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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服务
助推乡村振兴发展研究
———基于实现共同富裕目标视角

李　 志,谢梦华
(重庆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重庆　 400044)

摘要: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全体人民的共同期盼,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

内容。 然而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三农”问题的存在成为制约共同富裕目标实现的重要因素,解决“三

农”问题,实现农民农村的共同富裕是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应有之义。 为切实补齐“三农”问题这一短板,
中共中央全面部署乡村振兴战略。 乡村振兴战略是实现农民富裕、农业现代化、城乡融合发展的必要措施,
是促进共同富裕目标实现的必由之路。 而乡村振兴离不开人力资源的重要支撑,乡村人力资源是实现乡村

振兴总目标与总要求的必要基础,然而乡村人力资源开发与配置面临着人才吸引力弱,人力资源外流现象

显著、剩余劳动力结构与乡村发展需求不适配、教育培训体系不健全等现实窘境。 补齐乡村人力资源的短

板,亟需加强乡村人力资源开发与配置。 人力资源服务作为提升人力资源开发与配置效率的重要途径,通
过拓宽乡村人才引进渠道、赋能劳动力合理转移、助力剩余劳动力的开发等方面,助推乡村全面振兴。 然

而,人力资源服务在乡村的发展存在三方面制约因素:乡村人力资源服务需求侧发展不充分,存在客观需求

与主观使用意识错位的问题;乡村人力资源服务供给侧效能不足,供给内容与供给主体都无法满足乡村人

力资源服务的现实需要;乡村人力资源服务政策载体建设不足,促进行业自身发展及推动人力资源服务下

沉乡村的政策体系仍需进一步完善。 对此,在扎实推进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大背景下,亟需优化人力资源

服务供给以促进乡村振兴。 一是要加强宣传引导,通过提高政府部门的重视程度、创新宣传手段以扩大宣

传面,提高行业认知认可水平;二是要强化政府购买,厘清政府与市场主体在人力资源服务供给中的职能与

定位,完善政府购买机制;三是要完善制度体系,一方面要加强政府的服务与监管,为人力资源服务发展营

造良好的制度环境,支持行业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要加强人力资源服务下沉乡村的制度设计,完善相关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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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及配套措施;四是要丰富行业服务业态,引导人力资源服务行业从乡村振兴发展需求出发,加强相关产品

与服务的开发与优化,持续优化乡村振兴服务供给。
关键词:共同富裕;乡村振兴;乡村人力资源;人力资源服务;劳动力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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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及提出问题

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全体人民的共同期盼,奋力推进共同富裕目标实

现,不仅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更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保障[1] 。 作为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建设主体,农民农村的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的重点内容。 为实现社会

经济的共享发展,全力解决“三农”问题,党中央特别提出乡村振兴战略,着力补齐乡村这一发展短

板。 中共中央、国务院相继出台《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等重要文件,对新发展阶段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出总体部

署。 历史经验充分说明,乡村振兴,关键在人。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 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

是第一动力” [2] 。 作为社会发展的第一资源,人才资源对于塑造乡村发展新动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

用。 强化乡村振兴人力资源的战略性支撑,促进乡村人才振兴是实现乡村振兴、共同富裕总目标的

关键要义。 然而,乡村一直以来都存在人才流失、专业化人才缺乏等问题,乡村人才短板是乡村振

兴战略实施的一大瓶颈。 乡村振兴要冲破人才因素的限制,必须将人力资源开发放在首要位置[3] 。
事实上,人力资源服务是更加合理有效地获取、开发、配置和利用人力资源,从而提高使用主体社会

财富创造能力和效率的动态交易品[4] 。 人力资源服务对于促进就业创业、助力脱贫攻坚的关键地

位得到国家制度层面的认可,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出台了《人力资源服务业发展行动计划》《关于进一

步开展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助力脱贫攻坚行动的通知》等一系列文件,以促进人力资源服务有效发挥

助力脱贫攻坚及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作用。
学术界对于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主题的研究已有大量成果:一是共同富裕与乡村振兴的内

在逻辑关联,相关研究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5-6] 及相关实践中梳理了二者的内在关联,
从政策[7] 、产业[8] 、经济体制[9] 等方面论述以乡村振兴促进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二是乡村人力

资源对乡村振兴的重要意义,研究普遍认为,乡村人力资源在乡村振兴事业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

用[10] ,要通过完善制度体制环境[11] 、加强人才市场建设[12] 、加大农村人才培育力度[10] 等手段促

进乡村人力资源的开发;三是人力资源相关服务对乡村振兴的促进作用。 研究发现,人力资源的

劳动就业[13] 、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训[14] 、高校人才就业指导[15] 等服务业态可有效促进乡村人力资

源开发与配置。
毫无疑问,人力资源服务对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但当前关于人力资源服务在

乡村振兴中的重要作用未引起学界足够重视,系统研究较为缺乏。 在共同富裕奋斗目标之下,人
力资源服务对于促进乡村振兴战略的研究有待深入,内在逻辑机理及相关影响因素有待理顺。
因此,本文在阐述共同富裕、乡村振兴、人力资源及人力资源服务的内在机理前提下,探讨以人力

