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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农村人力资源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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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党的十六大提 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 目标 ，实现这一 目标的重点、难点都在农村 ，而农村小康社会 建设的关键 

在于积极开发农村人力资源。因此，必须充分认识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必要性，并针对 目前农村人力资源现状，积极探 索农村人 

力资源开发的途径和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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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ural Manpower Resour ces of Our  Country 

LIWen-zheng 

( ofHtananities，Sh,~ h,a Jiaotong University，ŝ 200030，China) 

A ：nle 16th representative ofthe Commtmist Party of Claim puts forward the aght goal of building a well-off society in all all—round 

way．Thefocal point and difficulty ofthis goalisin rura1．the key ofthe constructionliesindeveloping ruralmanpower Des0u【℃e actively．qhere- 

fore，we must recognize the necesstJes of rural manpower resou．'ce development，aim at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mml manpower resoui'ee，e~plore 

the development~ ures and the channels a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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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六大提 出了全面建设 小康社会的战略 目标 ，实现 

此战略 目标的重点和难点都在农村 ，因此，农村经济的发展至 

关重要。然而，农村劳动力素质偏低这一因素却严重地制约 

了我国农村改革的深化和农村经济 的进一步发展。因此，深 

入研究我国农村人力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并积极采取措施大 

力提高农村 劳动力 的素质，对于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的奋 

斗 目标至关重要 。 
一

、我国农村人力资源现状 

《中国教育与人力 资源报告》描绘 了我 国人力资源的现 

状：整体国民素质偏低，中高层次人才严重缺乏，人力资源整 

体水平与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相 比存在较大差距，产 

业 、行业人力资源结构性矛盾突出，劳动力整体文化素质不能 

适应产业高度化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持续提升 ，城 乡地区间 

劳动力文化素质的不均衡性十分突出。 

(一)农村人力资源现状 

第一，农村人力资源数量巨大，剩余劳动力多。我国是农 

业大国，70％的人口居住在农村，农村人口已达到9亿，到 20 

世纪末期，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已达近3亿人，同时，我国人口 

又以每年1 3o0~Y左右的速度增长，并且绝大多数在农村。随 

着人口的增长和农业现代化的推进，今后我国每年将净增 

6Oo_-700万剩余劳动力。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将对我 

国的农村就业、耕地等形成巨大压力，并将成为我国农村经济 

发展和农业现代化的严重障碍。 

第二 ，农村劳动力的文化素质偏低。《中国教育与人力资 

源报告》指出，2OOO年我国 15岁以上人口中仍有文盲8 699．2万 

人，其中75％分布在农村。农村 劳动人 口人 均受教育年限为 

7．33年，而城市是 1O．20年。城市 、县镇和农村之间劳动力人 

口受教育水平的比重为：具有大专及 以上受教育水平 的人 口 

比例是 20：9：1；受高中教育的人 口比为4：3：1；受初中教育人 口 

比为 0．19：1．10：1；受小学教育的人 口比为 0．37：0．55：1。这表 

明，我国农村劳动力受教育水平与城市劳动力受教育水平相 

比存在明显差距 ，同时也意味着提高农村劳动力文化素质是 
一 项非常艰巨的任务。 

第三，农村劳动力的科技素质不高。农村劳动力资源丰 

富，但在知识、技能等方面比较突出的人才却很缺乏，因而很 

难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要求。据 2001年中国科协对 中国公众 

科学素养的调查，具备科学素养的农村居民仅占0．4％，81％的 

农民对农业新技术 、新 产品表现 出消极的观望心态。由于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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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受教育年限较少，农业职业技术教育普及率低 ，而且多数农 

