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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当前高等农业教育的实际状况出发 , 比较和研究中外高等农业教育结构模式的特点 , 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 , 提出加快高等
农业教育改革 , 进一步完善我国高等农业教育结构 ,提高农业高校的办学效率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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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r the need of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countrysi de in market economy , Chinese higher agricultural education should be compared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oreign higher agricultural education,the advanced experience of developed countries shoul d be absorbed and quickenthe innovationof a-
gricultural higher education should be quickened so that the agricultural education structure was further consummated ,the efficiency of higher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was enhanc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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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国高等农业教育的基本状况和结构模式

1 .1 我国高等农业教育的现状

1 .1 .1 高等农业院校及其科研部门状况。到2003 年底, 我

国37 所独立建制的高等农业院校中, 高等农业本科院校31

所, 其中进入“211 工程”的4 所 , 进入“985 工程”的2 所。涉

及国家级重点学科53 个、省部级重点学科290 个 , 共设有

1 269个涉农本科专业点; 在28 所农业高校中共设立了1 050

个涉农硕士学位授权点; 在21 所农业高校中共有52 个一级

学科授权点、470 个博士学位授权点、88 个博士后流动站。在

农业院校中建有3 个国家重点实验室,134 个省部重点实验

室,62 个省部实验中心、工程研究中心和测试中心,4 个国家

生命科学与技术人才培养基地,3 个国家理科基础科学研究

和教学人才培养基地,3 个国家大学科技园[ 1] 。我国高等农

业教育的培养层次和研究体系比较完整。

1 .1 .2 高等农业院校师资情况。2003 年农科专任教师共有

21 453 人, 其中正高级职称2 857 人, 副高级7 255 人[ 2] , 正副

教授比例约占50 % , 具硕博士学位的占55 % , 两院院士33

人, 另外, 在独立建制的高等农业院校中, 有国务院学位委员

会学科评议组成员21 人, 长江学者奖励特聘教授15 人, 国家

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对象27 人, 国家首批百千万人才工

程一、二层次4 人 , 教育部跨世纪优秀人才专项基金23 人[ 1] 。

1 .1 .3  高等农业院校学生情况。由表1 可见, 本科“在校学

生数”是专科生的1 .5 倍以上, 本科的“招生数”和“毕业学生

数”也都比专科生人数多。从一个侧面显示出我国高等农业

教育在专科、本科、本科以上3 个层面上的教育规模, 具有两

头小中间大的“纺锤型”结构比例, 面向农村、面向农民的基

础性农业教育则更加薄弱。从长远和整体看, 根本的解决办

法还是要优化和完善农业教育结构比例, 发展面向农村、面

向农民的基础性农业教育。

1 .2  我国高等农业教育的结构和特点 我国高等农业教育

体系包括综合性大学中的涉农院系和专门农业院校。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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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1 2003 年高等农业院校学生情况人

人数
比1999 年

增加∥%

总人

数

专科

生

本科

生

硕士

生

博士

生

高考农科院校招生数 61 .1 91 312 39 982 41 637 7 732 1 961

农科院校在校学生数 55 .8 271 776 97 915 151 75617 199 4 906

农科院校毕业学生数 55 .7 53 906 20 299 29 758 3 093 756

家重点综合性大学中, 一般都有生命科学学院等涉农院系 ;

在地方综合大学中, 多开设了生物学和环境科学等涉农科

系。在校名直接涉农的农业高校中, 农业类的学科更加丰富

和专业化。按我国高校管理的隶属关系, 农业院校又可以分

为3 类: 第一类是隶属国家教育部管理的高等农业院校 , 如

中国农业大学等; 第二类是省级教育主管部门管理的地方农

业大学或学院, 如各省的农( 林) 业大学、农( 林) 学院等; 第三

类是地方农业类专科院校或农、林职业技术学院。前2 类农

业院校主要承担农业本科及以上学历的教育和农业科研; 农

业专科和农技院等高等农业职业教育, 主要承担推广应用型

农业教育。近些年来, 我国第3 类农业院校虽然发展较快 ,

但是无论在总体规模上或是在办学模式上, 面向农村的基础

性高等农业教育仍然不能满足农业发展和农村建设的需要。

目前我国3 种类型的农业高等教育单位仍以公立院校为主 ,

不仅民办农业技术教育实体数量少、规模小, 而且公立农业

院校的正常经费来源单一, 在政府农教经费不可能大幅度增

加的情况下, 很难有效增扩基础性高等农业教育的规模。

2  国外高等农业教育的基本结构模式和主要特点

2 .1 基本结构模式

2 .1 .1 北美国家。加拿大高等农业教育为三元结构模式。

综合大学中的涉农专业以学历教育和理论教学、研究为主 ;

