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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是指投入和即将投入社会财富创造过程的人

力袁包括现实人力资源以及后备人力资源[1]遥人力资源开发是
把人的智慧尧知识尧经验尧技能尧创造性和积极性作为资源加
以发掘尧培训尧发展和利用的一系列活动遥农村人力资源则是
指农村范围内人口总体所具有的体力和脑力的总和遥 农村
人力资源的开发主要指对农村劳动力的挖掘尧 培训及合理
使用袁 即通过各种形式的文化教育和技术教育提高农村劳
动力素质袁培养出实际所需的各层次人才遥

在我国袁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遥由于农村人口占全国
人口的大多数袁所以农村人力资源是我国人力资源的主体遥
但受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及传统小农经济生产方式的影响袁
我国农村人力资源一直未能真正开发遥 而农村经济的发展
取决于对农村人力资源进行有效开发利用袁把农村丰富的人
力资源转化为人力资本袁从而提高生产力遥因此袁对农村人力
资源开发与利用的研究是非常必要的遥
1 我国农村人力资源现状

1.1 数量情况 据叶 中国统计年鉴 2006曳显示袁2006年全国
共有农村人口 73 742万人袁占全国总人口数的 56.10 %遥 从
农村人力资源的供求关系来看袁2005年全国农村实有从业
人员 50 387万人袁 其中从事农林牧渔业的有 29 975.54万
人袁占农村实有从业人员的 59.49 %袁而其余的都转化从事
其他非农产业遥随着农村劳动生产效率的提高袁农村劳动力
的富余程度正在不断增加袁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村人口有逐渐
增长的趋势遥 但我国农村劳动力在数量上的过剩表现为季

节性特征遥 在农忙季节袁农村劳动力仍显不足遥
1.2 素质情况

1.2.1 科学文化素质整体水平偏低遥 目前我国农村劳动力
中袁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占 37.3 %袁初中文化程度占 50.2 %袁
高中文化程度占 9.7 %袁中专文化程度占 2.1 %袁大专及以上
文化程度占 0.6 %遥 亦即 4.8亿农村劳动力中袁初中及以下
文化程度就有 4.2亿人[2]遥接近 90 %的农村劳动力科技文化
素质低下袁不仅制约了我国农业科研成果的有效转化袁也影
响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镇和二尧三产业转移就业的进程遥
1.2.2 劳动技能水平不高遥 我国农村人力资源中大部分属
于体力型和经验型农民袁他们一般具有较高的传统农业生产
技能袁但不具备现代化大生产所需要的技能袁这就影响了现
代农业科技的推广和应用遥
1.2.3 心理适应能力较差遥受我国传统思想的影响袁农村人
力资源中普遍存在着因循守旧尧自给自足尧小富即安等观念袁
他们只关心自己眼前的具体经济利益袁不愿意冒风险袁也不
愿意接受新事物袁缺乏自信心遥 此外袁以快节奏为主的城市
文化对其心理适应能力也是一种冲击遥
1.3 从事行业的分布情况 农村人力资源中袁从事农林牧
渔业的人数逐年下降袁由 2004年的 30 596.0万人下降到2005
年的 29 975.5万人袁比重也由 2004年的 61.57 %下降到2005
年的 59.49 %遥与此同时袁从事非农业的劳动力人数逐年增加袁
由 2004 年的 19 099.3 万人增加到 2005 年的 20 411.5 万
人袁增加了 1 312.2万人渊 表 1冤遥

对我国农村人力资源开发问题的思考

陆晗 渊 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袁江苏南京 210095冤

摘要 人力资源是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基础遥 根据我国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实际情况袁对开发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袁进
而提出我国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基本对策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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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农村人力资源开发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2.1 受教育和培训程度仍然严重偏低 长期以来袁 农村的
教育体系一直在计划经济体制的框架内运行袁其发展过度依
赖于中央和地方政府有限的财政投入袁从而形成了人力资源
的巨大潜力与实际开发能力偏低的反差遥据统计袁全国约半
数的行政村没有建立农民文化技术学校袁农村劳动力的年培
训率只有 20 %左右袁 近 80 %的农村劳动力没有特别技能遥
同时袁我国农业科技人员数量少袁质量低袁而且接受专业技
能培训的机会少袁致使这部分人力资源专业知识更新慢袁跟

