤保险参保行为的影响因素，发现问题并提出相

应的对策建议，以期提升农民工的参保意识、促进人

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１）调查对象。 为了确保数据调查真实有效，

本次调查有专业的调查员一起调查，调查范围在济

阳区的 ３ 个街道，调查员在调查前先确定好被调查

者是否符合条件，并对符合调查条件的农民工进行

调查；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 ９０ 份、回收问卷 ８０ 份，
有效问卷数为 ７３ 份。

（２）调查内容。 本次研究采用自行设计的调查

问卷，对济南市济阳区的农民工群体采取完全随机

抽样的方式进行调查。 调查内容包括个人因素、经
济因素、健康因素、就业因素和参保现状。 个人因素

包括性别、年龄、婚姻、文化程度、户籍所在地、工作

所在地；经济因素包括月均收入、家庭年收入、经济

是否宽裕；健康因素包括总体健康、有无职业病、职
业病种类；就业因素包括劳动合同签订、工作年限、
企业性质、企业规模和岗位类别；参保现状包括工伤

保险参保意愿、是否参保、有无利用、其它险种参保

情况及就职企业对参保的支持等。
１．２．２　 研究方法

在本次调查研究中，每份问卷大约耗时 ５ 分钟。
运用统计软件 ＳＰＳＳ ２３．０ 录入并分析相关数据，录
入过程中对所获调查数据的变量进行相应赋值。 分

析方法主要有 Ｘ２检验、方差分析、多元线性回归分

析等。
第一，对调查所获数据进行赋值。 ７３ 份调查问

卷的每一个问题都包含若干选项，通过划分类别与

等级的方式对主要选项进行赋值，从高到低降序排

列为 ５、４、３、２、１。 对于开放性题目给于分类并赋

值，比如“您的职位”，在这里我们把职位划分成了

三类，分别是基层、中层以及高层，并赋值为 １ ＝基

层、２＝中层以及 ３＝高层，录入整理分析相关变量。
第二，统计分析过程中运用单因素、二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当所得检验结果 Ｐ ＜ ０．０５ 时存在显著差

异并具备统计学意义。
此外，特别需要说明的是，由于调查数据数量有

限以及调查对象主客观因素的干扰，对统计数据的

准确性产生了略微影响，在调查过程中进行相关质

量过程的控制以降低统计误差。
１．３　 变量说明及模型构建

（１）因变量选取。 因变量为“您是否会参加工

伤保险？”问题的回答为“是”和“否”。
（２）自变量选取。 自变量大类为个人因素、经济

因素、健康因素、就业因素和参保现状。 除了个人基

本情况外，还了解了其家庭经济状况、职业病患病情

况、对工伤保险的了解程度及企业支持情况等二十

多个因素对农民工参与工伤保险的影响程度。
（３）模型构建。 农民工参与工伤保险的决策主

要是是否参与工伤保险。 问卷选取的因变量为二分

类变量 ，而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模型可以很好地满足对分类

数据的建模需求，因此选择二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模型分

析农民工参保决策。 通过问卷得出的数据所进行的

单因素分析，得出 １８ 个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
２　 数据分析

通过对济阳区农民工群体进行的问卷调查得到

的样本基本情况和数据统计，进行数据分析。
２．１　 影响农民工工伤保险参保情况的单因素分析

２．１．１ 一般人口学因素

通过其不同的个人因素，表 １ 所示，对农民工参

加工伤保险现状的单因素分析发现，个人因素对农

民工参加工伤保险的影响并不显著，性别、婚姻状

况、学历、工作类型和外出打工年限，通过分析得出

的 Ｐ 值都大于 ０．０５，并不具有统计学意义，也就是

说，这些因素对农民工是否参加工伤保险并没有明

显的影响。
２．１．２　 健康因素

通过了解济阳区农民工群体的个人健康情况，
表 ２ 所示，明确其对于工伤保险参保情况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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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不同个人因素对农民工参保的单因素方差分析

