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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培训理念、培育新型农民的几点思考
———基于河南省 326 个农户劳动时间利用情况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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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以河南省 HA 市、HB 县和 HC 县①34 个村的 326 个农户调查数据为基础 ,探讨了当前农村劳动力培训中

存在的问题 ,针对如何培育新型农民 ,提出创新培训理念、细分培训对象 ,使培训由政府主导的“强制型”向“诱致型”

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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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设现代农业 ,最终要靠有文化、懂技术、会经

营的新型农民”。没有农民科技文化素质的提高 ,就

没有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就缺乏根本支撑。在本年初对河南省农户劳动时间

利用情况所进行的调查中 ,作者发现当前农村劳动

力培训中存在着诸多问题 ,严重影响农业现代化建

设的进程。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逐步推进 ,

当务之急必须创新培训理念、培育“新型农民”,使农

村劳动者尽快由体力型向智力型转变。

1 　现代农业呼唤“新型农民”

1. 1 　培育“新型农民”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人是生产力诸要素中最活跃、最具有决定性的

力量 ,是唯一能动和创新的因素。要使农业和农村

经济得到不断发展 ,就必须不断提高农业劳动者的

素质 ,把农村巨大的人力资源转化为人力资本优

势[1 ] 。培育“新型农民”是建设现代农业的核心环

节。从相关文献对于“新型农民”内涵的界定来看 ,

“有文化”要求农民具备足够的知识积累 ,良好的文

化基础 ,较高的科技素质 ,具有现代观念和思想意

识 ;“懂技术”要求农民至少要熟练掌握 1～2 项从事

农业和农村生产的技能和技巧 ,包括先进农业生产、

储运保鲜、加工、农业机械、农村能源环保等方面的

现代技术知识与生产技能 ,以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

要求 ;“会经营”要求农民应具有一定的经营和管理

水平 ,能够合理组织配置家庭的人、财、时间以及土

地资源 ,组织生产和参与市场经营活动 ,具有一定的

经营管理与产业开发能力以及敏锐的市场开拓意

识 ,获得更好的经济效益[ 2 ] 。

国务院研究室 2006 年 4 月发布的《中国农民工

调研报告》显示 ,我国农村劳动力中接受过短期职业

培训的占 20 % ,接受过初级职业技术培训或教育的

占 314 % ,接受过中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占 0113 % ,没

有接受过技术培训的比例高达 7614 %。而在美国

等发达国家的农村劳动力中 ,受过职业培训的比例

都在 70 %以上[ 3 ] 。此外 ,据建设部统计 ,建筑行业

的农民工已达 3 200万人 ,但参加过培训的仅占

10 %。我国农民整体接受先进技术的能力偏低的现

状 ,不仅制约了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和农业科技的

进步 ,而且严重影响其就业竞争力的提高。所以 ,必

须切实把农业发展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农村

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 ,通过培养造就规模宏大、素

质优良的新型农民 ,充分发挥广大农民的主体性和

创造潜力 ,才能形成持续推动新农村建设的力量源

泉 ,才能将新农村建设扎实稳步地向前推进。

1. 2 　培育“新型农民”的可能性 ———基于劳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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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的分析

调查中 ,作者发现仅有少数农户专职从事畜禽

养殖 ,普通农户从事养殖活动的时间很难从其生活

时间剥离 ,故忽略不计。从作者所调查的三县 (市)

