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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重庆新农村建设的关键在农民 , 农民素质的提高关系到新农村建设的成败。重庆农村人力资源具有数量大、素质低、地区分布不
均衡、配置结构不合理等基本现状 , 因此, 重庆农村人力资源开发是一项长期而艰苦的工作 , 其根本目标就是要培养拥有健康体质、有文
化有知识、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村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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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重庆农村人力资源现状分析

1 .1 人力资源总量大  据广义理解, 人力资源应包含潜在

的人力资源和现实的人力资源。因此, 一个地区的人口总和

就相当于它的人力资源总量。2000 年重庆总人口3 051 .28

万人, 其中 , 农 村人 口 2 041 .73 万 人, 占总 人 口比 重 的

66 .91 % ;2004 年, 农村人口比2000 年净增383 .52 万人, 达到

2 425 .25 万人 , 占总人口的77 .13 % ;2005 年, 农村人力资源总

量达2 430 .91 万人 , 占总人口的74 .21 % 。与北京、天津、上

海相比, 重庆不仅总人口最多 , 且农村人口数量也位居4 个

直辖市之首 , 属于典型的“大城市带大农村”( 表1) 。由此可

见, 重庆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面临的矛盾和困难程度较大 ,

主要表现在农村人力资源开发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

保障, 而目前重庆的财力状况不容乐观。据统计,2005 年重

庆全年财政收入581 .19 亿元, 而当年的地方财政支出却达

625 .35 亿元, 入不敷出。而且, 自1999 年开始重庆市财政年

年“赤字”。如此看来, 重庆要在短时间内实现城乡统筹, 完

成2 000 多万农村人力资源的开发工作将面临巨大挑战。

  表1 京、津、沪、渝农村人口比较

直辖市
总人口

万

农村人口

万

农村人口占

总人口比重∥%
北京市 1 184 .142 3 301 .233 9 25 .44
天津市 942 .994 9 379 .800 0 40 .28
上海市 1 360 .259 5 211 .318 2 15 .54
重庆市 3 169 .156 1 2 351 .874 4 74 .21

 注 : 数据根据《中国人口统计年鉴2006》整理。

1 .2 人力资源素质较低  近年来, 重庆农村教育事业有了

较快的发展 , 劳动者受教育的规模、水平和程度有了很大提

高。但从农村经济的集约型增长对人力资源的客观要求来

看, 农村人力资源素质仍比较低。据第五次人口普查显示 ,

2000 年 , 重庆市15 岁及以上人口的文盲率达到8 .90 % , 高于

同期全国6 .72 % 的平均水平。2005 年, 全市15 岁及以上人

口文盲率下降至8 .30 % , 其中农村劳动力的文盲率高达

12 .30 % 。农村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仅6 .5 年,80 % 以上的

农村劳动力只具备小学和初中文化, 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仅

占4 .00 %( 表2) 。同时, 万人农业科研人员数仅0 .5 人。由

于农村科技教育文化事业发展滞后, 影响了农村儿童的入学

率和辍学率 , 有相当数量的低年龄者进入从业状态, 这些人

成为新一代文盲和半文盲的可能性相当大。再加上农村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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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素质的劳动力大量流向城市,农民文化素质提升的难度很大。

