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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农村劳动力资源状况的实证分析 , 阐述农村劳动力资源状况对现代农业的影响 , 提出合理利用和充分开发农村劳动力资源、
建设现代农业的具体措施和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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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农村劳动力资源总体状况

2006 年末 , 全国农业人口为73 742 万人, 将劳动年龄内

( 男16～60 周岁, 女16 ～55 周岁) 且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口进

行整、半劳动力计算( 整劳动力: 男18 ～50 周岁 , 女18 ～45 周

岁; 半劳动力: 男16 ～17、51 ～60 周岁 , 女16 ～17 、46 ～55 周

岁) , 农村实有劳动力48 000 万人。

经过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状况分析( 表1) , ①农村劳动力

文化水平比较低。各层次平均比例为: 文盲或半文盲占

7 .88 % , 小学程度占32 .15 % , 初中程度占48 .12 % , 高中程度

占9 .56 % , 中专程度占1 .80 % , 大专以上程度占0 .49 % 。小

学文化程度以下的农村劳动力占40 .03 % , 初中文化程度以

下的农村劳动力占88 .15 % 。②农村劳动力文化素质在逐年

提高。小学程度以下的比例有逐年下降的趋势, 初中程度以

上的比例则呈逐年上升态势。③提高农村劳动力文化素质

的任务还很艰巨。高中程度、中专程度、大专以上程度所占

比例在一定水平上徘徊, 说明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发展水平

上升不快, 农村劳动力文化素质正在逐年提高的主要原因是

初中程度所占比例逐年上升。

  表1 农村住户劳动力文化程度构成 %

年份 文盲半文盲 小学程度 初中程度 高中程度 中专程度 大专以上

1997 9.37 35 .43 44 .75   8 .96 1 .19 0 .29

1998 8.64 34 .63 45 .67 9 .26 1 .47 0 .33

1999 8.21 33 .45 46 .68 9 .65 1 .63 0 .39

2000 7.05 32 .82 48 .54 9 .37 1 .78 0 .44

2001 7.30 31 .10 49 .34 9 .67 2 .00 0 .50

2002 7.59 30 .63 49 .33 9 .81 2 .09 0 .56

2003 7.39 29 .94 50 .24 9 .68 2 .11 0 .64

2004 7.46 29 .20 50 .38 10 .05 2 .13 0 .77

 注 : 资料来源于2001 ～2005 年《中国统计年鉴》。

2  农村劳动力资源状况对现代农业的影响

2 .1 影响农业科技进步与技术推广 现代农业的核心是科

学化。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 现代农业必须依靠科技

进步和技术创新。由于农民科技文化素质低, 对新技术、新

成果、新信息反应迟钝, 甚至对新技术抱有怀疑和顾虑心理 ,

使得农村的新技术推广不开, 即使接受新技术 , 也缺乏消化、

吸收能力 , 不能使新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在农业生产方

面盲目追求数量的提高 , 不注重农产品的科技含量, 致使农

产品品种和质量不符合市场需求、销路受阻、增产不增收、影

响生产积极性的发挥, 有的甚至乱用一些新技术成果, 致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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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无保证, 从而影响人的身体健康和社会的稳定。所