Ｔａｂ．１　 Ｏｎｅ ｗａｙ ＡＮＯＶＡ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ｎ ｍｉｇｒａｎｔ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项目 人数 伤保参保率（％） Ｆ 值 Ｐ 值

性别 男

女

４２
３１

６３．６
３６．４

０．５５５
０．４５８

婚姻状况 已婚

未婚

离婚

４８
２３
２

５９．１
３６．４
４．５

０．９５１
０．３３１

子女 无

１ 个

２ 个

３ 个及以上

２６
２４
２１
２

４０．９
３６．４
２２．７
０

１．３４７ ０．２４８

学历 小学及以下

初中

高中 ／ 中专

专科

本科及以上

２
２７
１９
２１
４

０
３１．８
３１．８
３１．８
４．５

０．５０６ ０．４７８

　 　 　 　 注： ∗Ｐ ＜ ０．０５，∗∗Ｐ ＜ ０．０１。

表 ２　 不同健康因素对农民工参保现状的单因素方差分析

Ｔａｂ． ２　 Ｏｎｅ ｗａｙ Ａｎｏｖａ ｏｆ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ｈｅａｌｔｈ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ｎ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ｉｇｒａｎｔ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ｎｇ ｉｎ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项目 人数 伤保参保率（％） Ｆ 值 Ｐ 值

总体健康 非常健康

比较健康

３５
２２

２５．０
１５．８

４．８０８ ０．０３０∗

健康困扰 一般

慢性病

职业病

偶发性疾病

１６
２３
２２
２８

７．１
１８．９
３３．３
７．７

４．２２６ ０．０４２∗

您的工作会有职业病吗 有

没有

不清楚

２２
３０
２１

３３．３
２０．０
２．４

１３．２６４ ０．０００∗∗

　 　 　 　 注： ∗Ｐ ＜ ０．０５，∗∗Ｐ ＜ ０．０１。

　 　 在总体健康的分析中，身体健康程度与农民工

参保现状之间不具有统计学意义；而在给自身健康

带来困扰的疾病种类和在工作有无职业病的分析

中， Ｐ ＜ ０．０５，说明带来健康困扰的疾病种类和工作

中有无职业病与农民工是否参加工伤保险之间有统

计学意义。
２．１．３　 经济因素

在不同经济因素下农民工参保现状（表 ３ 所

示）的分析中，月工资水平与农民工工伤保险参保

之间有显著的联系， Ｐ ＝ ０．００７，小于 ０．０５，具有统计

学意义；而家庭年收入与家庭经济宽裕程度则与农

民工工伤保险参保现状之间没有统计学意义，其 Ｐ

值都大于 ０．０５。
２．１．４　 就业因素

就业因素对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的意愿的影响

分析， 表 ４ 所示。 只有劳动合同的签订一项的 Ｐ 值

小于 ０．０５，有统计学意义；其它的就业因素 Ｐ值都大

于 ０．０５，没有统计学意义。
２．１．５ 政策制度因素

政策制度等影响因素的单因素分析，表 ５ 所示，
可以得出，政府对工伤保险的推广力度、工伤保险的

赔付是否顺利、对工伤保险发生后的医疗救助是否

满意、职工医保的参加与否都对农民工是否参加工

伤保险的 Ｐ＜０．０５，这些因素有明显的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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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不同经济因素对农民工参加伤保意愿的单因素方差分析

Ｔａｂ． ３　 Ｏｎｅ ｗａｙ ＡＮＯＶＡ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ｎ ｍｉｇｒａｎｔ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ｗｉｌｌｉｎｇｎｅｓｓ ｔｏ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ｅ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项目 人数 参保占比（％） Ｆ 值 Ｐ 值