  表2 2005 年重庆市劳动力文化程度的城乡构成 %

城乡 文盲、半文盲 小学 初中 高中 大专
本科及

以上

平均受教育

年限∥a
全市   8.30 40 .10 36 .10  9 .90 3 .80 1 .80 7 .7

城镇 3.10 24 .90 41 .20 18 .60 8 .30 4 .20 9 .3

乡村 12.30 51 .50 32 .40 3 .40 0 .50 0 .10 6 .5

 注 : 资料来源于重庆市2005 年1 % 人口抽样调查资料。

1 .3  人力资源地区分布不均衡 重庆共15 个辖区、4 个县

级市、21 个县。2005 年各区县( 市) 常住人口超过100 万的有

6 个,50 万人以下的区县8 个; 其余26 个区县( 市) 人口都在

50 万人以上。各区县( 市) 农村人力资源绝大多数分布在丘

陵、低山地带, 土地较为贫瘠、自然条件较差, 特别是三峡库

区一带的农村受自然条件所限, 生产、生活条件极为恶劣。

据2005 年重庆市1 % 人口抽样调查结果显示 , 全市人口中居

住在城镇的人口为1 265 .95 万人, 占总人口的45 .20 % ; 居住

在乡村的人口为1 532 .05 万人, 占总人口54 .80 % 。重庆三

大经济区域中, 都市发达经济圈的城镇化率为86 .20 % , 渝西

经济走廊城镇化率为39 .40 % , 三峡库区生态经济区城镇化

率为28 .80 % 。由此可见, 重庆大量农村人力资源主要集中

在主城区以外的渝西经济走廊和三峡库区生态经济圈。

1 .4 人力资源配置结构不合理  人力资源在产业、行业的

配置状态 , 直接影响乃至决定资源的利用效率。2004 年重庆

农村从业人员为1 361 .54 万人, 占农村总人口的56 .14 % ;

2005 年为1 366 .91 万人 , 占农村总人口的58 .12 % 。2004 ～

2005 年 , 农村从业人员数总体呈上升趋势, 但相对于农村总

人口来说, 仍有近一半的人口处于未就业状态。2005 年在

1 366 .91 万人的农村从业人员中, 直接从事农林牧渔等第一

产业的有775 .88 万人, 占农村从业人员总数的56 .76 % ; 而从

事工业、建筑业、服务业等其他非农产业人员590 .93 万人, 占

农村从业人员总数的43 .24 % 。2004 年, 在外出就业的农村

人口中, 从事蓝领职业的占78 .80 % , 其中从事生产、运输、建

筑等行业的人数最多, 比重达47 .80 % ; 其次是商业、服务业

人员, 比重为25 .20 % , 这两大类的就业人口约占外出就业人

口的73 .00 % 。该就业结构, 反映了大多数农村劳动力由于

缺乏相关的文化知识和必要的劳动技能, 外出就业只能从事

一些技术含量低且“脏、苦、累”的体力工作; 另一方面, 根据

2006 年重庆市农林牧渔的产值分布情况看, 传统农业占的比

重最大( 271 .38 亿元) , 其次是牧业( 131 .17 亿元) , 比重较小

的是林业( 11 .55 亿元) 和渔业( 10 .39 亿元) , 第一产业结构呈

现极为不均衡的特点。由此反映出重庆农村第一产业从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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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大多还是以传统农业劳动为主。而传统农业有着生产耗费