资源服务促进乡村振兴的现实阻碍因素及优化路径,既能丰富人力资源服务与乡村振兴领域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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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成果,亦能为人力资源服务的发展、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以及共同富裕总目标的实现提供启示

与借鉴。

二、共同富裕目标视角下人力资源服务

助力乡村振兴的内在机理

　 　 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终极目标,如何解决农村发展问题,促进共同富裕目标

的实现? 乡村振兴战略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手段,对实现农村、农业、农民的共同富裕具有

重要意义。 那么如何促进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实施? 人力资源作为乡村发展的核心动力,对实现

乡村振兴的总体要求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乡村人力资源面临着开发与配置的现实困境。 乡村如何

突破人力资源的瓶颈? 作为人力资源开发与配置的重要手段,人力资源服务的发展对于乡村振兴

具有重要意义。 因此,可以归纳出在共同富裕目标视角下,人力资源服务助推乡村振兴的内在机

理:人力资源服务通过拓宽乡村引才渠道、完善乡村人才培训体系、助力乡村劳动力合理转移等方

式,解决乡村人才外流、劳动力技能水平不高、培育体系不健全等问题,为乡村振兴“产业兴旺” “治

理有效”等总要求的实现提供人力资源支撑,助力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农业现代化、农民富裕,最终

促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一)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终极目标

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生产资料私有制分配异化的基础上,提出了共同富裕的相关设想,认为在

生产资料公有制之下,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全体成员通过联合劳动生产,并遵循“各尽所能和按

劳、按需分配”的正义原则共享社会产品,会实现社会的普遍经济富裕、人的精神富足以及自由而全

面发展,强调的是全体社会成员之间实现富裕的平等性和机会的公平性[16] 。 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主

义的本质属性与重要理论内涵[17] 。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将共同富裕作为矢志不渝的追求、始终如一的根本价

值取向[18] 。 毛泽东同志针对建国初期的农业合作化问题,首次提出“共同富裕”的概念,其反对平

均主义、过分悬殊等现象的论述也体现出对于共同富裕理论中国化的创新思考[19] 。 邓小平同志的

社会主义本质论、先富共富论,更是为共同富裕道路赋予了更深刻的时代注解[20]
 

。 之后,“三个代

表”、科学发展观等重要思想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社会公平正义及人民的全面自由发展的关注,为
共同富裕的有效推进提供方向指引[19] 。 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共同富

裕目标赋予更重要的内涵。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新时代、新发展阶段必须更加注重共同富裕的

问题,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要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

裕” [21] 。 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思想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都表明,共同富裕不仅是满足人

们对美好生活期待的必由之路,更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终极目标。 为了全面有效地推进共同富裕,党
中央结合中国现阶段国情及未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创新性提出精准扶贫、乡村振兴战略举措,全
力推进区域协调发展。

(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是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必由之路

农民、农业、农村的富裕繁荣是共同富裕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三农”问题的解决关乎到共同

富裕伟大目标的实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就是要将之作为新时代‘三农’工

作总抓手” [22] 。 乡村振兴战略作为破解“三农”问题的必要举措,是促进农村、农业、农民富裕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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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手段,是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进程的必由之路。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是共同富裕的迫切需要

我国城乡发展差距是最突出的不平衡问题,有违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理念,成为制约共同

富裕的重大障碍。 《共产党宣言》明确指出,“消灭城乡之间的对立,是共同体的首要条件之一” [23] ,
“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 [24] 。 因此,提高乡村的发展水平,促进城乡融合

发展成为实现共同富裕的难点与突破点。 乡村振兴战略正是基于城乡差距过大、城乡需要实现融

合发展的社会背景下所提出的,对于城乡关系从分割走向逐步融合具有重要促进作用。 在新发展

阶段,乡村振兴战略是缩小城乡差距,保障城乡之间、区域之间成果享有的公平性,最终实现共同富

裕的重要举措[5] 。
2.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促进农业现代化是共同富裕的根本支撑

中国作为农业大国,共同富裕伟大目标的实现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我国农业经济的平稳发展。
乡村振兴战略不仅是新时代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举措,更是事关我国共同富裕目标的顺利

实现。 亟须加快乡村振兴战略部署,为乡村农业生产输送资金、项目、智力等方面的资源,促使农业

供给的增量提质;全面优化乡村人才的发展环境,为乡村人才的“引、用、育、留”提供政策、平台、资
金等方面的支持,构建与新型农业发展需求相适配的专业化人才队伍,为农业现代化治理体系建设

提供动力引擎。
3.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促进农民富裕是共同富裕内涵的重要体现

从共同富裕的内涵中不难看出,共同富裕的受益主体是全体人民。 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强调,
要实现不同区域、行业、阶层人民的共同富裕[24]

 

。 占全国人口 36. 11%的农民毫无疑问是共同富裕

的重要主体,没有农民的富裕繁荣,共同富裕则无从谈起。 亿万农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是乡村振兴

战略的强大驱动力,促进农民农村共享社会经济发展成果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出发点与落脚点。 贯

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通过乡村产业、人才、生态、组织的振兴,促进农业农村经济的发展,实现农民