34 个村 326 个农户劳动时间配置的情况来看 (图

1) ,三县 (市)劳动力 2005 年、2006 年的人均劳动时

间 (包括农业和非农业劳动时间)为 7～8 个月 ,人均

从事农业劳动时间为 3～7 个月 ,人均从事非农业劳

动时间为 3～5 个月。其中 , HA、HB 两县的种植业

以粮食作物为主 ,劳动力人均从事农业劳动时间为

3～4 个月 ; HC 县经济作物 (大蒜)占有较大比重 ,其

从事农业劳动时间相对较长 ,约为 6～7 个月。调查

中发现 ,农户兼业现象非常普遍 ,兼业①农户占所调

查农户总数比例大约为 80 %。如图 2 所示 ,2006 年

HA 市、HB 县和 HC 县以第一产业为主业的农村

劳动力年人均劳动时间分别为 7163、5142、8176 个

月 ,以第二产业为主业的农村劳动力年人均劳动时

间分别为 10121、9191、10113 个月 ,以第三产业为

主业的农村劳动力年人均劳动时间分别为 10111、

10103、10 个月。调查结果表明 ,农村中仍存在着严

重地隐性失业 ,无论是纯农户还是兼业型农户 ,其劳

动时间的利用率都还有相当大的提升空间 ,能够利

用农闲时间自发学习、参加培训的农民可谓凤毛麟

角。而通过职业技术培训 ,使农民掌握一些必要的

到城镇就业 (或打短工)和在农业内部挖潜的基本技

能 ,引导农民有效地利用其劳动时间 ,是提高其劳动

时间价值的一种有效手段。

图 1 　2005 - 2006 年 HA 市、HB 县、HC 县

劳动力时间配置情况表 　(单位 :月)
资料来源 :根据调查资料整理计算

注 : ①与国家统计局统计口径一致 ,以农业收入占农户总收入比重进行划分。

2 　培育新型农民亟需创新“培训理念”

2. 1 　农村劳动力整体素质不高 ,培训任务艰巨

图 2 　2006 年 HA 市、HB 县、HC 县劳动力在

不同产业劳动时间配置情况表 (单位 :月)
资料来源 :根据调查资料整理计算

目前 ,我国农民平均受教育年限不足 7 年 ,农村

劳动力中 ,小学文化程度和文盲半文盲占 40131 % ,

初中文化程度占 48107 % ,高中以上文化程度仅占

11162 % ,特别是具有初中、高中文化程度的青年农

民 ,绝大多数都未接受过职业技术教育。整体文化

水平偏低 ,制约了其在技能上的进步 ,决定了其在经

营管理上接受科学理念较为缓慢 ,在思想上安于现

状 ,尤其是严重缺乏积极进取精神和创新精神。这

部分群体无论是直接从事农业生产劳动还是外出务

工都很难与先进的生产工具相结合 ,更不必说通过

采用新技术来创造更多的产值[ 4 ] 。因此 ,培训“新型

农民”,首先必须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 ,而且对农民

的职业技术培训需要在一个相对较高的文化水平上

进行。农村劳动力数量多、整体素质较低的状况 ,决

定了培训新型农民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阳

光工程”开展三年来 ,共培训农村劳动力 830 万人 ,

年均培训 280 万人左右 (2006 年 10 月底统计数

据) 。依照现有培训模式 ,短期之内还不可能实现对

全体农民进行普及式的培训 ,培训供给不足已经成

为影响农民培训进程的突出问题。从所调查的三个

县 (市)的情况来看 ,对于未参加培训原因一项 (“其

他”原因除外) ,被调查农户选择“本地没有劳动技能

培训”的比例在“不需要”、“本地没有劳动技能培

训”、“培训的内容不需要”、“交不起培训费”、“没时

间”几项中居于首位 ,其中 HA 市高达 76 % , HB 县

为 39 %。

2. 2 　培训方式单一 ,培训供求错位

农民培训供不应求和供求错位的问题在总体上

仍然比较严重[5 ] 。从培训方式来看 ,培训模式较为

单一 ,缺乏综合性。现有培训是一种政府“自上而

下”的供给 ,其隐性假定是所有的农村劳动力都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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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培训。然而作者的调查结果却与此相悖 ,农村