高等农业职业教育以应用教学和技能训练为主;“绿色证书”

教育则以培训农场工人和农民为主。加拿大高等农业职业

教育的特点主要表现在, 以行业需求为核心的课程开发体

系, 以培养学生能力为本的职业教育理念 , 重视学生职业“态

度”培养的教育导向[ 3] 。

美国高等农业教育为二元结构模式, 包括综合性大学中

的农科院系或课程以及独立的“农工学院”。美国高等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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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迅速扩张, 可以追溯到一百多年前的政府“赠地运

动”, 对美国高等农业教育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的早期“赠地

学院”主体———州立农工学院, 后来大多数改名并发展成州

立综合性大学, 保留独立建制的“农工大学”院校极少数。一

百多年后的今天, 美国高等农业教育的实施主体是综合性大

学中的农科类院系[ 4] 。以农业教育为主的州立综合大学, 既

是美国高等农业教育的特点, 也是美国州立综合大学的特殊

之处。

2 .1 .2 欧洲四国。英国高等农业教育是以综合性大学的涉

农教育、地区农业学院为主体, 包括独立农业学院在内的三

元结构模式。目前英国有15 所综合性大学、42 所地区性农

学院涉及农业教育, 只有皇家农业学院、哈珀亚当斯学院等

很少几所独立建制的农业学院。

法国高等农业教育模式单一, 仅以独立建制的单科性高

等专科学校实施高等农业教育, 综合性大学不实施农业

教育。

德国高等农业教育是综合性大学和专科大学的二元模

式。在综合性大学中, 高等农业教育以农科学院、农学院或

相关系科形式存在, 主要培养农业科研人才。德国涉农专

科大学( 也称高等专科学院) 有10 所 , 主要进行农业应用技

术教育 , 如安哈尔特高等专科学院等。

荷兰高等农业教育采用少数国立综合性大学与地方农

学院相结合的二元结构模式, 主要特点是农业研究、农业教

育和农业推广的密切结合[ 5] 。

2 .1 .3 日本和韩国。日本的高等农业教育也是三元结构模

式。农业类4 年制本科和研究生教育以综合大学中的农学

部为主; 农学、水产、畜产等专业类大学为数不多;2 ～3 年制

的农业短期大学则由各都道府县和农协等社团建立。日本

高等农业教育的指导思想是, 向所有日本国民提供接受高等

教育机会, 人人均等的入学条件[ 6] 。

韩国高等农业教育是二元结构。涉农本科与研究生教

育以综合性大学的农科学院和研究生院为主; 农业高等专科

教育以专科大学农业科系为主体 , 其中只有极少是专门农业

专科大学[ 7] 。

2 .2  发达国家高等农业教育的主要特点  多元结构模式是

以上各国( 法国例外) 高等农业教育的共同特点。其中本科

及以上学历教育和农业科研人才的培养, 以为数不多的综合

性大学涉农院系为主, 有些农业学院集研究、教学、推广于一

身; 推广、应用型农业教育以地方的涉农院系、学科为主, 农

业专科和职业教育院校较多; 面向基层农业工人和农民的短

期高等农业职业教育培训则很普及。这种金字塔型的高等

农业教育层次结构 , 与农业发展对各层次人才的数量需求相

对应, 使各级各类涉农学校获得了合理生存的发展空间。

发达国家都十分重视高等农业教育中的实践教学。加

拿大注重按行业需求开发课程, 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 美国

农科专业的学生必须参加农场、公司的生产实践, 完成实际

生产中的课题才能够毕业; 日本农业院校( 四年制本科) 学

生, 在离校前要用一整年的时间接受实验技能和实践能力的

培训; 德、法等欧洲国家的农业职业教育通常是在学校和企

业两处进行, 教学的实践性和学生的从业感更强[ 8] 。

发达国家还很注意对农科学生职业“态度”的培养 , 从职

业和专业的角度, 帮助学生树立从业信念, 养成专业行为习

惯, 提高语言、书面表达能力, 增强社会交往能力和团队精神

等。使学生在毕业后的从业起始阶段 , 能更快、更好的适应

职业环境, 融入社会。

工业化国家高等农业教育经费来源广泛, 资金充足。例

如日本等很多国家面向农村的基础性农业教育, 都以民间社

团为主体; 美国的高等农业教育经费中 , 仅政府拨款在二战

前已达2 500 万美元, 战后1974～1976 年间约4 500 万美元 ,

充足的资金使美国的农业教育不但水平高 , 而且规模也大 ,

各校颁发的涉农博士学位曾达到全美的40 % [ 4] 。

3  国际经验对我国高等农业教育的启示

3 .1 大力发展高等农业职业教育和农村成人教育, 完善和

优化高等农业教育结构比例 农业科技和农业生产的发展 ,

需要不同层次的农业人才, 其中农业科研、农技推广和农业

生产对从业人员的数量需求悬殊很大, 国外高等农业教育的

“金字塔”结构 , 可以满足农业发展对不同人才的需求, 而我

国高等农业教育的“纺锤型”结构, 则难以适应农村对农业教

育的基本需要。发展农业教育, 支持农村发展, 不能局限于

向农村输送农业院校的毕业生, 还应引入加拿大“绿色证书”