生活富裕,通过乡村乡风文化的振兴,实现农民精神富足,是共同富裕内涵的重要体现。
(三)强化乡村人力资源支撑是乡村振兴发展的新动能

农业农村的现代化是乡村振兴的总目标,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

是乡村振兴的总要求。 作为发展的第一资源,乡村人才是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要素[25] 。 吸引各

类人才参与乡村建设,强化乡村振兴各环节的人力资源支撑,是实现乡村振兴总目标与总要求的重

要基础,为共同富裕事业的稳步推进提供动力源泉。
1. 乡村劳动力是乡村产业兴旺的内生动力

农业是乡村产业结构的主要组成部分,促进农业现代化,实现农村产业兴旺,是落实乡村振兴

总要求的中心,是促进农民生活富裕的基础保障。 农业现代化伴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人类

管理思想的变化而产生,核心动力来源于科学技术创新[26] ,而创新驱动的实质是人才驱动。 乡村科

学技术人才的研究与发明为乡村开拓新的生产力奠定理论基础,提供技术保障,对于现代化农业技

术的研发、加快农业科技成果的实际转化与应用都起决定性作用。 要实现现代农业的创新发展,不
仅要加强农业科技自主研发与创新,更要培养具备创新能力的乡村人才队伍,保障乡村科学技术人

才的数量与质量。 同时,农业现代化主要体现于生产力及生产方式的现代化,核心在于构建现代农

业的生产体系与经营体系[27] 。 乡村劳动力是构建农业现代化生产与经营体系的核心要素,对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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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目标实现起决定性作用[28] 。 乡村资源产业化、商品化的过程中依赖大量劳动力进行大规模

生产,这一环节需要乡村劳动者具备与现代农业相关的知识与技能。 从生产力发展规律来看,提高

乡村劳动力的能力素质,实现劳动力合理配置是促进乡村生产力与生产方式现代化的重要路径[29] 。
2. 乡村各类人才是实现乡村有效治理的必要基础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是提升国家整体治理水平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

要一环[30] 。 完善乡村治理体系,提升乡村治理水平不仅是促进乡村振兴的重要突破口,更是实

现乡村振兴总要求的重要前提。 乡村人才是乡村治理能力与水平的核心体现,乡村“治理有效”
的要求更明确反映了对人才的需求:乡村治理需要充分发挥各类人才的作用,形成乡村治理工作

的合力,要“ 激励各类人才在农村广阔天地大施所能……打造一支强大的乡村振兴人才队

伍” [31] 。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须构建与完善由党委、政府、社会、公众等主体构成的社会治

理多元共同体。 对于乡村治理而言,同样需要各主体发挥各自优势,良性协作,共同推进乡村治

理现代化进程。
就政府层面而言,乡村振兴的目标需要在各级党委组织的领导下、各级政府及村委会的整体推

进下方能实现。 因此,党政人才的领导与执行力水平、乡村振兴战略眼光都关乎到乡村发展美好前

景的实现,亟需充分挖掘与培育党政人才,优化乡村党政人才的结构,提升村党组织干部的能力素

质。 就社会层面而言,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等社会组织是农村“三留守”关爱服务体系核心要素,
作为农民与政府间沟通的重要桥梁,社会工作人才不仅可以为农民解决生活、心理等方面的需求难

题,促进政策解读与宣传,更是城市资源的链接者,对推动城市资源进入农村,促进乡村现代化发展

起到重要作用。 就村民这一主体而言,随着对乡村治理
 

“还权、赋能、归位”的现实呼吁,村民的治

理主体地位逐渐凸显,高素质的农民群体是乡村治理决策咨询、参政议政、监管监督的使命担当[32] 。
其中,乡村社会巨大变化催生的新乡贤群体,更是在乡村的资源引入、产业结构改革、社会伦理再建

等方面起到引领作用[33]
 

。 因此,乡村的发展需要各类人才的有效参与,乡村各类人才的能力素质是

实现乡村有效治理的必要基础,对乡村振兴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
(四)乡村人力资源开发与配置存在现实困境

乡村人力资源的数量与质量是乡村振兴的基础,乡村人口的数量、结构及其走向都关系到乡村

振兴战略的实施。 然而,乡村人力资源存在“量大而质不优”“结构失衡”等特点,乡村人力资源开发

与配置存在现实困境,对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造成一定阻碍。
1. 乡村人才吸引力弱导致劳动力外流效应显著

促进乡村人才振兴,本土人才的回流与外地人才的引进是必然途径。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发展

以城市化、工业化为主导,城市产业、资源等较之乡村具有极大优势[34] ,乡村发展长期处于落后地

位,导致乡村的人才吸引力较弱,城市虹吸效应明显,大量乡村人口持续向经济发达的城市集聚,向
第二第三产业集聚。 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 年从乡村流向城镇的人口为 2. 49 亿人,
较十年前增长了 1. 06 亿人;根据国家统计局《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五号)》中的数

据,相较于 2010 年,城镇人口比重增加了 14. 21%,而乡村人口数却下降了 1. 64 亿人,城乡人口长期

处于失衡状态。 且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流动趋势仍在扩大。 即使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初显成

