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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将农民工纳入城市工伤保险体系是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当前都非常重视的一项

工作，但政策的推动存在着一定的难度。本文对农民工工伤保险制度中的农民工、企业和政

府之间的博弈关系进行分析，从而提出鼓励农民工参与工伤保险的激励机制，引导企业把农

民工纳入本企业工伤保险范围的约束机制，最终实现农民工、企业和政府之间的激励相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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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 5 月，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发布了推进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的“平安计划”。其主

要目标是用三年左右时间，将矿山、建筑等高风险企业的农民工基本覆盖到工伤保险制度之

内：2006 年，大中型煤矿企业农民工全部参加工伤保险；2007 年，半数以上小煤矿企业农

民工参加工伤保险，半数以上非煤矿山企业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半数以上建筑企业农民工

参加工伤保险；2008 年底前，基本实现全部煤矿、非煤矿山企业和大部分建筑企业农民工

参加工伤保险。 
实际上，在“平安计划”出台之前，上海和北京市已分别于 2004 年率先出台了推动农民

工参加工伤保险的相关条例，其后为全国绝大多数省份和诸多地区级政府所仿效。 
该项政策的制定有着良好的初衷，然而，从很多地方的实践来看，农民工工伤保险政策

并没有得到企业主和农民工的支持。多项调查结果显示，农民工参与工伤保险的积极性并不

高，很多企业则采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避重就轻的做法，仅给少部分的农民工缴纳工

伤保险费以应付政府部门的检查，实际仍把绝大部分农民工排除在了工伤保险制度之外。 
一项有着良好初衷的政策设计在现实中可能得不到有效执行，而政策目标是否能够实

现，关键在于各参与主体之间博弈的纳什均衡点是否恰是政策设计者理想的“聚点”。将农民

工纳入城市工伤保险体系的政策也是如此，政策目标和政策结果之间的差距源于制度各参与

主体间的博弈关系。 

一、企业之间的博弈关系 

工伤保险制度是员工福利制度的之一，企业将农民工纳入其现有的工伤保险体系可以降

低农民工的经济风险，在农民工发生工伤风险事故的时候可以得到来自社会保险管理部分的

经济赔偿。 
当政府要求企业把农民工纳入失业保险体系时，企业之间自然就形成了一个可横向比较

的竞争态势，企业将权衡这样做的成本和收益，考虑农民工对本企业的重要程度和参保意愿，

参照其它企业的做法，这样就出现了企业和企业之间的博弈关系。 
假设两个规模相当的竞争企业 1 和 2，将农民工纳入工伤保险时，企业为农民工交纳的

保险费为 P，发生事故的概率为 p，企业的预期利润为 B，发生工伤保险事故后，社会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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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部门支付的保险金为 C，企业另行支付的抚恤金为 N。α 为保险的价值放大系数，放大

的价值来自于工伤保险对农民工的吸引力，劳动效率的提高和招工成本、培训成本的下降。

这样，在企业将农民工纳入工伤保险情况下的企业的收益〔payoff〕等于 αB＋pC-P-pN。 
如果企业不将农民工纳入工伤保险，企业在发生事故后，需要支付给农民工的抚恤金或

赔偿金是 L。则企业的预期收益是 B-pL。两个企业之间的博弈矩阵见图 1。 
                                         企业 2 
                              纳入                  不纳入 

 
           纳入 

企业 1  
          不纳入 

 
图 1 企业将农民工纳入工伤保险体系的博弈模型 

 
企业的行动集合为｛纳入，不纳入｝，当两个企业都将农民工纳入工伤保险体系时的收

益集合是｛αB1＋pC-P-pN，αB2＋pC-P-pN｝，都不将农民工纳入工伤保险的收益集合是

｛B1-pL，B2-pL｝，一个企业将农民工纳入工伤保险，另一个不纳入的收益集合是〔αB＋pC-
-P-pN，B-pL〕，显然，若使企业都将农民工纳入工伤保险，达到帕累托最优和纳什均衡统

一的状态，条件为 αB＋pC-P-pN>B-pL，这样才能够使企业自觉地将农民工纳入工伤保险体

系。若达到 αB＋pC-P-pN>B-pL，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加大 α，α 为保险的价值放大系数，可以从两个方面增大 α值，其一是增加将本

单位农民工纳入工伤保险体系的企业的收益，比如，政府部门通过直接奖励措施激励严格执

行政府政策把本企业的农民工纳入工伤保险体系的企业，或者通过有效的信息披露渠道，公

布所有企业农民工工伤保险的参保比例，从而提高严格执行政策企业的社会声誉，或者给予

这些企业以税收或其他方面的优惠。其二是提高没有按政策将本企业的农民工纳入工伤保险

的企业的成本，包括，对执行政策不力的企业的直接惩罚，建立黑名单制度，增加企业的财

务管理和人力资源管理的成本。 
（二）降低 P，提高 C，即降低农民工交纳的保险费，提高社会保险管理部门支付给农

民工的保险金。对农民工参加的工伤保险，可以考虑制定特殊的税收优惠政策，降低管理成

本，或者增加政府补贴额度，使保险金的发放量达到最大化。 
（三）提高 L，即提高企业在发生事故后，特别是企业不将农民工纳入社会保险制度的

情况下，需要加倍支付给农民工抚恤金或赔偿金。“平安计划”目前的规定是“用人单位在注

册和生产经营地均未参加工伤保险的，农民工受到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后，在生产经营地

进行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后，将按生产经营地的规定依法由用人单位支付工伤保险待

遇。”这样的处罚措施太过宽松了，实际上已形成了负向激励。 

二、农民工和企业之间的博弈关系 

农民工和企业之间的博弈关系相对简单。从理论上讲，只要使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的收