教育和日本社团短期农业大学“培训农民”的做法, 把发展

中、高等农村成人职业教育 , 作为优化和完善高等农业教育

结构的重要途径之一。

3 .2 抓住历史机遇, 加强农业高等教育与农业生产实际的

联系, 提高办学效率 农业教育和农业科技研究、推广的实

践性都很强, 世界著名的“杂交稻之父”袁隆平的身影, 就经

常出现在稻田边。我国农村长期以传统经验为主的生产方

式, 缺少兼容现代农业科技的需求, 造成了我国涉农教育和

科研的“学院化”倾向。农业生产和农业科技是互动发展的 ,

农业高等教育游离农业生产实际, 既不利于农业的发展, 也

不利于自身的发展。随着我国农业生产日趋市场化, 提升了

各地农村对农业科技的需求, 也提高了对高等农业教育回归

农业生产实际的要求。大力发展高等农业职业教育更要从

农村的生产实际出发, 广泛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 例如

像加拿大, 开发适应农业生产需要的课程体系 ; 像德国和法

国, 在农业生产实地完成高等农业职业教育; 像日本 , 保证学

生有更多的时间参加生产实践; 像美国 , 放手让学生参与解

决农业生产中的实际问题, 不断提高高等农业教育的办学效

率和社会效益。

3 .3  把农业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纳入“新农村”建设总体规

划, 普遍提高农村人口素质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不只是

改建乡村, 更要发展生产 , 还要提高农村的人口质量 , 这些都

离不开农业教育的支持。农业教育资金投入不足、发展规模

不足, 将直接影响新农村建设的内在质量。为适应新农村建

设的需要 , 应当把农业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纳入“新农村”建设

的总体规划, 加大政府投入, 拓宽资金来源, 加快基础性高等

农业教育的发展, 为农民提供更多接受高等农业教育的机

会, 把传统农民培养成为新型的现代农业生产者, 提高农村

人口的文化素养和科学素质, 优化农业生产的人力资源, 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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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应该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推进农村思想道德建设。社会主义

先进文化主要内容包括法制文化、诚信文化和科技文化。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在我国广大农村, 农民的法律意

识和法制观念还很薄弱, 法制宣传教育的任务相当严峻。法

治实践是最好的普法学校, 要将法律运用到解决农村现实生

活的实际问题中去, 使法制宣传教育根植于实践的沃土, 增

强法制宣传教育的实效, 扩大村民对规章制度和立法工作的

积极参与, 使立法、执法、监督检查过程成为宣传普及法律知

识, 增强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的过程, 着力解决法制宣传教

育与法治实践结合不紧的问题, 使其真正成为人民群众喜闻

乐见, 入脑入心的一项工作。

诚信是人类文明的基石, 是一切道德的基础和根基。改

革开放以来, 由于受经济利益的驱使, 农村的诚信缺失严重 ,

这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不争的现实。因此, 要强化道

德教育, 着力营造诚信氛围, 培育完善信用体系, 营造良好的

信用环境, 深化诚信实践 , 创建诚信政府、诚信行业和诚信个

人, 用行动、行为来引导和规范诚信主体, 倾力打造诚信体

系, 构建诚信和谐小康新农村。

提高农民素质核心要抓好思想道德建设, 重点要抓好科

技文化教育。开展科学文化教育, 大力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

素质, 使农村发展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

道上来。加强科学精神、科学思想、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的宣

传教育, 量力而行地建立农村文化阵地 , 活跃农村文化生活。

利用有关培训基地, 传授科技兴农、科技致富方面专业知识 ,

在良好的科技文化氛围的熏陶中自觉提升思想道德素养。

3 .2  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占领农村思想道德阵地  一是

要对村民进行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 , 邓小平理论尤其是“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教育 , 进行党的基本路线、基本方针、基