效,但农村新产业新业态发展依旧不很充分,农村人才无用武之地。 加之以在大城市安家为荣的传

统观念,导致农村大学生反哺乡村意愿不强,外出农民工返乡创业动力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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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乡村剩余劳动力结构与乡村振兴发展需求不适配

随着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及农业科技水平的不断提高,农业发展对普通劳动力的需求下降,导
致乡村普通劳动力相对闲置。 相关调查数据显示,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在 2019 年达到了 1. 2 亿人,
且仍在持续增长中。 与此同时,乡村剩余劳动力能力素质结构无法满足乡村新型农业发展需求。
乡村新型农业的发展及新农村的治理普遍需要拥有较丰富的理论知识和技术技能的人才,而乡村

剩余劳动力平均受教育程度较低,专业知识与技能不足。 根据最近一次全国农业普查公报,2016 年

我国农业生产经营人员中,仅有 8. 3%的人员拥有高中及以上学历。 且乡村青壮年劳动力的流失,
进一步加剧了乡村的老龄化和空心化,乡村剩余劳动力存在结构性失衡,剩余劳动力以老、幼、妇群

体居多,乡村人口结构呈现两头大中间小的“苹果核”型特征[12] 。 乡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素质无法

满足乡村产业结构升级及乡村有效治理的需求,制约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现,进一步导致乡村劳动力

失业及青壮年流失的问题,使乡村劳动力开发陷入恶性循环的难题。
3.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体系不健全

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可以显著提高农民技能水平与农业生产效率[35] ,是乡村剩余劳动力有效开

发,促进乡村人才振兴的重要路径[36] 。 从理论上看,农民培训属于准公共产品,其“拥挤性”特征需

要通过提高市场化配置手段方能消除,然而当前乡村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制度体系不健全,培训服务

以政府为主要供给主体,市场化手段参与不足,未能充分体现其准公共产品属性[37] ,导致培训内容

与地区农业实际生产的需求不够吻合,培训形式缺乏针对性,农民培训意愿不足,培训效果欠佳。
即使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各级农业、教育等相关部门先后开展农民培训,然而地区间培训水

平、培训基础设施等资源仍存在差异,造成农民受教育范围的不平衡,出现偏远地区农民培训缺位

的现象。 因此,亟需充分整合培训资源,完善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服务供给体系,促进乡村人力资源

的有效开发从而实现乡村人才振兴。
(五)人力资源服务是助力乡村振兴,助推实现共同富裕有效手段的化解

乡村人力资源对于促进乡村振兴、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重要作用以及乡村人力资源开发

面临的现实困境,无一不体现着乡村人力资源有效开发与配置的重要意义。 作为优化人力资源开

发与配置的重要手段,人力资源服务在优化乡村人才配置、提升乡村劳动力素质等方面的优势日益

凸显,对于助力乡村振兴、助推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
1. 人力资源服务为乡村引才提供重要支撑

随着社会经济与科技的发展,当前人力资源市场劳动力流动规模愈加增大,流动方向愈加多

元,人才选择性因素大大增加,强化人力资源服务的人力资源配置功能,可以为乡村振兴引才提供

重要支撑。 对于乡村实用人才的引进而言,人力资源服务拓宽了乡村引才的渠道。 根据第七次全

国人口普查数据,我国劳动力开始出现“农村—城市—农村”的环流现象,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

施,回流现象可能会持续显现,这为人力资源服务发挥人力资源配置作用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人才测评服务是探索乡村振兴所需人才图像的重要抓手,为研究制定乡村人才选拔标准、测评工具

等提供技术支撑,为乡村人才的选拔与培养等工作提供科学依据。 人才市场、线上招聘平台等人力

资源服务的主要载体拓宽了乡村人才引进渠道与方式,通过对乡村振兴工作岗位信息进行整合与

集中展现,提高求职者对乡村振兴工作信息的可及性与便捷性。 同时,随着“‘一带一路’人力资源

服务行动”的实施,人力资源服务的市场开放程度显著提高,人力资源服务的服务半径大大增加,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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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有利于乡村发展的国际经验借鉴,更是为乡村发展国际化人才的引进赋能。
2.

 

人力资源服务为乡村劳动力合理转移有效赋能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乡村劳动力的自主流动与转移成为普遍现象。 乡村劳动力的合理转移

不仅是促进城市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重要原因[38] ,更是在增加农村居民收入[39] 、优化农村基本

资源的合理配置[40] 、缩小城乡差距的等方面具有重要促进作用[41] 。 人力资源服务具有人力资源开

发与配置的优势,对于提升劳务输出者职业技能、完善劳务转移服务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一方面,人力资源服务是提升劳务输出者职业技能的重要手段。 提升乡村劳动力职业技能水

平,突出乡村劳动力的地域标识、优异的技能表征和良好口碑,是提升乡村劳动力流动效能的重要

途径,对于促进高质量就业、推动乡村振兴和迈向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 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部发布的《农民工稳就业职业技能培训计划》明确指出,针对乡村劳动力的职业技能培训是乡村