月工资 ２０００ 以下

２０００－２９９９
３０００－３９９９
４０００－５０００
５０００ 以上

１０
２７
１７
１１
８

０
８．３
２１．４
１５．８
６０．０

７．７４２ ０．００６∗∗

家庭年收入 ２００００ 以下

２００００－２９９９９
３００００－３９９９９
４００００ 以上

１６
１７
１７
２３

２０．０
５．９
３０．８
１７．９

０．３８４ ０．５３６

经济是否宽裕 比较宽裕

一般宽裕

不宽裕

很不宽裕

７
４２
１５
９

１６．７
２０．０
２０．０
５．９

０．８６８ ０．３５３

　 　 　 　 注： ∗Ｐ ＜ ０．０５，∗∗Ｐ ＜ ０．０１。

表 ４　 不同就业因素对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现状的单因素分析

Ｆｉｇ． ４　 Ｏｎｅ ｗａｙ ＡＮＯＶＡ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ｎ ｍｉｇｒａｎｔ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项目 人数 参保率（％） Ｆ 值 Ｐ 值

用人单位类型 企业单位

机关事业

个体工商户

１６
１
５６

３１．８
４．５
６３．６

３．０５９ ０．０８３

公司性质 国有企业

私营企业

其它

３
２８
７

４．５
２２．７
４．５

３．２３５ ０．０７５

公司规模 大型企业

中型企业

小型企业

１０
４
２７

１８．２
０

１３．６

１．９８９ ０．１６１

劳动合同签订 是

否

不清楚

２９
３７
７

８１．８
１３．６
４．５

２５．８４７ ０．０００∗∗

工作类型 长期固定

临时招募

周期性打工

４８
１５
１０

７７．３
９．１
１３．６

０．９１４ ０．３３４

外出打工 １ 年以下

１－５ 年

６－１０ 年

１０ 年以上

１０
３３
１２
１８

２２．７
４０．９
１８．２
１８．２

１．２６３ ０．２６３

　 　 　 　 注： ∗Ｐ ＜ ０．０５，∗∗Ｐ ＜ ０．０１。

２．２　 影响农民工参保意愿的二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

通过前面单因素的分析，可以得出：月工资水

平、劳动合同的签订、劳动合同的签订年限、工伤保

险的重要程度、用人单位缴纳的保险种类、用人单位

不缴纳工伤保险的原因是缴费负担过重、留在用人

单位的原因是缴纳相应保险与政府对工伤保险的推

广力度等 １８ 个方面对农民工是否参加保险有明显

的统计学意义，表 ６ 所示。 表 ７ 是使用二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对该 １８ 个方面进行分析后的结果。
　 　 从表 ７ 的结果分析得出，在农民工工伤保险的

参保现状中，有统计学意义且对于农民工是否参与

工伤保险影响较大的因素是：单位给缴纳医疗保险、
单位给缴纳工伤保险、工伤事故发生后的赔付是否

顺利、工伤事故发生后的医疗救助是否满意以及工

作是否有职业病，其 Ｐ 值分别是 ０． ０３９、０． ０３１、０．
０４８、０．０２１ 和 ０．００３，都小于 ０．０５，具有统计学意义。

０７２ 智　 能　 计　 算　 机　 与　 应　 用　 　 　 　 　 　 　 　 　 　 　 　 　 　 第 １０ 卷　



表 ５　 政策制度因素的单因素分析

Ｔａｂ． ５　 Ｏｎｅ ｗａｙ ＡＮＯＶＡ ｏｆ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项目 人数 伤保参保率（％） Ｆ 值 Ｐ 值

