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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

建筑业农民工作为一群庞大的社会群体，对中国的

改革开放，现代化城市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国家统计

局针对农民工监测报告显示 2017 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

2.8 亿人，从事建筑业的农民工比重为 18.9%[1]，目前建

筑业农民工社会保障权益缺失、工资缺乏保障、合同签

订率太低、缺少专业技术培训等问题使得农民工群体持

续老龄化，边缘化 [2-4]。建筑行业农民工劳动力供需不平

衡使得民工荒的现象日趋严重 [4]，对整个建筑行业管理

提出了严竣挑战。长久以来，国家从建立民工工资保证

金制度、打击违法分包转包等方面全力保障农民工合法

权益 [5-6]，但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仍屡禁不止，农民工权

益无法得到根本保障。

根据国务院最新要求，自 2019 年 3 月 1 日起，在全

国全面实行建筑业农民工实名制管理制度，建立建筑工

人实名制管理平台进行统一管理。江苏省南京市于 2011

年开始推行施工作业人员实名制管理，实行以“南京市

民卡”为载体，构建民生保障、行业管理、社会管理

“三位一体”的建筑业施工作业人员实名制管理新模式，

开启了江苏省建筑业从业人员信息化管理的新起点。江

苏省镇江市于 2018 年初开始推行建筑领域实名制信息化

管理，目前正处于运行阶段。本文从运行模式、平台使

用、未来展望等方面对实名制信息化管理进行了阐述，

考察信息化管理模式对建筑行业的影响。

二、镇江市建筑领域实名制信息化管理运行模式

1. 实名制信息化管理简介

镇江市建筑领域实名制信息化模式（见图 1）是通

过二代身份证和动态人脸识别技术相结合将工程项目所

有从业人员信息录入管理系统中并实现实名考勤，通过

对接银行代发系统实现专户、专卡发放；所有数据汇总

到实名制信息化管理平台并通过大数据分析、云分析技

术为主管部门监督管理提供数据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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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实名制信息化管理

Fig.1 Real-name information management

2. 实名制信息化管理特点

镇江市建筑领域实名制管理模式脱胎于“淮安模

式”，“一卡、一户、一平台”是镇江市实名制信息化管

理的核心。

“一卡”是指在镇江地区内从事建筑工程施工的农民

工在镇江市建筑领域实名制信息化平台内只能拥有一张

定制银行卡，该卡为农民工在镇江地区所有工地务工的

唯一工资发放卡，除了此卡，其余卡均不能通过实名制

平台发放工资，这样避免了工人重复办卡，真正实现一

卡通，实现实名制管理。

“一户”是指项目施工单位或者劳务公司为项目办理

的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用账户只能用于发放项目农

民工工资，做到资金随进随出，不留余额，避免了一些

可能出现的法律纠纷而影响农民工工资的发放。

“一平台”是指建立“镇江市建筑领域从业人员实名

制管理系统”，所有施工企业、工程项目、从业人员、考

勤、发放工资等基本信息都集中在实名制信息平台上，

通过平台对收集的数据进行分析，便于工程监管部门实

时掌握在建项目用工管理和工资发放情况，为建筑领域

用工管理规范化提供很好的平台和抓手。

通过“一卡、一户、一平台”，实现银行代发农民工

工资管理制度，对农民工工资发放数据全程监管，有效避

免以往现金发放模式极易产生的劳务纠纷、拖欠农民工工

资行为。通过终端录入考勤设备与平台数据直连，实现建

筑工地工人身份信息、流动信息实时上传、实时监管。

3. 实名制信息化管理流程

镇江市建筑领域从业人员实名制管理是以工程项目

为单元，在项目开工前由施工单位联系设备厂家为建筑

工地安装人员录入、考勤终端设备，联系银行办理项目

专用账户，使用实名制设备对工人进行考勤、发放农民

工工资，具体流程图如下：

图2　实名制信息化管理流程

Fig.2 The management process of Real-name information

三、镇江市建筑领域实名制信息化管理使用

目前镇江市建筑领域实名制管理信息平台已全面投

入使用，所有符合条件的建筑工地均已进入实名制信息

平台，平台管理端主要由七大部分组成。电子地图、工

表1　实名制平台功能简介

Table.1 The introduction of Real-name information platform

序号 管理菜单 功能 备注

1 电子地图 显示建筑工地具体位置

已使用

2 工资专户
显示专户开设、工人办卡、工

资发放情况

3 辖区概况
统计镇江地区项目设备安装、

专户开设占比情况

4 辖区项目
以项目为单位分析农民工入

库、考勤情况

5 辖区人员 检索建筑工地人员基本情况

6 辖区企业
检索镇江地区所有备案项目实

名制安装情况

7 征信库 显示个人与企业不良记录

8 视频监测 与大气扬尘监测联动 未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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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专户、辖区概况、辖区项目、辖区人员、辖区企业、

征信库及视频监测（见表 1），通过实名制管理平台可以

实时掌控建筑工地工人管理情况，了解工人录入情况，

考勤情况（见图 3）。

图3　实名制平台系统界面

Fig.3 The interface of Real-name information platform

四、未来展望

1. 开展新时代农民工技能培训

由于建筑业对劳务工人的需求量大、入门门槛较低，

大多数农民工由农民直接转化而来且上岗前未经过专门

的操作技能培训，农民工文化素质偏低、缺乏专业技能

是他们难以摆脱“弱势”地位的重要原因 [4]，未来镇江

市所有农民工将纳入实名制管理平台统一管理，技能培

训将成为农民工从事建筑行业的先决条件，所有农民工

必须按照规范要求 [4] 进行技能培训，相关培训信息均可

以从实名制管理平台进行查询，通过实名制管理平台提

高建筑业入门门槛，强化农民工技能培训，引导农民工

群体“技能化、专业化、企业化”。

2. 推动农民工社会权益保障的进步

目前，建筑行业农民工进入施工现场后，除了建筑

工程意外伤害险之外，基本没有其他任何社会保险，医

疗保险、养老保险严重缺乏；根据住建部下发的关于培

育新时期建筑产业工人队伍的指导意见，建立健全与建

筑业相适应的的社会保险参保缴费方式已成为大势所趋，

目前镇江市实名制管理还处在不断完善中，未来可依托

实名制管理平台打造农民工工伤保险、养老保险及医疗

保险等一系列社会保障信息管理中心，这便于农民工进

一步融入城市生活，转变为“新市民”。

3. 推进清欠工作数据化、提前化

逐步淘汰以往农民工工资现金发放的模式，取而代

之的是工资银行专户代发，这使得清欠工作中证据追溯

环节变的简单方便，这对于打击恶意讨薪、煽动农民工

采取激进手段获取非法利益的行为提供了必要的数据支

撑，通过实名制平台中农民工工资每月的发放记录，分

析和提前预防可能出现的拖欠农民工工资情况，推动清

欠工作从以往的“事后追踪”到“提前预防”，将潜在的

拖欠农民工工资危险及时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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