劳动力转移就业的重要抓手[42] 。 人力资源服务自身丰富的教育资源决定了其在农民工职业技能培

训的重要地位。 引导各类人力资源服务机构针对性开发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资源与平台,是乡村

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的重要途径。 在现实实践中,部分地方政府也开始依托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开

展农民工培训、劳务品牌宣传与管理等事务。
另一方面,人力资源服务为劳务输出者提供多样化服务。 面对庞大的劳务输出群体,布局各级

劳务市场,促进用工双方信息的有效对接是人力资源服务的重要工作。 线上线下的人才市场可打

破劳务工作者在区域联通、信息整合等方面的壁垒,实现对乡村劳工的信息化、动态化管理,是实现

地区间人才信息有效衔接,促进地区间劳动力资源共享与有序流动的重要途径[41] 。 不仅如此,人力

资源服务还可以提供招聘信息甄别、劳务输出后续的维权、社保政策指导服务等方面服务,对促进

劳务输出者有效有序地融入城市具有重要意义。
3. 人力资源服务是乡村剩余劳动力开发的重要抓手

随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劳动力要素的质量水平对于乡村振兴事业的发展尤为重

要。 因此,在乡村振兴的进程中,要重点提升农村劳动力的能力素质,为促进乡村健康、长久地发展

提供人力支持。 其中,人力资源服务业态优势大大显现,充分发挥人力资源服务优势进行乡村人力

资源的开发是乡村振兴事业的不二选择。 人力资源的盘点是人力资源开发的基础,人力资源服务

具有专业化调查与分析能力,通过人力资源服务实现乡村人力资源数量质量的分析与盘点,充分了

解乡村人力资源现状与问题,科学评估乡村人才供求总量及结构、层次,为优化乡村人力资源结构

提供科学依据。 对于乡村人力资源开发而言,建设现代化农村人才培养体系是关键。 人力资源服

务自身拥有丰富的教育培训资源,在促进乡村、基层的企事业单位、农业合作社等知识更新和技能

提升,进一步提高乡村事业发展专业化、产业化水平等方面具有极大优势。 此外,人力资源服务机

构通过开展相关技能比赛及技能交流活动,打造“以训代学,以赛促学”的培养模式,在提升农村劳

动力素质的同时,兼顾农业科研成果的推广。

三、以人力资源服务助力乡村振兴,助推实现共同富裕制约因素的化解

人力资源服务是促进乡村人力资源开发,优化乡村人才配置的重要途径,以人力资源服务为抓

手促进乡村的全面振兴,是实现共同富裕总目标的必然选择。 党中央高度重视人力资源服务在乡

村振兴、共同富裕事业中的重要作用,并出台一系列重要文件以支持人力资源服务的发展,确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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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资源服务有效促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然而,乡村人力资源服务在需求侧、供给侧及政策载体

等方面存在不足,严重制约人力资源服务作用的有效发挥。
(一)乡村人力资源服务需求侧发展不充分

服务需求是人力资源服务下沉乡村的前置驱动,对于乡村人力资源服务产品与服务的开发与

优化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然而当前乡村人力资源服务的需求存在客观需求与主观使用意愿的错

位,严重制约了人力资源服务为乡村振兴赋能。 从客观层面来看,如前文分析所言,在乡村人力资

源的重要意义及乡村人力资源开发配置困境的双重驱动下,人力资源服务是促进乡村振兴战略的

有效手段,乡村的发展与振兴对于人力资源服务存在强烈的客观需求。 然而主观使用意识的缺乏

限制了人力资源服务在乡村的发展空间。 与国外相比,我国人力资源服务行业仍处于初步探索期,
行业的宣传不足,社会整体对于人力资源服务的认知程度较低,乡村作为我国发展较落后的地区,
对于人力资源服务更是缺乏了解。 由于市场规范尚未形成,行业低质化竞争现象较为普遍,导致社

会整体对于人力资源服务存在认知误区,存在将人力资源服务等同于低端的劳务外包等方面的刻

板印象。 “黑中介”、违规收取费用、虚假招聘等市场乱序现象依旧存在,社会整体对人力资源服务

行业的认可度不高。 社会整体对于人力资源服务的了解、认知、认可水平都有待提升,导致乡村振

兴相关主体没有充分意识到人力资源服务对于促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意义,对以人力资源服务促进

乡村振兴的主观使用意愿不强烈,进而导致人力资源服务在乡村的发展无法充分回应乡村振兴的

客观服务需求。
(二)乡村人力资源服务供给侧效能不足

人力资源服务对于乡村振兴的促进作用体现在人才服务的各个方面,然而当前针对乡村振兴

服务供给的相关理论研究与实际产品开发不足,供给主体较为单一,降低乡村振兴产品服务供给的

供给效能。
从供给内容而言,面向乡村的人力资源服务供给内容仍以传统的公共就业指导、社会保障等形

式为主,缺乏为乡村振兴战略进行针对性、专业化服务的业务设计,尤其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发、劳
务品牌建设等服务仍有待开发,促进乡村振兴的产品服务开发意识不足,导致行业自身发展空间受

限。 与此同时,乡村人力资源服务的数字化水平仍有待提升。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以颠覆性技

