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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农民工群体既非地道的农民，又非城市定居居民，他们是一个

新兴的、特殊的流动人群。他们从农村来到城市，在一个新地方，他

们的生活、工作、人际关系甚至日常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面对与农

村截然不同的环境，广大农民工朋友如何在城市这个新环境中不触

犯法律，不因一念之差走上犯罪道路，成为合法新市民，是当前需要

重视的最基本问题。

农民工要想在城市更好地生活和工作，就应该知道哪些事是不

可以做的，哪些行为有可能违法甚至犯罪。因此本书将农民工在城

市的行为分为四篇，即工作就业、融入城市、家庭生活和与人交往，

展开讨论，告诉他们哪些事不可以做。在这四篇中，再将农民工容

易触犯法律的行为罗列出来，进行分析。比如，第一篇工作就业篇，

分为哪些工作不能做、经商中哪些行为会违法、雇用工人中哪些行

为会违法和被雇用中哪些行为会违法。第二篇融入城市篇，将农民

工在城市的日常行为拿来分析，列举出他们在日常出行、消费购物、

文化娱乐和生活习惯方面哪些行为不可以做。农民工如何处理好

家庭生活也是他们成为守法新市民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本书第三篇

家庭生活篇，告诉农民工在对待家庭成员、恋爱婚姻和家庭收入方

面要注意哪些问题。当然，农民工要成为市民，不可避免地要和别

人交往，在与别人交往的过程中，如果交往目的不纯、交往方式不对

或者碰到纠纷，解决问题不当，很容易侵犯他人权利。如何避免这

些问题，本书的第四篇与人交往篇将一一解答。

本书运用多部法律和大量法律条文告知农民工哪些行为会违

法的同时，引用 50 多个典型个案，以案说法，生动形象地告诉广大



农民工朋友哪些行为不可以做; 哪些行为是违法的; 哪些行为有可
能构成犯罪。

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想通过对一些农民工容易触犯法律的基
本问题进行分析，使他们了解在城市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只有
这样，农民工才能更好地在城市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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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的外来务工者在城市工作，他们有的人打工，有的人

经商。广大农民工在城市工作的好坏，决定了他们能否成为合法新

市民。农民工在城市工作就业过程中有些行为如果处理不当，就有

可能就会违法犯罪。因此知道工作就业中哪些事不可以做至关重

要。只有避免一些行为的发生，才能更好地在城市生存。

第一章

什么样的工作会违法

许多农民工到城市来首先是要找一份工作。在找工作的过程

中，不能不加选择，盲目寻找。比如传销、卖淫、贩毒等等。看似赚

钱的行业却是违法甚至犯罪的，外来务工人员千万做不得。下面将

几个典型违法的工作列举出来，提醒农民工千万不得涉足。

一、传 销

传销是我国法律明令禁止的。虽然有些农民工知道传销是违

法的，但对五花八门的传销方式不是很了解而导致误入歧途。

除了传统的传销方式外，有新的传销组织以合法公司为保护，

打着“直销”、“特许经营”、“连锁销售”等旗号从事传销活动，也有

各种花样翻新的非异地传销穿着电子商务的马甲纷纷亮相。不管

怎么变化，以发展会员为主来骗钱的就是传销。

由于传销人员发展对象多为亲属、朋友、同学、同乡、战友，其不

择手段的欺诈方法，导致人们之间信任度严重下降，引发亲友翻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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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子反目，甚至家破人亡。许多传销组织抓住农民工在城市急于找

到工作的心理，借招工的名义，骗取农民工加入传销组织。传销和

变相传销给参与者造成经济损失的同时，给其家庭也造成巨大伤

害，容易引发刑事犯罪，给社会稳定带来危害。传销让绝大多数参

加者血本无归，一些人员流落异地，生活悲惨，甚至跳楼轻生，还有

一部分人员参与偷盗、抢劫、械斗、强奸、卖淫、聚众闹事等违法行

为，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造成严重侵害，对社会

道德、诚信体系造成巨大破坏。

因此，我国的《禁止传销条例》针对传销活动中的不同人员设

定了相应的法律责任:对传销组织者，设定了最高 200 万元的罚款;