劳动力参训意识较差 ,对于劳动力培训态度迥异。

通过对三个县 (市)的调查发现 ,被调查农户回答“不

需要”和“没时间”的比例总和在 40 %～80 %之间

(见图 3 - 图 5) 。其中 , HC 县被调查农户回答“不

需要”的比例高达 44 % ,回答“没时间”的比例高达

35 % ; HA 和 HB 县被调查农户回答“不需要”的比

例则分别为 21 %和 31 %。

图 3 　HA 市劳动力未参加培训的原因
资料来源 :根据调查资料整理计算

图 4 　HB 县劳动力未参加培训的原因
资料来源 :根据调查资料整理计算

图 5 　HC 县劳动力未参加培训的原因
资料来源 :根据调查资料整理计算

按照未参加培训农民对于现有培训所持的不同

态度 ,可以将其大体上划分为两类 :一类为“中间

派”,他们对培训不热衷 ,但也不反对 ,可能由于交不

起培训费、担心培训后仍旧找不到合适的工作等原

因 ,多以“没有时间”等为由予以推脱。另一类为“保

守派”,他们对培训毫无兴趣 ,或根本不相信培训的

效果。根据作者调查 , HA 县、HB 县、HC 县不愿

意接受培训的人数占未受过专业培训人数比例分别

为 1915 %、1813 %、4614 % ,占被调查人数的比例分

别为 2614 %、5613 %、5119 % ; HA 县和 HB 县接受

过技术培训的人数占被调查人数的比例仅为 8 %和

10 %。可见 ,即使政府有能力对全体农民开展培训 ,

那也只是一厢情愿的单方供给 ,农民不一定都乐于

接受政府的“好意”。培训供求无法对接的根源 ,在

于现有的培训并未对潜在对象进行细分 ,对应设定

不同的培训模式。

2. 3 　将“技能培训”等同于“理念培训”,培训效果

不显著

相关文献中对于新型农民的界定是“有文化、懂

技术、会经营”,其内涵更注重“持久性”,强调新型农

民应该同时具备自发学习的能力和意识 ,能够根据

现实需要主动搜集信息 ,掌握相应的技术技能或经

营技巧且能够不断更新 ,这种自发学习的能力与意

识相辅相成 ,缺一不可。近年来 ,农业部等部委先后

推出了旨在提高农民科技文化素质的五大培训工程

(绿色证书培训工程、青年农民科技培训工程、新型

农民创业培植工程、农业远程培训和农村富余劳动

力转移就业培训工程) ,这五大工程虽然取得了一些

成绩 ,对于提高中国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做出了一

定贡献 ,但仍存在一系列不可忽视的问题 :比如受经

费、农民时间、硬件设备等条件所限 ,培训时间相对

较短 ,以 1～4 月的培训居多 ,多为迎合劳动市场的

短期需求 ;培训内容与生产实际脱节 ,不能满足企业

对技术工人的迫切需要。这些培训虽然可以使部分

农民“暂时性”地“有了点文化、懂了点技术 ,会了点

经营”,但是这种肤浅的认识与政策中所隐含的深层

次内涵相去甚远。其实质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行

为 ,并未从根本上培养农民自发学习的能力 ,引导其

树立主动学习的意识。

2. 4 　培训侧重于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 ,对留守劳

动力的培训力度不够

现有培训以“农村劳动力转移”、“农民劳动力转

移”居多 ,大多只是简单的技能培训 ,并未将农村劳

动力的转移与农村城镇化及农民市民化紧密结合起

来。应该看到 ,城镇化的本质在于从思想上对农民

进行引导和启发 ,提高广大农民的综合素质 ,使其获

得技术更新的理念 ,而非简单的将原有的“乡”直接

改称为“镇”。退一步讲 ,即使通过相关的技能培训 ,

农村劳动力单方面地具备了实现转移的条件 ,但城

镇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能力在一定时期内是存在上限

的 ,并非是无限需求。事实上也是这样 ,目前只有少

数农民转移到了城镇 ,大多数农民仍属于兼业型的

就地转移。调查中发现 ,现有的各类培训一般将重

心置于前者 ,忽略了对留守劳动力的培训工作。而

这部分群体在农村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对于发展

农业生产、建设现代农业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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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创新“培训理念”、培育新型农民
的思路