民对农业技术的接受能力较弱 ，能够看懂农业科技书刊的人 

为数不多 ，因而导致农村劳动力科技素质较低 ，缺乏职业技术 

和技能。据调查 ，农业劳动力中掌握一 、二项实用技术的人数 

仅 占被调查人数的 16．4％，获得专业技术职称和 岗位培训证 

书的人数 占被调查人数的 7．3％。因此，大力提高农村劳动者 

科技素质成为本世纪的一项重要任务。 

第四，农村劳动力经营管理素质较差。由于长期受计划 

经济与小农经济的影响，以及受文化水平低等因素的制约，农 

村劳动者的经营管理素质较差，市场意识还 比较淡薄，信息接 

受与反馈 能力差 ，适应 和参与市场经济的能力弱。多数农民 

没有接受过有关农业经营管理方面的教育与培训 ，不 了解农 

业经营管理的基本知识，因而难 以适应现代化农业 和参与国 

际竞争的需要。 

第五，农村劳动力的身体素质偏低。由于农村医疗卫生 

条件较差，农 民的收入较 少，以及饮食营养欠缺等方面的原 

因，农村劳动者的身体素质普遍较低。在有的农村贫困地区， 

农民的温饱问题尚未解决 ，还存在着营养不 良，住房条件 差， 

用水 困难以及医疗卫生设施 匮乏等问题 ，这些都严重影响着 

农民身体素质的提高。 

(二 )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内涵 

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就是要充分利用和发掘农村人群的生 

产力 ，提高农村人 口的整体素质 ，促进农村社会经济的高效和 

优化发展。这就要求在基础教育、职业教育、技术培训、医疗卫 

生 、计划生育等方面加大人力资本投资，以提高农村居民的整 

体素质。 

二、开发农村人力资源的必要性 ． 

(一)开发农村人力资源是 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需要 

要实现传统农业 向现代农业、集约型农业转变 ，就必须大 

力开发农村人力资源。传统农业 主要靠外延式扩展，即通过 

增加耕地和加大物质资源的投入来提高产出。这种农业发展 

方式的缺陷是，投入产出比低 ，效益不高 ，同时受耕地 资源的 

制约，发展空间十分有限。由于我国耕地资源相对贫乏 ，农业 

发展必须超越这种传统模式，向现代集约型农业转化。集约 

型农业是一种内涵式农业发展方式 ，其特征是通过利用科技 

化、专业化、精细化来提高农业的产出、品质和附加值，提高农 

业产业的效益。现代化集约型农业主要是依赖农业科技开 

发 、农村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和农村人力资本积累的快速发展。 

可见 ，只有通过加快农村人力资源的开发 ，才能提高广大农 民 

的综合素质，使其具备市场经济知识 、法律意识 、民主意识 ，掌 

握各种专业技术和技能 ，推动农业 的现代化和农村经济社会 

的全面发展与进步。 

(二)开发农村人力资源是实现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需要 

农业产业化 是符合市场经济 和家庭联 产承包 责任制要 

求 ，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广阔前景的新型经营形式。走农业产 

业化道路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农业产业化的基本 

要求是农业的专业化、社会化、市场化。推进农业产业化就要 

实行生产、加工 、销售一体化经营 ，提高农产品附加值 ，增强市 

场竞争力 ，并扩大农村劳动力就业 ，增加农民收入。实行农业 

产业化 ，将对农村劳动力素质和人才结构提 出更高的要求 ，一 

方面劳动力的素质要有较大提高，因为 只有具备一定科技素 

质和专业素质的劳动力才能胜任农业科技化、专业化 的要求 。 

另一方面，人才要具有多样性 ，即要有 大量 的经营人才、管理 