不上科技的发展速度遥
2.2 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 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重点在

城市而非农村袁广大农民依然是依赖于土地保障和传统的子
女养老袁这给农村的跨越式发展造成巨大的障碍遥制度不完
善使得当前农民最迫切的养老和医疗需求无法满足袁 对农
村人力资源的发挥产生了消极的作用遥
2.3 缺乏系统的农村人力资源开发计划和组织体系 由

于缺乏对人力资源开发的紧迫感尧主动性和自觉性的认识袁
我国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缺乏一整套完整的计划和组织体

系遥 在开发过程中存在较多问题袁没有真正做到制度化尧法
律化尧规范化袁对农民培训的随机性很大袁在培训过程中缺

注院资料来源于中国统计局叶 中国统计年鉴 2006曳遥

年份 农林牧渔业 工业 建筑业 交通运输尧仓储及邮电通讯业 批发零售贸易业及餐饮业 其他非农行业 乡村从业人员总人口
2001 32 451.0 4 296.0 2 797.4 1 205.4 1 864.5 5 614.6 48 228.92002 31 990.6 4 505.6 2 959.0 1 259.1 1 996.8 5 815.8 48 526.8
2003 31 259.6 4 937.1 3 201.1 1 328.2 2 059.2 6 185.9 48 971.02004 30 596.0 5 438.9 3 380.5 1 475.9 2 701.6 6 102.4 49 695.3
2005 29 975.5 6 011.5 3 653.2 1 567.3 2 937.7 6 242.0 50 3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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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对农村劳动力需求的科学预测袁没有把人力资源培训和产
业发展结合起来袁难以满足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遥
此外袁各地政府提供的培训项目相当有限袁存在着明显的供
不应求的现象[3]遥
2.4 思想观念落后袁法制意识淡薄 由于教育水平的制约

及传统思想观念的束缚袁我国农村人力资源安于现状尧求稳
求全尧自给自足的心理特征仍居主流袁思想观念保守袁精神
文化生活单一袁很难适应农业现代化的要求遥此外广大农村
的野 普法冶教育活动大多走过场袁农民对法律知识知之甚少袁
自我法律保护意识较差袁在发生纠纷后袁往往采取一些不正
当的手段寻求自我保护袁结果却又触犯了法律遥
2.5 农业人力资源浪费严重 一些地方对农业工作的重

视力度不够袁 建设资金不到位袁 导致农村基层工作条件太
差袁农业技术人员地位低袁得不到重视袁使得农业科技人员
大量流失遥建国以来袁我国农业院校培养了约 130万大中专
毕业生袁只有 40多万人留在农业系统袁而在农业第一线从
事农业技术的只有 l5万人袁人力资源的浪费十分惊人[4]遥
3 我国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对策

3.1 加快发展农村教育事业袁 强化农村劳动力的技能培
训 教育是人力资源开发的核心和根本途径袁必须改革和完
善农村现行的教育体制遥 应充分考虑农村教育的针对性和
实效性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农村教育体系袁促进基础教育尧
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的协调发展遥

农村基础教育主要是培养和提高农村人口和劳动者的

基本素质袁特别是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扫除青壮年文盲遥农
村职业技术教育是直接培养懂技术尧会种田的新型农民袁对
于促进农业科技的推广应用和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袁 增加农民
收入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遥农村成人教育是农民终身教育
的有机组成袁承担着农村普及教育渊 主要是扫盲冤和培养中
高级专门人才的双重任务[5]遥