　　新型农民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体 ,培育

新型农民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必然要求。针对

广大农民科技文化素质水平依旧很低的现状 ,必须

贯彻科教兴国战略 ,开发人力资源 ,提高人口素质。

要加快发展农村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 ,提

高农民的农业科技素质。另一方面 ,应从一个新视

角来审视农民培训和培育新型农民的内在关联性 ,

针对不同的培训对象应该设定不同的培训模式 ,并

且拓宽受训者范围 ;要将解放思想作为培育新型农

民的根本出发点 ,变被动为主动 ,将现有的以政府为

主导的“强制性”培训模式逐步转变为“诱致型”培训

模式。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

3. 1 　夯实农村基础教育 ,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提供

智力支持和人才保障

必须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 ,深入推

进教育综合改革 ,不断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和水平 ,着

力提高未来劳动者的综合素质。要加强对农村教育

的投入 ,优化农村教育资源 ,改善办学条件 ,加大农

村支教力度 ,全面提高“普九”水平和义务教育质量。

同时 ,还要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助学机制 ,保证农村贫

困学生至少完成高中学历的学习 ,力求基本消除农

村青年文盲。积极倡导成立各种各样的民间教育救

助组织和助学救济基金会 ,给予上不起学的学子以

及时的救助 ,让其拥有同等的受教育机会。

3. 2 　细分培训对象 ,创新培训思维

一是满足“主动派”。对于那些愿意掌握涉农时

政、主动学习农业技术的农民 ,可以设立专门的培训

中心 ,采取滚动式教学。鉴于在岗培训比岗前技能

培训效果更为显著 ,建议有关部门将工作重心置于

解放农民的思想观念之上 ,由吸收劳动力的单位根

据其特定需求进行有针对性的培训 ,由政府给予相

应的补贴。二是争取“中间派”。由于无力交纳培训

费用、担心培训质量和效果等原因 ,部分农民参加培

训热情不够 ,多以“没有时间”为由不愿意参加培训。

对于这一部分群体 ,政府一方面可以通过补贴方式 ,

尽可能降低农民的参训成本 ;另一方面 ,应引导其逐

渐改变学习心态 ,树立自发学习的观念。三是推动

“保守派”。针对相当一部分不愿意学习的农民 ,应

该想方设法调动其学习的兴趣。可尝试采用现今较

为流行的“P K”模式 ,由政府主导 ,联合地方电视台

等媒体联合起来举办农民科技知识竞赛。可将该类

型竞赛的周期设定为每年一次 ,奖励范围要大 ,并设

定较高的奖励 ,并制作成系列专题节目播放以扩大

宣传效果 ,激发大家自发地学习农业科技知识的积

极性和主动性。

3. 3 　创新培训形式 ,构建长效机制

农村劳动力培训的课程设计必须符合实际 ,培

训时间要灵活安排 ,尤其应着重对农民进行“反复

性”的培训。一方面 ,继续坚持不懈地开展具有普及

性质的免费培训 ,由各级政府出资 ,每周在县乡政府

所在地开办各类讲座 ,宣讲与农民、农村、农业密切

相关的时政 ;有条件的乡镇可以采用电视远程教育

或广播等手段 ,将此举措延伸至村中 ,持续性地对广

大农民普及国家基本的和最新的农业政策。另一方

面 ,尝试开展“农技 110”活动 ,建立综合农业技术服

务体系 ,即首先进行调查摸底 ,将广大农民对于农产

品安全检验、植保技术、养殖种植技术、病虫防治管

理技术、传统耕作制度改革等相关技术问题予以汇

总 ,然后定期聘请专家有针对性地予以解答 ,满足广

大农民对种养等技术的需求。

3. 4 　创新培训理念 ,将“有人看守的服务”转变为

“无人化服务”

调查中发现 ,部分村庄确实设置了图书柜 ,购置

了一些图书 ,但因缺少场地而大多放置在村干部家

中 ,村民借阅很不方便 ;个别经济条件优越的村虽然

建有专门的图书阅览室 ,且配有专人看管 ,但其读者

大多集中于四十岁以上的村民 ,借阅频率很低 ,面临

利用率不高的窘境。从调查情况来看 ,仅有极少数

的农民接受过专门的种植业和养殖业技术培训 ,大

多数农民并未按照科学的方法从事农业活动 ,其农

业技术水平还相当有限 ,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作

者认为 ,“有人看守的服务”是一项不成功的服务。

可以尝试将培训由室内移至室外 ,在处于核心地段

的村投资设立电子屏幕 ,连续滚动播放重要的农业

政策信息 ,以及一些操作性不强、偏重理论性的农村

技术 ,有针对性地满足那些愿意学习但没有能力或

没有时间参加培训的农民的需求。这种培训形式的

最为突出的特点在于可以真正在农村实现“无人化

服务”。该办法虽然需要购置电子屏幕 ,但其运作成

本可以通过播放收费广告等方法予以降低。作者认

为 ,“无人化”的培训形式不失为一种有效的传递信

息的方式。

3. 5 　加大对村干部和经纪人培训力度

在对农民进行技能培训的同时 ,加强对广大村

干部和农村经纪人的培训力度显得尤其重要。在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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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的 34 个村中 ,一半以上的村干部都由能人担

