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企业分担农民工职业教育成本的思考 

文/成光琳 

   一、问题的提出 
   据调查，全国农民进城务工人员中，大约70 %没有接受过职业教育和培训，缺乏就业技能的
农民工就业难度越来越大，职业技术水平普遍较低成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瓶颈。因此，近些年
来国家各部委先后制定和实施了《2003－2010年全国农民工培训规划》、“阳光工程”、“农村劳
动力技能就业计划”、“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工程”，“春雨计划”等，从政府的角度加大了
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资金支持力度。  
   然而，职业教育成本分担的原则是受益原则和能力原则，即谁受益谁应当负担；谁有能力谁
负担。企业因使用接受了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的员工，节省了人力资本的培训，提高了效益，理应
分担部分农民工接受职业教育和培训的成本。全国职教会也明确指出，“企业是举办职业教育的重
要力量”。“企业要强化职工培训，提高职工素质”。但现实中绝大多数企业领导人能够认识到加
强对农民工的教育和培训的重要性，却不愿意承担对农民工进行职业教育和培训的经费。本文就此
原因进行探讨，并提出企业承担农民工职业教育成本的方式和思路。 
   二、企业不愿意承担农民工职业教育和培训成本的原因 
   1、农民工的流动性大，企业在花费了时间和金钱对农民工进行培训后，有技术的农民工也在
不断地流失，使企业遭受损失。而且许多农民工也是抱着到城市学技术然后再自己干的想法，企业
对学到技术走人的现象基本没有办法约束。 
   2、企业认为效益才是企业的生命，企业用的人应该是合格的劳动者，应由提供劳务的单位进
行培训。 
   3、部分企业认为培训给企业带来了麻烦。比如对农民工进行了《劳动法》培训后，对他们的
管理就很难。企业稍不留意，有所触动他们的利益时，农民工就会到政府部门讨说法，或是与企业
进行“斗争”。因为通过《劳动法》的学习，他们了解了有关权益保护的知识，并知道如何向有关
部门反映他们的权益受损情况，从而给企业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企业追求的是经济效益最大化，对农民工的职业教育和培训的态度和做法无可厚非，但作为
政府应该有明确的态度和政策，引导、约束、甚至采用法律强制手段来要求企业必须承担对职工
（包括转移到二、三产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教育和培训的责任和义务。 
   三、企业是职业教育的受益者，理应承担部分职业教育成本 
   企业是职业教育成果的主要摘取者和教育投资的主要受益者。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间的
竞争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技术和人才的竞争，企业所拥有的劳动力和技术人才的数量、质量是企业能
否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条件。接受过专业培训或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和专门人才进入企业后，就会
促进劳动生长率的增长，使企业的利润大幅度增加。据美国人口普查局最新调查显示，“在生产第
一线，提高工人平均教育水平10%，能提高生产率5—8%。根据欧洲一些国家统计，工人的技术水平
每提高一级，劳动生产率就提高10—20%”。  
   四、企业承担农民工职业教育成本费用的分担形式 
   《职业教育法》中对企业承担的职业教育成本费用的分担形式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企业应
当承担对本单位的职工和准备录用的人员进行职业教育的费用。”“企业未按规定实施职业教育
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责令改下；拒不改正的，可以收取企业应当承担的职业教育经费，
用于本地区的职业教育以高科技为核心”。企业承担职业教育的数额，在2002年《国务院关于大力
推进职业教育与发展的决定》中规定；一般企业按照职工工资总额的1.5%足额提取教育培训经贯，
从业人员技术素质要求高、培训任务重、经济效益好的企业可按2.5%提取，列入成本开支。要保证
经费专项用于职工特别是一线职工的教育和培训，严禁挪作他用。企业技术改造和项目引进，都应
按规定比例资金用于职业技术培训。 
   此外，政府还应制定企业购买职业教育服务的政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与职业学校或
培训机构间的关系实质上是商品的消费与商品提供者之间的经济关系。职业学校或培训机构通过教
育过程，将没有现代工业产业和服务业劳动技能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培养成技术工作或服务人员，提
供的是职业教育产品，企业使用这些具有一定职业素质的劳动者，使员工整体素质得以提高，不仅
促进了企业劳动生产率和产品质量的提高，增加了盈利能力；还节约了企业的教育培训费用，降低
了企业用不熟练员工带来产率低，产品质量不稳定的风险，企业购买的是物化在培训者身上的职业
教育服务。  

 



   企业采用上述形式分担农民工的部分职业教育成本，政府加大对农民工培训经费的支持力
度，将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技能缺乏，而职业教育费用远高于农民现有收入水平，
无力接受培训”这一矛盾，使农民个人用较少的投入，甚至是免费的形式，激励农村剩余劳动力主
动接受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 解决发达地区和企业的“技工荒”问题，从而为国家经济建设提供
大量合格的产业工人和服务人员，促进国家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发展(作者系武汉大学政治
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河南经贸职业学院教务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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