术创新为主导的历史阶段,人力资源服务的数字化转型是必然趋势。 “线下人力资源服务的风险与

成本,使得引导劳动者管理单位与用工企业使用在线服务成为必然选择” [43] 。 然而乡村劳动力对

互联网的相关知识技能有限,相关部门对“互联网+人力资源服务”的意识不足,“互联网+人力资源

服务”的模式在乡村尚未形成,进一步限制了人力资源服务在乡村的发展。
 

从供给主体而言,由于乡村振兴中的人力资源服务具有一定的公共产品性质,供给主体多以公

共性质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为主,如各地就业服务中心、人才服务部门等。 但在政府传统科层体制

管理模式下,公共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为乡村提供服务的主要动力较大程度上来自宏观政策导向与

层级间的行政命令,行动指引主要来源于政策规范及规范化的执行流程,市场化竞争不足,导致公

共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为乡村优化服务的内生动力不足、人力资源服务产品及服务模式创新性较弱。
且当前的公共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多在市、县两级组织结构中体现,服务触角尚未向下延伸,农村成

为人力资源服务“可耕之地”。 且行政机关、事业单位的人员选拔机制及考核内容相对固定,人员队

伍稳定性较强,导致公共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内部人员队伍的专业教育与职业背景有限,以市场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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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导向的知识能力结构更新动力不足。 而经营性质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更加强调服务效率及回

报,乡村人力资源开发的投资回报率较低,乡村振兴服务理念落后,在政策红利不足的现实条件下,
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参与乡村振兴的主动性不足。

(三)乡村人力资源服务政策载体建设有待加强

政策制度体系是引导人力资源服务高质量发展,促进人力资源服务为乡村振兴发挥最大效能

的根本载体。 我国人力资源服务政策体系仍处于初步构建阶段,“人力资源市场”的概念于 2007 年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第一次得到确立,是人力资源服务政策体系构建的开端;2014 年颁

布的《关于加快发展人力资源服务行业的意见》,首次对人力资源服务行业的发展进行指导部署;直
至 2018 年,人力资源服务领域的首部行政法规《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出台;2020 年至今的相关

文件则更多关注疫情防控期间稳定就业等。 我国人力资源服务政策体系构建起步较晚,短短十几

年间颁布的政策文件更多的是对人力资源服务某个业务领域的零散规范,缺乏对人力资源服务行

业整体翔实的规范文件。 出台政策工具多以规划性文件为主,如国家人社部及各地政府颁布的行

业发展行动计划及产业发展规划等,而市场规范、平台建设、金融支持等相关配套措施还不完善,导
致规划措施的执行存在阻碍。 且当前的政策文件多从行业发展的视角出发,重点关注人力资源服

务业的规范化发展问题,缺乏以服务乡村振兴为目标导向的政策设计,相关文件以通知、函等形式

为主,行政效力有限,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人力资源服务在乡村振兴事业中的发展。

四、引导人力资源服务助力乡村振兴,助推实现共同富裕事业的路向选择

在共同富裕的目标指引及乡村振兴的需求引导下,人力资源服务面临新的发展机遇与历史重

任。 政府部门作为共同富裕事业的领导主体、乡村振兴工作的重要责任主体,应充分发挥主观能动

性,在城乡融合发展[44]与乡村治理创新[45] 中探索人力资源服务在乡村振兴事业中的发展路径,通
过加强宣传引导、强化政府购买、完善制度体系、丰富行业业态等措施,引导人力资源服务实现自身

发展与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目标相互融合。
(一)以加强宣传引导提高行业认知度

社会对人力资源服务的认知与认可水平直接关系到各主体在乡村振兴工作中对人力资源服务

的使用意愿。 各级政府部门应摒弃过去对人力资源服务的错误认知,充分重视人力资源服务对乡

村振兴及共同富裕目标实现的促进作用,在制定乡村发展相关规划政策过程中将人力资源服务纳

入考量,为人力资源服务作用的有效发挥提供政策保障。 充分利用现代媒体技术,提高宣传覆盖

面,围绕推动人力资源服务业与国家重大战略布局协同发展、一体推进的发展目标,从提升政府服

务乡村振兴的效能与促进共同富裕目标实现的角度出发,宣导人力资源服务对促进就业创业、乡村

振兴的重要意义及相关产品服务、先进典型。 积极搭建服务推介平台,针对乡镇级政府进行宣传推

介,加强乡镇政府的服务使用意识,积极引导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为乡镇级政府提供“上门宣传”,开
展乡村人力资源服务的

 

“上门送服务”活动。 通过创新人力资源服务宣传推介方式,不断提高人力

资源服务的知名度与社会影响力,提升乡村振兴相关主体对人力资源服务的认可程度和使用意识。
(二)以强化政府购买拓宽服务供给渠道

以公共部门单一的人力资源服务供给渠道已经无法满足乡村振兴的服务需求,经营性人力资

源服务机构具有较强的服务专业性与机制灵活性,是乡村人力资源服务供给的重要补充手段,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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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参与乡村振兴工作是必然趋势。 政府购买是公共服务市场化、民营化与社会化的重要手段,
 