对传销骨干分子，设定了最高 50 万元的罚款; 对多次参加，屡教不

改，虽不属于骨干分子，但又确实诱骗他人并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传

销参加者，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责令停止违法活动，可以处 2000 元

以下的罚款;对于一般参加人员，予以告诫。

从事传销除了构成非法经营罪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还可能

构成诈骗罪、合同诈骗罪、集资诈骗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生产

销售伪劣产品罪、走私罪、偷税罪等。如果同时构成非法经营罪，又

构成其他犯罪的，就会按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情节特别严

重的，甚至可以判处无期徒刑、死刑。

二、卖 淫

女性农民工进城务工，在城市打拼，学历普遍偏低，决定了她

们所从事的工作大多是工作时间长、工作强度大、工作稳定性差、

工作收入低的末端工作。还有一部分女性农民工负担着老家亲人

的开销，因此，她们为数不多的收入除维持基本生活需要外，还必须

要预留一部分寄回家。这就使她们的生活质量维持在较低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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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心理失衡诱发犯罪。和其他城里人一样，她们追求时尚、前卫，

热衷于高消费。她们当中的多数来自贫困的农村，目睹现实生活中
有部分人越轨出格，贪图生活安逸、享受舒适。当正常的收入难以
满足其消费方式和消费习惯时，生活和命运令她们捉襟见肘，就容
易使得她们产生对城市富人阶层极大的仇视心理，“想办法弄点儿
钱花花”的念头令她们心理很不平衡，产生犯罪的动机，有的可能破
坏他人家庭和睦，成为别人犯重婚罪的推手，有的则充当无本万利
的“性服务者”。

卖淫行为较多在女性农民工身上发生。女性农民工是一个特
殊群体，生理、心理正处于成长发展阶段，社会转型带来个性的彰
显、需求的多样。性机能逐渐发育成熟，产生强烈的性意识，有接触
异性的需求，有了性的欲望和冲动，产生了生物性和社会性的矛盾。

不能正确对待两性关系，就有可能放纵自己，对自己的行为不加约
束控制，导致从事卖淫、容留介绍卖淫、有的沦为强奸犯的共犯等性
方面的违法犯罪。

一般的卖淫违反了治安管理方面的法律，我国《治安管理处罚
法》规定，卖淫、嫖娼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千
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

如果是采取招募、雇佣、强迫、引诱、容留等手段，控制多人从事卖淫
将触犯刑法，构成了组织卖淫罪。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协助组织他人卖淫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严
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如果明知自己患有梅毒、淋病等严重性病而进行卖淫、嫖娼的
行为将构成传播性病罪，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
罚金。

4



案例 1

妻子不堪贫穷去“找钱”1

2009 年 7 月 26 日，在南岸区四公里当保安的徐某说，老婆失踪

一个星期了，走之前打电话给他，说要去“坐台找钱”。徐某是贵州

遵义人，在云南、广东和重庆等地打工十几年。5 年前认识同乡李

某后，两人坠入爱河，他带着她到重庆打工，他当保安，她在酒楼当

服务员。2006 年，他们有了一个可爱的儿子，随后李某到洗脚城上

班。虽然两人收入一共只有 2000 多元，但小日子过得很温馨。徐

某说，2008 年 11 月，两岁的儿子误吃胃药死亡，妻子性格突然大变，

开始羡慕身边一些“找钱”的朋友，可以穿名牌、过好日子。2009 年
7 月 19 日，李某突然失踪了。徐某请了几天假到处找，其间接到她

打来的电话，说她“坐台找钱”去了。此后，电话一直关机。

三、贩卖、运输、走私、销售和吸食毒品

走私毒品，是指明知是毒品而非法将其运输、携带、邮寄进出国

( 边) 境的行为。直接向走私人非法收购走私进口的毒品，或者在内

海、领海运输、收购、贩卖毒品的，以走私论处。

贩卖毒品，是指明知是毒品而非法销售或者以贩卖为目的而非

法收买毒品的行为。运输毒品，是指明知是毒品而采取携带、邮寄、

利用他人或者交通工具等方法非法运送毒品的行为，也包括明知是

毒品而受雇帮助运输的。

制造毒品，是指非法用毒品原植物直接提炼或者用化学方法加

工、配制毒品的行为。如用罂粟制造鸦片，再用鸦片提炼海洛因，或

将大麻制成大麻烟等。

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有可能被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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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没收财产。