人才、科技人才等 ，以适应农业产业化对农业劳动力素质和人 

才结构的要求。为此，必须通过教育等方式大力开发农村人 

力资源。 

(三)开发农村人力资源是实现农村劳动力有效转移的必 

要条件 

我国农村蕴藏着大批 剩余劳动力 ，这就意味着农村劳动 

力需要转移到非农产业 中，而这种转移本身就是开发利用农 

村人力资源的一种方 式。只有大力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 ，才 

能使他们适应转移后的工作和生 活环境 ，也才能真正有效地 

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因此必须通过多种方式和途径 

开发农村人力资源，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综合 素质和社会适应 

能力。 

(四)开发农村人力资源是提 高国民整体素质 、保 障社会 

公 平的需要 

建国以后 ，国家对农村人力资本的投资严重不足，主要表 

现在关于农村基础教育和基础医疗 卫生服 务方面的投资欠 

缺 ，而且政府的投资存在着重城市、轻农村的倾 向。由于中央 

对农村基础教育的投资不足 ，结果造成农村 中小学教 师的工 

资被多次拖欠的现象。在前几年的财政体制改革 中，基础教 

育 、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等人力资本投资的责任大多被转移到 

县乡一级地方政府，而这些政府部 门又大多财政 困难 ，结果造 

成教育经费难以到位。这就使城乡居民应均等享受的基础性 

人力资本投资只惠及城市人 口，很难顾及到广大农 民，尤其是 

边远地区的农 民，从而使广 大农民的整体素质难以提高 ，形成 
一 个毫无就业竞争力的弱势群体。这就严重违背 了社会公平 

原则 ，因为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 的前提 和基础 ，没有 教育公 

平，就没有社会公平。可见，积极开发农村人力资源，加大农村 

教育投入，是实现社会公平的关键。 

(五)开发农村人 力资源是拉 动 内需、促 进 国民经济发展 

和农业可持续发展 的需要 

扩大国内需求 ，进一步开拓国内市场 ，是我国经济发展的 

基本立足点和长期的战略任务。这个任务 的一个 主要方 面就 

是大力开拓国内市场 ，拓宽消 费领域。随着对农 村人力资源 

开发步伐的加快，农 民对教育 的需求将会不断增加 ，为此，必 

须积极采取措施 ，发展面向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教育产业 ，增 

加农村人 口接受教育和培训 的机会。大力 开发农村人力 资 

源 ，增加农村人力资本的积累 ，就可使教育产业成为农村新 的 

消费热点，同时为农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培养更多有用 的合 

格人才 。 

开发农村人力资源也是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 的需要。农 

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是 ，保护耕地、森林植被和水资源 ， 

防止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和环境污染，保持生态平衡。实现 

农业可持续发展 的关键是转变农业增长方式，使农业增长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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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的依靠 自然资源的开发转化到依赖科技开发和人的素质 