对于

拓宽乡村人力资源服务供给渠道具有重要的作用[47] 。 政府各部门应充分重视市场化手段在服务乡

村振兴、助推实现共同富裕目标中的决定性作用,逐步推动政府部门向市场购买经营性的人力资源

服务。 相关部门应明确政府与市场手段在乡村的人力资源服务供给中的定位与分工,引导人力资

源服务企业承担部分政府服务职能,配合政府服务民生,积极探索人力资源服务助力乡村振兴、助
力实现共同富裕的着力点,鼓励和引导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积极承担企业社会责任,主动参与

乡村振兴相关公益服务项目,利用行业职能协同政府开展专项行动,逐步完善公共性与经营性人力

资源服务主体互相补充、协调发展的服务供给体系。 在此基础上,建立合理有效的政府购买人力资

源服务机制,加强人力资源服务主管部门与乡村振兴主管部门、市场监管部门等主体的横向协作,
构建与完善政府购买人力资源服务指导目录,明确政府购买人力资源服务的内容及服务标准。

(三)以完善制度体系构筑行业高质量发展空间

人力资源服务自身的高质量发展,是优化乡村人力资源服务供给的首要基础。 政府部门应针

对行业现存不足,从顶层规划、配套措施、市场监管等多方面为人力资源服务发展提供政策支持,构
筑行业高质量发展空间。

一方面,对于行业本身发展而言,加强政府服务与监管,为人力资源服务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贯彻落实国家“放管服”改革要求,转变政府职能,切实发挥政府主体对于人力资源服务行业的宏观

调节、引导支持、公共服务等职能,对人力资源服务促进乡村振兴发展的重点领域与薄弱环节提供

全方位的支持;建立健全人力资源服务市场规范,加强政府的监管职能,进一步引导人力资源服务

行业规范化发展;加大人力资源服务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力度,持续推进行业诚信建设和公平竞

争。 通过为行业发展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促进行业规范有序化发展,为乡村人力资源服务的优化

奠定基础。
另一方面,要加强顶层政策设计,强化政策保障,引导人力资源服务与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目标

协同发展[47] 。 政府各部门应提高人力资源服务在乡村振兴发展中的战略地位,充分借助专家智库

力量,加强对以人力资源服务促进乡村振兴、助力实现共同富裕的政策理论探索,探究人力资源服

务在乡村发展中的着力点、服务难点及优化路径等,并针对性制定行业发展政策,提高政策的实际

性、可行性、创新性。 结合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与地方实际,加强行业发展规划,以政策

手段促进人力资源服务行业发展方向与乡村振兴战略目标高度融合。 在加强行业发展规划的基础

上,完善乡村人力资源服务发展的配套政策,打造包括服务标准、资源配置、平台搭建等全方位的政

策体系。 通过加强顶层规划与配套措施建设,全面打造良好政策环境,为人力资源服务下沉乡村提

供政策指引与制度支持。
(四)以丰富业态持续优化乡村人力资源服务供给

近年来人力资源服务模式、服务产品都得到一定创新,但是与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目标的服务

需求结合度不够,针对乡村的服务模式与产品仍有待进一步开发,政府部门应加强对行业的引导,
促进人力资源服务业态升级与乡村振兴、共同富裕总目标协调发展。 一方面,充分引导人力资源服

务完善行业业态,着力加强乡村振兴发展所急需的服务产品与内容的建设。 充分发挥人力资源服

务的测评、猎聘等功能,构建乡村各类人才评价体系,引导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在国内外广泛挖掘乡

村急需人才。 以人力资源服务的教育培训资源为依托,引导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围绕现代农业对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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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劳动力的职业技能需求,开发设计具有乡村特色且与农业发展、市场需求相结合的乡村人才培训

资源,为乡村劳动者提供培训与指导。 加强乡村级的劳动力市场建设,延伸人力资源服务触角,实
现缺工企业与农民工群体的供需交流。 另一方面,大力推动人力资源服务行业的技术创新,鼓励人

力资源服务与互联网、大数据等新技术的融合,提升乡村人力资源服务的供给效能。 在后疫情时

代,建立面向乡村需求的线上人力资源市场、线上培训等服务平台,并引导用工企业与乡村劳动力

使用线上资源,可以有效强化信息沟通效果,降低信息交易成本。
 

同时,政府部门应加强乡村人力资

源服务的信息化建设,搭建乡村人力资源信息化平台,对乡村劳动力进行信息化动态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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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on
 

prosperity
 

is
 

an
 

important
 

connotation
 

of
 

Marxist
 

thought 
 

the
 

common
 

expecta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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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
 

the
 

people 
 

and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Issues
 

relating
 

to
 

agriculture 
 

rural
 

areas
 

and
 

farmers
 

in
 

China  s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restrict
 

the
 

realization
 

of
 

the
 

goal
 

of
 

common
 

prosperity.
 