有的犯罪分子钻法律漏洞，雇用农民工或农村孕妇从事与毒品

相关的工作。孕妇、哺乳期妇女成了贩毒的“新生力量”。法律规

定，孕妇不适用死刑，而司法机关也不能对孕妇采取人流措施，有的

毒贩为了逃避打击，大肆组织、雇用孕妇、哺乳期妇女当马仔。警方

即使抓到这类人员，也只能采取监视居住、取保候审措施。所以，有

很多人钻这个法律空子。女性犯罪分子一般处于从犯地位，多因丈

夫、男友等周围关系较亲密的人涉毒犯罪而参与其中。

案例 2

走私、贩卖毒品被判死刑2

2006 年 7 月，东莞市公安局莞城公安分局接到线报，称有一名

叫“阿华”的男子及另外二男一女经常在东莞市城区一带贩卖毒

品。接报后，公安机关经侦查，逐步掌握了汪某等人从事贩卖毒品

犯罪活动的情况。2005 年 7 月，汪某与云南省瑞丽市毒贩联系好

后，雇请刘某、刁某( 二人已被判刑) 前往瑞丽市将海洛因带回东莞

市准备用于贩卖。

刁某供称，她到了云南省瑞丽市之后，有人打电话与她联系，交

给她用透明胶布包裹的圆柱状毒品，共有 50 颗，并用胶布把毒品粘

在她膝盖上。“我回到 310 房间后，姓柳的男子( 即汪某) 叫我把毒

品放进一个黑色垃圾篓底部，在上面又放了一个同样的垃圾篓，然

后在外面又套了一个黑色塑料袋; 藏好之后，姓柳的男子叫我去看

一下汽车，看车站第二天到昆明的汽车上的垃圾篓是否和藏毒品的

垃圾篓一样。”2006 年 7 月 18 日，刘某和刁某被公安机关抓获，从刁

某身上查获海洛因 1020 克。

2006 年 7 月 24 日，汪某又雇请顾某( 已判刑) 到瑞丽市带毒品

回东莞市用以贩卖。当天中午汪某打电话叫顾某从瑞丽市出境，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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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甸的一个农贸市场接毒品。顾某取得 690 克海洛因之后，被公安

人员抓获。2006 年 7 月 26 日 21 时许，按照汪某的安排，胡某到瑞

丽市从一男子处取得一个装有 59 颗海洛因的黑色胶袋。2006 年
29 日 5 时许，公安人员在酒店将送货的胡某，杨某抓获，当场缴获海

洛因 59 颗、共 569． 9 克。当晚，公安人员在东莞市万江区将汪某抓

获。东莞市中院经过审理之后，以走私、贩卖毒品罪判处汪某死刑，

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 50 万元。

案例 3

打工妹恋上吸毒男 合作贩毒筹毒资3

方某，18 岁，2008 年前从外省来福州打工。2010 年年初，她在

老乡聚会中认识了周某，两人开始恋爱。周某是“瘾君子”，方某在

男友的诱惑下也开始吸毒并成瘾。两人打工挣的钱不够吸毒开支，

后方某通过老乡找到毒品来源，和男友一起以贩养吸。两人在仓山

区盖山后坂某民房内与下线进行毒品交易时，被临江派出所民警抓

获，两人已被警方送去强制戒毒。

四、制售假冒伪劣产品

在城里从事加工、制造或贩卖商品的农民工，一定要注意自己

手里商品的质量，不可制造销售假冒伪劣产品。像使用不真实的厂

名、厂址、商标、产品名称、产品标识等从而使客户、消费者误以为该

产品是伪劣产品。

假冒伪劣产品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 一) 伪造或者冒用认证标志、名牌产品标志、免检标志等质量

标志和许可证标志的;

( 二) 伪造或者使用虚假产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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