大、土地经营规模小、成本高、效益低等特点, 短时期内难以实

现新农村建设提出的“生产发展、生活宽裕”等相关目标。

2  重庆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对策

2 .1 把发展农村教育作为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重点

2 .1 .1 进一步改革农村基础教育。当前, 重庆农村基础教

育首先要突破经费不足这一瓶颈。随着重庆整体财力的增

强, 应当尽快改变以县级财政为主的义务教育投入体制, 加

强市政府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投资责任, 完善义务教育财政转

移支付制度, 建立农村中小学生人均公用经费的动态基准

线, 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 , 提高农村学校经费的使用效率等。

伴随义务教育经费问题的改善, 农村基础教育阶段的教学设

施问题、师资问题、适龄儿童的失学及辍学等方面的问题都

应有一个相应的改善。另外 , 在农村升学教育方面, 一方面

应通过行政的能力, 提高农村基础教育的升学率, 扩大社会

公平; 另一方面 , 应着力改变农村基础教育以应试为目的的

现状, 从基础教育阶段就应该实施一种面向农村的教育。可

考虑开发适合重庆农村生活的新课程, 甚至酌情改造城市教

育教材 , 增加农村社会生产、生活的内容。随着新农村建设

的有效开展, 农村发展潜力的开发, 这种教育势在必行。

2 .1 .2 大力发展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及成人教育。目前 ,

重庆农村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的重点是面向农村劳动力转

移培训教育, 而农村本土常规的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几乎停

滞。其根本原因在于农村自身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潜力没被

挖掘, 留不住人。真正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 必

须考虑到农村自身的环境和潜力。其出路有三: 一是加大农

民科技教育力度, 发展科技型农业, 调整农业产业结构, 将农

业自身的生产力发掘出来; 二是培育农民组织 , 培养农民的

合作意识与能力; 三是坚持乡镇企业和农村第三产业的发展

道路。只有把农村真正建设成为“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

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新农村, 让广大农民看到农村

发展的希望才能留住人, 农村的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才会有

“市场”, 农民才会主动地通过学习培训增强自身的科技文化

素质。

2 .1 .3 积极倡导农村社区教育。农村社区教育是对乡、镇、

村地域内共同生活的人群组合所进行的由学校教育、家庭教

育和社会教育组成的“大教育”。它是一种注重农村实际生

活与农村社会整体发展的教育模式。重庆可抓住新农村建

设这个契机, 积极倡导农村社区教育。可建立由乡( 镇) 政府

牵头统筹的农、科、教、文、信( 信息产业) 等部门共同实施的

社区教育组织 ; 支持和鼓励农村中小学同附近的企事业单

位、村委会建立社区学校 , 吸引社会各界的支持, 参与学校管

理; 积极开发适合重庆农村的乡土课程, 加强农村社区史教

育, 使社区居民热爱社区, 共同搞好农村社区建设。

2 .2 努力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从本质上讲, 人力资源

包括智力和体力两方面。因此, 对农村人力资源的开发除了

通过教育方式增强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以外, 还有一个重要

方面就是增强农民的身体素质。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是完

善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 , 首先要完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农

村医疗保险制度及农村社会救助制度、福利制度等三大社会

保障制度。其中, 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直接关系到农民赖以生

存和发展的身体素质 , 它的改革与完善应成为重点。

重庆从2003 年10 月起先后在渝北、黔江、铜梁等7 个区

( 市) 县进行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2005 年逐步在全市推

广, 预计到2010 年, 基本覆盖全市农村居民。实行新型农村

合作医疗后 , 农民就医行为发生变化, 自我保健意识明显增

强; 农民医疗负担减轻, 农民健康水平提高; 为基层医疗机构

尤其是村级医疗室( 站) 的发展注入了活力。鉴于新型农村

合作医疗的稳定发展需要一定的资金投入 , 有关人士建议 ,

农村信用社网点遍及广大农村乡镇 , 服务贴近农户, 有较强

的资金实力 , 信用社应充分发挥优势, 积极做好新型农村合

作医疗基金代理工作。农村合作医疗基金统筹管理机构可

以区( 市) 县为单位, 选择就近的农村信用联社营业部开立专

户, 专款专用、收支两条线 , 信用社、医疗机构双方共同构建

实时监控、资源共享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管理体系。农

村医疗设施的改善、医疗制度的改革等属于公共产品建设 ,

各级政府应在建设中负有首要的责任并起关键的主导作用。

2 .3  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效转移 转移农村剩余劳动

力, 是开发农村人力资源的一个重要方面。农民要改善生活

状况, 仅依靠农业本身的进步, 短期内困难较大。因此, 要加

速脱贫致富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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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要大力发展农村二、三产业和多种经营 , 拓展农村的就业领

域。目前, 乡镇企业仍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重要渠道 ,

应积极增强乡镇企业活力 , 支持其搞好结构调整和技术改

造, 提高其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并充分发挥其蓄水池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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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镇化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根本出路。减少农村

劳动力数量 , 提高城市化水平, 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广阔的

市场和持久的动力, 能有效缓解农村人口增长与土地承载力

的矛盾。城市社区建设应把安排农民工生活纳入考虑之列 ,

适当建设民工所需的低价住房。最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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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 特别是要加强对外出务工农民合法

权益的保护, 增强农民的法律意识, 加强相关的信访制度、诉

讼制度及司法救助制度和法律援助制度的建设和完善。

3  结论

重庆新农村建设的关键在农民, 农民素质的提高有赖于

对其进行人力资源开发的程度。无论是发展农村教育 , 还是

完善农村社会保险制度和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都是一个长

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 不仅需要农民观念的转变, 更需

要政府的大力支持和相关管理体制的转变。只有农民的文

化素质和身体素质都得到提高, 农村生产力才能被彻底解放

出来, 新农村建设才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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