对我国农村人力资源进行相关技能培训分为两部分院
一是面向留在土地上的农民开展农业科技普及培训曰 二是
面向将向城镇转移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开展技能培训遥开展农
业科技培训袁要以农业科技示范户为重点培训对象袁实施新
型农民科技培训项目袁要组织培训教师和科技人员深入生产
第一线袁 按照农时季节对农民进行农业科技培训和技术服
务袁大规模培养农村实用人才袁从而真正使科技兴农和人才
兴农战略落到实处遥
3.2 建立和完善农村的基本保障体系和初级卫生服务体

系 人力资源的身体素质状况直接关系到人力资源其他能

力能否发挥以及发挥的效果遥 而医疗卫生保健制度是提升
农村人力资源的体能袁进而提高其智力发挥的基础遥 因此袁
要建立和完善农村的基本保障体系和初级卫生服务体系袁
保障农村人力资源的身体健康遥在健全初级卫生保健服务体系
和以家庭养老为主的基础上袁探索市场经济条件下适合农村不
同地区的各种保障形式袁 满足广大农民的基本保障需求遥 此
外袁坚持以家庭养老为基础袁以农民自愿为原则袁鼓励其参
加商业保险袁探索多种形式的补充社会保险遥要进一步发展
农村敬老院袁进一步完善野 五保冶供养制度[6]遥

3.3 建立和完善农村人力资源的开发机制和管理体系 要

转变观念袁把优先开发尧利用人力资源作为基本战略袁健全
人力资源的开发机制遥同时袁进一步加强对农村人力资源开
发工作的领导与组织袁研究制定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方针尧
政策袁搞好农村人力资源的管理工作袁努力营造良好的农村
人力资源开发环境袁建立和完善农村人力资源管理体系遥国
家和政府必须加强对农村的投入袁可设立专门的开发基金遥
其资金来源可以是国家财政拨款一部分袁 号召社会各界捐
助一部分袁通过发行彩票向社会募集一部分遥基金主要用来
对一些经费有困难的开发组织进行资助袁也可以将其中的一
部分用来资助参与学习的农村困难人员遥
3.4 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袁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
有序转移 农民盲目涌入城市会产生一系列的问题袁 如就
业尧治安尧交通等袁因此必须要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袁
加速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序转移遥 在规范劳动力市场的健
康运行方面袁政府要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准入尧权利保障和
有序转移等方面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袁以利于加速农村剩余
劳动力的有序转移袁提高农村人力资源的素质和技能袁有利
于弱化农民对土地的依赖袁加速农村土地的流转袁实现农村
的跨越式发展遥此外袁可以利用我国劳动力资源的数量优势袁
大力拓展国际劳务输出袁 这也应成为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
的一条重要途径遥
3.5 大力发展小城镇袁促进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尧转移的良
性循环 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是我国农村实现跨越式

发展的必由之路遥 2002年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仅
为 39.1 %袁远低于世界平均 47.0 %的水平袁而现代化的标准
则要求达到 50.0 %以上遥推进农村城镇化袁有利于直接吸纳
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袁有效发挥城镇的聚集效应袁促进服务
业的发展袁全面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曰有利于充
分发挥城镇对农村的辐射和带动效应袁加速农业产业化和规
模化经营袁提高农村人力资源的开发水平袁并促使农村人力
资源的系统开发与有序转移进入良性循环遥

要加速我国农村城镇化进程袁就必须根据实际情况充分
发挥政策杠杆和市场机制的作用遥主要措施有院淤制定新的
户籍政策袁打破城乡二元结构袁解除农民进城的体制壁垒曰
于制定税收优惠政策袁鼓励各界积极投资城镇基础设施和工
商企业的开发建设曰盂对城镇建设规划用地实行竞价拍卖以
筹集资金曰榆对城镇建设工程实行招尧投标等袁以保证城镇
开发建设的低成本和高质量[7]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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