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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当前农民工培训的几个不到位  

1、对农民工培训认识不到位。抓好农民工培训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一项重要内容，理应是

各级政府和职能部门的重要职责。但在实际工作中，一些地方、部门领导对农民工培训的重要性、紧

迫性认识不足，主要表现在“重经济指标，轻教育培训”、“ 重普通教育，轻职业教育和成人教

育”，没能把农民工培训真正摆上政府的议事日程，在政策安排、保障公民公平享受社会成果上，没

能充分考虑和兼顾农民工群体，致使农民工长期以来始终处于城市中的农村人口状态。 

2、培训经费投入不到位。由于认识上的偏差，政府在农民培训经费的投入上随意性很大，投入

不足。有些地方由于财力紧张，基本无专门的经费投入，培训资金缺乏保障；培训机构没有看好农民

工培训市场，积极性不高，多数企业在农民工就业培训方面也不愿意投入；因此，我国城乡两大板块

对农民工培训经费投入均严重不足，极大增加了农民工接受培训的难度。 

3、农民工培训管理体制不到位。在机构建设方面，农民工培训、就业的组织管理目前还未理

顺，政出多门，责任不落实，与此有关的部门间缺少沟通，配合力差，还未建立起管理、培训、指

导、服务等功能协调的专门机构。在政策措施方面，缺乏相关立法和规划的实施细则，对农民工培训

工作缺乏相应的指导、监督和服务，用工信息、就业指导与跟踪服务措施跟不上，农民工培训还处于

一种比较松散的状态，外出务工的农民基本上是各自为政、一盘散沙。在管理运行方面，尚未形成政

府统筹、社会各方面参与、分工合作齐抓共管的运行机制，农民工培训与管理缺乏制度化、规范化、

系统化。 

4、培训内容与就业需求不到位。农民工迫切需要职业技能，以便找到就业岗位，这就要求农

民工的培训与就业需求相适应。但是，从各地农民工培训的实践看，有的培训单位不了解企业等用工

单位的需求，因而在培训中灌输文化知识较多，讲授实用技术较少；培训方法和手段落后，脱离农民

工实际，不易被农民工接受；课程设置、教学内容与与农民工所思、所盼、所求的相去甚远，教学缺

乏针对性和实效性，收效甚微。农民工培训与就业需求脱节，影响了培训的质量和效益。 



  

二、探索农民工技能培训的方法及对策  

做好农民工的培训工作，重点在于提高农民工素质和专业技能，这也是统筹城乡经济和社会发

展，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途径。 

1、加强领导管理，建立“城乡统筹”培训机制。  

2、树立培训是投资的理念，加大投资力度。  

3、农民工培训模式应“短、平、快、灵”。  

4、培训课程设置要以人为本，突出技能。  

5、培训方式多样化，积极探索“订单式”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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