本纲领的教育, 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及世界

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 突出加强理想信念教育, 解决新形

势下所要解决的深层次思想问题。二是要以马克思主义为

指导, 坚持不懈地在农民中间开展“三德”教育, 教育村民讲

文明、讲礼貌、讲信誉, 助人为乐, 见义勇为, 逐步形成和谐的

人际关系, 良好的社会秩序, 健康的社会风气 , 在村民心中树

立起正确的道德观念, 如恋爱观、婚姻观、子女观, 并且进一

步增强农民的民主意识、市场意识、竞争意识 , 在农村社区形

成一种积极向上、开拓进取的社会氛围。

3 .3 紧紧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 丰富农村思想

文化生活 加强和改进农村思想文化建设, 应紧紧围绕建设

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 , 用正确的思想引导农民, 用健康的

东西吸引农民, 帮助农民自觉抵制封建主义残余宗教观念等

落后思想意识和黄、赌、毒等丑恶东西的影响。应充分考虑

群众需求的多样性与多层次性, 在农村社区不仅寓教于乐 ,

而且寓教于服务管理的多种活动之中, 贴近实际, 贴近生活 ,

贴近群众, 创新形式、手段和内容, 把政治性、思想性和知识

性有机结合起来, 传播先进文化 , 弘扬社会正气, 倡导科学精

神, 达到以高尚情操塑造村民现代人格的目的。

3 .4  不断进行文化创建活动 文化创建要以发展教育科技

为基础, 以提高人的素质为核心 , 以发展文化产业为突破口 ,

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需要为出发点, 努力构

建与现代化建设相适应的文化发展新格局, 构建与市场经济

相适应的文化新机制 , 构建与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要相适应

的文化繁荣景象。具体而言就是“培育塑造健康向上、昂扬

奋发的人文精神, 培育壮大优势文化产业, 规划建设标志性

文化设施, 打造特色农村文化品牌, 创造优秀的农村文化产

品, 培育高素质的农村文化人才”。

3 .5 加强城乡文化活动互动, 以实现城乡互动求繁荣  以

城乡互动为重要途径, 突出群众性和广泛参与性, 动员组织

农村青年结合当地实际创作音乐、诗歌、戏曲、快板、小品、相

声、剪纸、编织、绘画等新作品, 通过文艺汇演、作品展览、文

体大赛、挂主题年画、贴时代春联等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 宣

传党的“三农”工作等方针政策, 展现农村改革开放的巨大成

就。动员组织城市青年文艺工作者送歌下乡、送戏下乡、送

电影下乡, 与农村团组织共同开展乡村文化活动, 丰富和活

跃农村青年的精神文化生活。抓住寒假大学生回乡的有利

时机, 组织他们开展文艺演出、义写义送春联等社会实践活

动。动员组织广大进城务工青年利用春节回乡探亲的机会 ,

开展健康向上的文化娱乐活动, 交流务工信息 , 传授劳动技

能, 把科学文化、致富技能和文明习惯带回家。

3 .6  围绕满足农村青年增效增收和成长成才的需求上下功

夫 要把服务于农村青年增效增收、成长成才作为农村思想

政治工作的重要的出发点和工作要求。现在农村青年的需

求层次更加多样化, 针对农村青年盼望致富的迫切要求, 我

们要不断提高文化活动与农村青年自身利益的关联度 , 围绕

农村生产活动的开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 提供丰富的精神文

化食粮。针对农村青年文化素质的现实状况, 要缩小文化活

动与农村青年接受能力的落差, 不贪大求洋, 注重寻找一些

生动、灵活、民俗的载体, 贴近农村青年的认知、欣赏水平, 使

文化建设深入人心。同时, 针对农村青年对文化的长期需

求, 还要突出抓好文化建设的系统运作, 实施长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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