Solving
 

issues
 

relating
 

to
 

agriculture 
 

rural
 

areas
 

and
 

farmers
 

which
 

helps
 

farmers
 

and
 

rural
 

areas
 

to
 

be
 

affluent
 

is
 

the
 

due
 

meaning
 

of
 

bringing
 

about
 

common
 

prosperity.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develop
 

rural
 

areas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has
 

comprehensively
 

deployed
 

the
 

strateg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which
 

is
 

crucial
 

to
 

make
 

the
 

prosperity
 

of
 

farmers
 

come
 

true 
 

promote
 

the
 

process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and
 

narrow
 

the
 

gap
 

between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and
 

finally
 

bring
 

about
 

the
 

goal
 

of
 

common
 

prosperity.
 

Rural
 

revitalization
 

cannot
 

be
 

separated
 

from
 

the
 

important
 

support
 

of
 

human
 

resources.
 

Human
 

resources
 

in
 

rural
 

area
 

are
 

the
 

necessary
 

basis
 

for
 

realizing
 

the
 

general
 

objectives
 

and
 

requirement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However 
 

the
 

development
 

and
 

allocation
 

of
 

human
 

resources
 

in
 

rural
 

area
 

are
 

faced
 

with
 

practical
 

dilemmas 
 

such
 

as
 

weak
 

attraction
 

of
 

talents 
 

significant
 

outflow
 

of
 

human
 

resources 
 

mismatch
 

between
 

surplus
 

labor
 

force
 

structure
 

and
 

rural
 

development
 

needs 
 

and
 

imperfect
 

education
 

and
 

training
 

system.
 

In
 

order
 

to
 

remove
 

the
 

obstacles
 

of
 

human
 

resources
 

in
 

rural
 

area 
 

we
 

must
 

strengthen
 

the
 

development
 

and
 

allocation
 

of
 

human
 

resources
 

in
 

rural
 

areas.
 

Human
 

resources
 

services
 

is
 

of
 

great
 

help
 

for
 

rural
 

talents
 

revitalize
 

by
 

broadening
 

the
 

introduction
 

channels
 

of
 

rural
 

talents 
 

promoting
 

the
 

rational
 

transfer
 

of
 

labor
 

force
 

and
 

improving
 

the
 

development
 

of
 

surplus
 

labor
 

force 
 

so
 

as
 

to
 

realize
 

the
 

overall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areas.
 

However 
 

there
 

are
 

three
 

obstacles
 

to
 

the
 

promotion
 

of
 

human
 

resources
 

services
 

in
 

rural
 

area 
 

the
 

demand
 

side
 

of
 

human
 

resources
 

services
 

in
 

rural
 

area
 

is
 

not
 

fully
 

developed 
 

and
 

there
 

is
 

a
 

dislocation
 

between
 

objective
 

needs
 

and
 

subjective
 

use
 

consciousness.
 

The
 

efficiency
 

of
 

rural
 

human
 

resource
 

service
 

supply
 

side
 

is
 

insufficient 
 

and
 

the
 

supply
 

content
 

and
 

supply
 

subject
 

can
 

not
 

meet
 

the
 

practical
 

needs
 

of
 

rural
 

human
 

resource
 

service.
 

The
 

policy
 

carrier
 

construction
 

of
 

rural
 

human
 

resources
 

service
 

in
 

rural
 

area
 

is
 

insufficient 
 

and
 

the
 

policy
 

system
 

to
 

promote
 

the
 

self-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y
 

and
 

promote
 

human
 

resources
 

services
 

to
 

sink
 

into
 

the
 

countryside
 

still
 

needs
 

to
 

be
 

further
 

improved.
 

In
 

this
 

regard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solidly
 

promoting
 

the
 

progress
 

of
 

the
 

goal
 

of
 

common
 

prosperity 
 

it
 

is
 

urgent
 

to
 

optimize
 

the
 

supply
 

of
 

human
 

resources
 

services
 

to
 

promote
 

rural
 

revitalization.
 

First 
 

we
 

should
 

strengthen
 

publicity
 

and
 

guidance 
 

and
 

improve
 

the
 

recognition
 

level
 

of
 

the
 

industry
 

by
 

increasing
 

the
 

attention
 

of
 

government
 

departments 
 

expanding
 

the
 

publicity
 

surface
 

by
 

using
 

new
 

media
 

technolog.
 

Second 
 

we
 

should
 

strengthen
 

government
 

purchase 
 

clarify
 

the
 

positioning
 

of
 

government
 

and
 

market
 

in
 

the
 

supply
 

of
 

human
 

resources
 

services 
 

and
 

improve
 

the
 

mechanism
 

of
 

government
 

purchase
 

of
 

human
 

resources
 

services.
 

The
 

third
 

is
 

to
 

improve
 

the
 

institutional
 

system.
 

We
 

should
 

strengthen
 

government
 

supervision
 

to
 

create
 

a
 

good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resources
 

services
 

and
 

strengthen
 

the
 

institutional
 

design
 

of
 

human
 

resources
 

services
 

to
 

promote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improve
 

relevant
 

planning
 

and
 

supporting
 

measures.
 

Fourth 
 

we
 

should
 

enrich
 

the
 

service
 

formats
 

of
 

the
 

industry
 

to
 

meet
 

the
 

need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development 
 

strengthen
 

the
 

development
 

and
 

optimization
 

of
 

relevant
 

products
 

and
 

services 
 

and
 

continuously
 

optimize
 

the
 

suppl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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