政府对伤保推广力度 很大

较大

一般

较小

很小

７
５
３７
１１
１３

１８．２０
１３．６０
５４．５０
４．８０
９．１０

８．７２７ ０．００４∗∗

工伤赔付顺利吗 顺利

不顺利

不清楚

１０
３３
３０

１３．７０
４５．２１
４１．１０

９．２９４ ０．００３∗∗

不顺利的阻力 人社局

用人单位

个人因素

２２
３９
９

３１．４３
５５．７１
１２．８６

０．０１０ ０．９１９

对工伤发生时的医

疗救助满意吗

非常满意

一般满意

有点不满意

非常不满意

不了解

８
２１
１１
８
２５

１８．２０
５４．５０
９．１０
１３．６０
４．５０

１８．８１７ ０．０００∗∗

对工伤后的赔付满意吗 非常满意

比较满意

一般

不太满意

很不满意

６
６
４６
６
９

１３．６０
１３．６０
６３．６０

０
９．１０

３．７６ ０．０５５

其它险种保险的参加 居民医保

职工医保

商业保险

其它

４１
１１
２０
１７

５９．１０
３６．４０
３１．８０
１３．６０

０．１２７
１９．１０３
０．３６６
１．８４０

０．７２２

０．０００∗∗

０．５４６

０．１７８

表 ６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自变量赋值表

Ｔａｂ． ６　 Ａｓｓｉｇｎｍｅｎｔ ｔａｂｌｅ ｏｆ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变量 赋值

健康状况 非常健康＝ １ 比较健康＝ ２ 一般＝ ３
健康困扰 慢性病＝ １ 职业病＝ ２ 偶发性疾病＝ ３

工作是否有职业病 有＝ １ 没有＝ ２ 不清楚＝ ３
月工资 ２０００ 以下＝ １ ２０００－２９９９＝ ２ ３０００－３９９９＝ ３ ４０００－５０００＝ ４ ５０００ 以上＝ ５

劳动合同签订 是＝ １ 否＝ ２
劳动合同年限 一年＝ １ 三年＝ ２ 五年＝ ３ 五年以上＝ ４
伤保重要吗 非常重要＝ １ 一般重要＝ ２ 无关紧要＝ ３ 完全不重要＝ ４

单位给缴养老保险 无＝ ０ 是＝ １
单位给缴医疗保险 无＝ ０ 是＝ １
单位给缴失业保险 无＝ ０ 是＝ １
单位给缴工伤保险 无＝ ０ 是＝ １
单位不缴纳保险 无＝ ０ 是＝ １

单位不交原因是缴费负担重 无＝ ０ 是＝ １
工伤赔付是否顺利 是＝ １ 否＝ ２ 不清楚＝ ３

身边人是否利用过伤保 是＝ １ 否＝ ２
身边是否有工伤事故 非常多＝ １ 比较多＝ ２ 很少＝ ３ 从来没有＝ ４

对工伤后的医疗救助满意吗 非常满意＝ １ 一般满意＝ ２ 有点不满意＝ ３ 非常不满意＝ ４ 不了解＝ ５
对工伤后的经济补偿满意吗 非常满意＝ １ 比较满意＝ ２ 一般＝ ３ 不太满意＝ ４ 很不满意＝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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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７　 二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结果

Ｔａｂ． ７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ｂｉｎａｒｙ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变量 Ｂ Ｓ．Ｅ． Ｗａｌｓ Ｓｉｇ． Ｅｘｐ （Ｂ） ＥＸＰ（Ｂ）的 ９５％ Ｃ．Ｉ．

健康状况 ０．６８２ ０．３８０ ３．２１１ ０．０７３ １．９７７ ０．９３８－４．１６７
健康困扰 ０．３０７ ０．２１９ １．９５８ ０．１６２ １．３５９ ０．８８４－２．０８８

工作是否有职业病 １．１７９ ０．３９２ ９．０５３ ０．００３∗∗ ３．２５２ １．５０８－７．０１０
月工资 １．９５８ １．２３５ ２．５１６ ０．０６２ ７．０８６ ０．６３０－７９．６６６

劳动合同签订 ５．０６８ ２．６３０ ３．７１２ ０．１３１ １５８．９０１ ０．９１６－２７５５２．７３９
劳动合同年限 －０．１２８ ０．７４６ ０．０３０ ０．２０３ ０．８８０ ０．２０４－３．７９４
伤保重要吗 １．３８６ １．３１４ １．１１３ ０．０９６ ４．０００ ０．３０５－５２．５２０