益大于其成本，并且能够保证农民工可以在发生工伤事故后获得应该属于他的保险金，农民

工就有参加工伤保险的积极性。 
假设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本人缴纳的保费是 t。因此，对农民工来说，只要 pC＋pN

αB1＋pC-P-pN，αB2＋pC-P-pN B1-pL，αB2＋pC-P-pN 

αB1＋pC-P-pN，B2-pL B1-pL，B2-pL 



 

 

－t>pL，他就愿意参加；而对于企业来说，只要 αB＋pC-P-pN> B-pL，企业就有积极性把农

民工放入工伤保险体系。 
农民工 

                                 参加               不参加 

 
             纳入 

企业 
           不纳入 

 
图 2 农民工和企业的博弈模型 

 
但现实中，由于在雇佣关系上雇主和农民工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在劳动力市场上，农民

工没有和雇主讨价还价的实力，农民工为获得一份工作而牺牲社会保险利益、甚至不能与雇

主签订正式劳动合同的情况非常普遍，以上的博弈关系就会发生变化，原有的均衡将不复存

在。 

三、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博弈关系 

针对竞争企业之间、农民工和企业之间的博弈关系，政府面临着两种选择，加强管制和

放松管制。加强管制的方法很多，比较有效的，比如国有企业领导任命的农民工工伤保险一

票否决制，政府部门严格的现场检查和有效的投诉处理机制，向企业派遣专门检查落实农民

工工伤保险政策的工作组，等等。而放松管制则相对简单，放任自流就可以了。 
设政府农民工工伤保险政策的期望社会福利为 W，M 为加强管制的情况下，农民工参

加工伤保险增加的边际社会成本（社会管理费用和其它交易成本的增加），政府加强管制的

成本为 T，由不纳入的企业以罚款的形式支付给政府，实质上是政府对企业的惩罚。其它符

号的意义不变，则企业和政府之间博弈的关系如以下博弈矩阵： 
                                          企业 
                                纳入               不纳入 

 
                加强管制 
         政府 
                放松管制 

 
图 3 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博弈模型 

 
假设政府以概率 a 加强管制，企业以概率 b 不把农民工纳入工伤保险的范围，则政府

的期望社会福利和企业的期望收益如下： 

bWaWbaTMWabMWbabaW )1()1)(1()())(1(),( −+−−++−+−−=  

bBaPBbaTBabPBbabaB )1())(1)(1()())(1(),( −+−−−+−+−−= αα  

分别对政府的期望社会福利 W 和企业的期望收益 B 求极值，可以得到： 

T
Ba )1(1* −

−=
α

          〔1 式〕 

αB＋pC-P-pN， pC＋pN－t B-pL， pL 

B-pL， pL B-pL， pL 

W-M，αB－P W-M＋T，B-T 

W，αB－P W，B 



 

 

 
T
Mb =*                  〔2 式〕 

从 1 式不难看到，政府加强管制的成本越大，政府加强管制的概率就会越小；保险的

价值放大系数 α越大，企业把农民工纳入工伤保险的积极性就越大。从 2 式可以看到，政府

对不按规定把农民工纳入工伤保险的惩罚力度越大，企业把本企业农民工纳入工伤保险体系

的可能性就越大。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通过以上的分析至少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及一些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 
（一）在将农民工纳入工伤保险体系的过程中，政府的角色需要重新定位。政府部门需

从全局的角度考虑农民工的工伤保险问题，从提高政府社会福利综合期望值的高度，而不是

仅仅占在为城镇社会保险扩面和拓宽资金来源的立场上来制定农民工的工伤保险政策。同

时，政策的制定应综合考虑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地位，以及企业的目标函数和政府、农

民工的不一致性。从激励机制的角度，制定针对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的税惠政策应是当务之

急。 
（二）对于工伤保险这一类的短期险种，由于保费较低，农民工和企业都有支付能力，

政府主要的职责是制定并严格执行既定政策，对违反规定的企业予以比较严厉的惩罚。有效

的信息披露制度和黑名单制度可以从成本和收益两个方面诱致企业将农民工纳入工伤保险

体系。 
（三）从农民工和企业的博弈关系看，对农民工的劳动关系的管理应上升至法律层面，

加大对企业侵害农民工合法权益的惩处力度；同时，吸收一些地方政府辅助农民工输出的经

验，加强职业培训，形成维权团体，提高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谈判能力，将法律和社会

环境建设作为大范围推开农民工工伤保险的一个先决条件。 
（四）从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博弈关系看，加强政府管制的同时，要降低成本，否则管

制将不是可持续的。此外还要提高保险价值放大系数，使保险转嫁风险、在众多个体之间分

散损失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还可以借鉴河南郑州、浙江宁波和福建厦门等地商业保险公司

介入农村合作医疗和城镇职工大病统筹的经验，利用商业保险公司的人力和技术资源，将工

伤保险和商业保险公司提供意外伤害保险结合起来，降低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增加的边际社

会成本。最终实现企业、政府和农民工之间的激励相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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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game theory, the efficiency of a policy depends on the coherence 
between the Nash equilibrium and policy maker’s ideal focal point. A game-theoretic model is 
used to study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rural migrant workers, enterprises and governments under 
the policy that rural migrant workers were requested included in urban social insurance system. As 
each participant seeks to maximize his utility, the problem can best be analyzed as an n-person 
cooperative game. This paper tries to relocate the roles of governments, and put forward some 
policy suggestion on promoting rural migrant workers’ Work-related injury insurances system 
with effective incentive and restrictive mechanis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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