提高。可见，有效地开发农村人力资源 ，努力提高农业科技人 

员和劳动力的素质 ，是有效地保护农村生态环境 ，实现农业可 

持续发展的关键。 

三、开发农村人力资源的措施与途径 

(一)增加农村人力资本投 资，提高农村劳动力整体素质 

现代农业的发展将更多地注重科技和教育在经济增长中 

的作用，为此 ，必须加大对农村人力资本的投资力度。政府部 

门要落实科教兴 国的方针，围绕新 的农业科技革命及其科技 

开发项 目，筹集教育和培训经 费，提高农村教育和培训水平。 

要使现代科学技术运用于生产，必须有一定数量的各级农村 

技术人才和农民专业户、示范户，因此必须增加农村科技教育 

和在职教育经费投入。当然，为了提高农村人口的文化素质 ， 

还要加大基础教育投入 ，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 ，扫除文盲。同 

时 ，要加大农村医疗卫生保健方面的投入，提高农村人 口身体 

素质。此外 ，还要改革户籍和住房制度，加快城镇化进程 ，完善 

统一的农村社会保障和劳动保护制度 ，保护农 民的合法权益。 

(二 )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和农村成人教育 

以多种形式 、多种途径 、多种机制积极发展农村职业技术 

教育 ，是有效地开发农村人力资源的重要举措。农村职业技 

术教育的主要任 务是培养懂技术、懂科学、会种 田的新 型农 

民，这一教育有利于促进农业科技的推广应用和促进农村 劳 

动力的转移 ，增加农 民收入。农村职业技术教育要有超前意 

识 ，要根据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结合本地特点和实际情 

况 ，设置专业和课程，确定具体办学模式和途径，以便为农村 

经济的发展培养 出大批 留得住 、用得上的实用型人才。 

同时，还要建立和发展农村成人教育体系，举办各种形式 

的专业技术、技能、知识、文化培训班。农村成人教育是农民终 

身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承担着农村普及教育和培养中、高级 

专门人才的双重任务。农村 的成人教育可以按多层次展开： 

基础型教育，主要任务是扫除农村文盲 ，提高农村劳动力的整 

体素质 ；普及型教育 ，主要是传授一些文化、农业科技、专业技 

术 、实用技术以及法律知识等 ；提高型教育 ，主要是对一部分 

知识水平较高的中青年进行系统的农业现代化知识和技能培 

训，以培养适应现代农业要求的高层次的专门人才；学历型教 

育 ，主要是通过农村 自学考试 、函授教育等方式 ，提高农村各 

类人才的学历水平和实际能力。 

(三)加强农村人 口的综合调控 

控制农村人 口数量 ，提高人 口素质，优化人 口结构 ，稳定 

低生育水平，从本质上讲也是一种重要的人力资本投资。从 

中国经济社会现代化的角度看 ，我国长期计划生育工作不仅 

遏制了人 口增长 ，特别是农村人 口的过速、过量增长 ，而且保 

证了人口素质的提高和结构的优化。因而将计划生育工作纳 

入农村人力资源开发不仅是必要 的，而且是必须长期坚持的 

方针。一方面，要大力优化人口结构，通过控制生育率改善农 

村人 口的年龄结构 ，延缓农村人 口老龄化的进程。另一方面， 

要积极倡导社会主义新型生育文化和生育观念 ，强化生育优 

质服务和生殖保健服务，抓好优生优育，降低缺陷发生率，提 

高出生人口素质。 

(四)建立农村人 力资源配置机制 ，营造农村人 才成长与 

创业 的适宜环境 

要采取多种途径 ，大力培养和发现农村 中的优秀人才，建 

立人才奖励机制 ，完善对农村经营大户和农 业企业 的保护制 

度。要坚持以市场配置人才的原则 ，建立制度 ，优化环境 ，规范 

管理，激励农村优秀人才脱颖而出。首先，要培养农村人才市 

场体系，规范人才市场的运作。要在农村建立功能完善 、机制 

建全的人才市场和门类齐全的人才库，形成人才有 序竞争机 

制。其次，要优化农村经济发展环境，吸引 、留住优秀人才为农 

村经济发展服务。要依法治理农村经济和社会秩序 ，为创 业 

者营造公开、公平 、公正的竞争环境。 

(五)加快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 

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也是开发农村人力资源的一个重要 

方面。我国农村人口众多，而很多地区农业的收益又较低，根 

本无法满足农民生活的需要。农民要改善生活现状，依靠农 

业本身的进步，短期内不可能成功。因此，要加速脱贫的步伐 ， 

就必须向非农化和城镇化转移。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要广开 

门路，多渠道并举。首先，要大力发展农村第二、第三产业和多 

种经营 ，拓展农村的就业领域。 目前，乡镇企业仍将是农村剩 

余劳动力转移的重要渠道，因此，要支持乡镇企业搞好结构调 

整和技术改造。其次，要加快小城镇建设步伐，引导乡镇企业 

向小城镇合理聚集。再次 ，要加强对农 民进城务工的引导 和 

管理。农民进城务工是转移剩余劳动力的重要途径 ，也是推 

进农村城镇化进程和增加农 民收入的重要举措。要按照“政 

策引导 、有序流动 、加强管理 、改善服务”的方针，切实做好农民 

进城务工的引导和管理 ，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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