任。村干部是中国行政级别最小的干部 ,但却是建

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直接组织者、推动者和实

践者。村干部一般来自所在村的农民 ,其整体素质

不高一直困扰着农村基层工作 ,必须适应形势发展

需要 ,不断加强对村干部的教育培训 ,使村干部懂理

论、熟政策、通科技、善管理 ,增强其带领群众致富的

能力。建议每季度或者至少每半年 ,在农闲时间强

制性地对村干部进行培训 ,完成必要的课时量 ,推行

毕业制度 ,整体提高村两委班子的素质。需要强调

的是 ,这样的强化培训不能仅停留于一次性培训 ,而

应该是多次培训、反复培训 ,以解放村干部的思想作

为培训的核心。农村经纪人是近年来农村中迅速成

长的另一个重要群体。他们通过从事中介服务活

动 ,传递市场供求信息 ,促进了一二产业的互动和地

域之间的共荣 ,这对于改善农民的思维方式和行为

方式 ,调整产业结构 ,促进农民增收 ,繁荣市场经济

功不可没。政府应当一方面将农村经纪人的培训工

作纳入县 (市) 、乡 (镇) 政府组织的新型农民培训计

划 ,采取定期举办培训班和不定期进行经纪人经验

交流的形式 ,对农村经纪人进行市场、农业、法律、法

规、职业道德、工商管理等知识培训 ,另一方面 ,鼓励

农村经纪人参加新技术和实用技术培训 ,提高经纪

人的素质 ,增强其经营能力。

3. 6 　继续推进远程教育 ,努力实现传统媒体和现代

媒体的有效衔接和配合

加快在农村普及有线电视和宽带项目的建设 ,

改善农业远程教育培训条件和手段 ,积极引进和运

用先进的教育技术 ,借助各种 (传播) 媒体对农民开

展教育培训 ;充分利用教育网 ,及时将农村新政策、

新品种等相关知识和技术制作成教学资源[ 6 ] 。尽管

该项措施的预期收效明显 ,但由于有线电视在较短

时期内在广大农村难以普及 ,能够有能力安装宽带

的农户也是屈指可数 ,这种措施只能惠及少数农民。

作者认为 ,该项措施还是较为偏重于理论层面 ,操作

性还相当有限 ,至少在相当长一段时期之后 ,其功能

才能逐步显示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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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ught on Innovating Training Conception and Creating Ne w Type of Farmers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n labor2time using situation of 326 households in Henan province

J U Fang , ZHAN G Zheng2he , GAO Ming2hua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in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94 ,China)

Abstract : Basing on t he investigation on 326 households of 34 villages in HA city , HB and HC counties of Henan province , t he article dis2
cussed t he current problems in rural laborers2t raining1 In addition , directing at how to create t he new type of farmers , t he article put forward

t he suggestions as followings : innovating conception ; classifying t he t raining object s , t ransferring t he t rain oriented by t he government from t he

type of“compulsion”to“induction”1
Key words : t raining conception ; new type of farmers ; modern agri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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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ance the Stratagem of Making Our Country Great Power by Promoting Bio2economy

KON G Ling2gang , J IAN G Xiao2lan
(Anhu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 Hefei 230053 ,China)

Abstract : The argumentation about Bio2economy is very fervency on domestic academe sine 2000. These argumentation include t he definition of

Bio2economy , t he evolvement of modality of economy , emphases on t he st ratagem of making our count ry great2power by Promoting Bio2econo2
my in our count ry.

Key words : Bio2economy ;the modality of economy ;the indust ry of bi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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