单位给缴养老保险 ３．４３０ ２．７９６ １．５０５ ０．１１５ ３０．８８２ ０．１２９－７４１４．３８９
单位给缴医疗保险 －４．２８４ ４．１０５ １．０８９ ０．０３９∗ ０．０１４ ０．０００－４２．９７６
单位给缴失业保险 ３．３１２ ４．４８０ ０．５４７ ０．４８７ ２７．４３６ ０．００４－１７８５０６．０６５
单位给缴工伤保险 －１．９５７ ２．５３４ ０．５９６ ０．０３１∗ ０．１４１ ００．００１－２０．２７９
单位不缴纳保险 －１．７８０ ４．２７７ ０．１７３ ０．８２３ ０．１６９ ０．０００－７３６．４６１

单位不交原因是缴费负担重 －２．４１０ ２．６５９ ０．８２１ ０．６６１ ０．０９０ ００．０００－１６．４７２
工伤赔付是否顺利 ４．２４８ ２．６３２ ２．６０５ ０．０４８∗ ６９．９９９ ０．４０２－１２１７９．７１５

身边人是否利用过伤保 ２．６４６ ２．１１６ １．５６４ ０．０８１ １４．１００ ０．２２３－８９１．３９９
身边是否有工伤事故 －０．８９５ １．１５１ ０．６０４ ０．２００ ０．４０９ ０．０４３－３．９０１

对工伤后的医疗救助满意吗 ２．５４３ １．０３８ ６．００４ ０．０２１∗ １２．７２２ １．６６３－９７．３００
对工伤后的经济补偿满意吗 ０．４９５ ０．８０４ ０．３７９ ０．８５１ １．６４０ ０．３３９－７．９２５

３　 结束语

运用 ＳＰＳＳ 软件中的主成分分析和二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技术，不同人口学因素对农民工工伤保险

参保并没有显著的影响，就业因素和政策制度因素

对农民工工伤保险参保影响显著，在一定程度上起

着主导作用。 进一步分析健康因素、经济因素等因

素对农民工工伤保险的参保我们得出以下结论：
（１）济阳区农民工工伤保险参保率偏低。 农民

工的参保意愿相对来说比较高，但是只有少数被调

查者参加了工伤保险，工伤保险率受到各个方面的

影响。
（２）工作性质影响济阳区农民工工伤保险参保

率。 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从事的工作是否有职业

病对农民工工伤保险参保的影响是很显著的，也就

是说，从事职业的风险程度影响着农民工工伤保险

的参保率。 工作风险大，农民工工伤保险的参保率

就越高，工作风险小，农民工工伤保险的参保率也就

低。
（３）济阳区农民工工伤保险政策推广力度不

够。 通过单因素分析结果分析发现，工伤保险制度

的重视程度对农民工是否参加工伤保险产生了显著

的影响，侧面说明了工伤保险政策推广力度不足，工
伤保险信息传播的力度不够；影响了农民工工伤保

险的参保积极性。
农民工参与工伤保险，有利于保障其基本权益，

维护社会稳定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 根据本文结

论，提出以下建议：

（１）加强对农民工工伤保险参保政策的宣传推

广力度。 通过印发宣传单、开启咨询专线、走向乡镇

农村去宣传等多种多样的方式来宣传工伤保险政

策，使广大农民工树立工伤保险意识，正确认识工伤

保险。
（２）加强对农民工工伤保险参保情况的监督。

运用多种监督方式，对农民工工伤保险参保情况进

行严格的审核监督，确保企事业单位明确自身的职

责，更好地完成自己在社会中的角色。 确保农民工

权益得到保护。
（３）提高社保部门关于农民工工伤保险的经办

水平。 政府部门应该承担起维护农民工权益的责

任，相关部门要相互支持，密切配合，分别把好用人

单位参保关，互相监督和制约，确保用人单位依法参

加工伤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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