有这些, 严重影响了农业科技新成果的大面积推广应用, 影

响了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 进而影响了农业科技进步。使得

在西方国家20 世纪60 年代末就已实现的机械化、电气化、良

种化和化学化, 至今在我国还没完全实现, 农业中传统的生

产要素和技术手段仍然占绝对主体。

2 .2 影响农业的商品化 现代农业的特征是商品化。建立

和健全农村市场经济体系是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不可或缺

的重要组成部分。可是, 由于农民文化素质低, 受传统自然

经济和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大, 农民商品意识淡薄, 绝大多

数农民根本不懂市场经济运作的规律, 不能及时捕捉经济信

息、预测农业市场走势, 根据国内、国际市场上的需求变动来

生产适销对路的产品或商品。同时, 农民的营销观念仍然�

于小农经济的“生产什么产品就销售什么商品”的思想桎梏

之中, 而不是按照目标顾客的需要与欲望 , 按照“消费者需要

什么产品就生产什么产品”的指导思想去组织农业生产。农

民的生产行为常常是走在市场需求变动之后, 而不是走在市

场需求变动之前。再加之农业生产周期长、转产慢, 受洪涝、

干旱、气候、季节等自然因素影响大, 农民又不能很好地预测

未来, 生产盲目性大, 常使得农产品需求反差过大, 市场价格

波动剧烈, 反过来又导致市场行为扭曲 , 加大了农业经营风

险。低素质的农民因缺乏竞争意识、风险防范意识和较强的

心理承受能力, 在此情况下常常产生困顿和盲从, 常常谈市

场而色变。

2 .3 影响农业的集约化 现代农业的方向是集约化。就是

要实现农业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坚持适度规模

经营。一家一户的小生产是难以发展现代农业的 , 必须通过

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社会化服务、优化配置农业生产经

营要素, 开发农业经济生态、旅游观光及休闲等多种功能, 转

变农业粗放增长方式, 提高农业生产率, 提高农业效益。现

代农业呼唤农业经营管理企业化, 生产方式集约化。然而 ,

我国农民因缺乏现代化的经营意识、经营知识和经营本领 ,

无法适应现代化经营管理, 致使我国农业仍然在小规模、低

层次上运转。农业生产经营成本高、效益差 , 农产品价格和

市场价格相比居高不下 , 并且由于农产品污染严重, 品质低

劣, 在国内市场上已无法让消费者满意 , 在国际市场上竞争

力不强。发展现代农业, 客观上要求农业向集约化方向发

展, 产品在名、特、优上下功夫, 经营组织向规模化、专业化迈

进; 农副产业上规模、上档次、上水平, 向现代化方向发展。

所有这些, 都需要更多的具有较高文化素质的劳动者和科技

人才去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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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影响农业的产业化经营  现代农业的目标是产业化。

就是要从单一的生产领域中走出来, 跳出农业推进现代农业

发展, 用城镇化、工业化促进农业现代化, 坚持贸工农、产供

销一体化 , 大力培植龙头企业和农村中介组织 , 走“企业+ 中

介+ 农户”的路子。企业的优势是技术加经营, 中介的优势

是集体谈判能力, 农民的优势是土地和劳力, 三者组成共同

体, 改变单家独户农民进市场难的情况和竞争中的“尾巴”角

色, 培育现代农业新主体 , 从而让农民有效地进入市场, 着力

地竞争市场, 充分地享受市场。在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各个环

节中, 无论是产品的生产者、经营者都要以市场为导向安排

各自的活动 , 采用现代优良品种和现代技术设备, 并通过企

业化的管理, 实现农副产品增值。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整个过

程, 都依赖高素质的农民。

3  措施与对策

3 .1 抓好基础教育, 防止新的低素质的劳动者产生  在现

代农业中, 要保证农民的高素质和现代化, 只有加强农村的

基础教育, 全面落实农村的九年义务教育, 实现农村“双基”,

从源头上杜绝新文盲的再生产, 提高农民素质。发展中国家

的发展经验表明, 正规学校教育是人力资本形成的最主要、

最有效的途径, 小学和初中阶段的义务教育投资是各项投资

中收益率最高的, 尤其是农村。因此, 应从发展现代农业的

长远着眼, 必须把农村义务教育当成刻不容缓的头等大事来

抓, 各级政府要从为民族未来负责的高度正视农村义务教

育, 加大投入, 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确保完成农村九年义务

教育。

当前, 农村基础教育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辍学率较高和

教育质量较低。据统计, 从1988 年至今, 每年中小学平均辍

学至少达400 多万, 农村中小学生流失数上升到30 % 以上 ,

也就是说我国平均每天有1 万多名中小学生辍学。换句话

说, 就是我们平均每天都在向社会输送1 万名低素质的劳动

者。事实上, 在中西部地区农村, 中小学辍学率更加严重, 甚

至高达60 % 以上, 这种严重的辍学现象 , 不仅影响了农村基

础教育的进一步普及和“两基”成果的巩固, 更阻碍了农村及

至整个社会的教育素质的提高, 成为现代农业中的制约因

素。因此, 国家应加大对农村基础教育的投入, 一方面保普

及, 另一方面促提高。要完善农村中小学教职工工资保障制

度和农村教育经费投入机制, 加快农村中小学危房改造和教

学设施的更新换代, 实行全免费的义务教育, 保证每一位学

龄儿童都能完成基础文化学习。同时把普及教育与农村职

业技术教育有机结合起来, 使农村初等职业教育成为农村基

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 共同为提高农村劳动者素质, 有效

地遏制农村的高辍学率服务。

3 .2  加强农村劳动力职业培训 加强农民职业培训 , 提高

农民的科技素质, 对于现代农业具有重要意义。农业部最新

统计显示,2005 年我国农业科技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达

48 % , 科技已成为建设现代农业的强大动力, 农民对科技的

需求日益增强。但另一方面, 我国农民的科技水平不高。农

民平均受教育的年限仅为6 .87 年, 受过职业技能培训的只

占1 % , 掌握1～2 项实用技术的仅有16 .4 % , 而且不同性别

和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中国科协进行的2003 年中国公众

科学素养调查, 结果反映:80 % 的农民对农业新技术、新产品

表现出消极态度。这种科技素养导致了农民生产技术单一

落后, 很难适应现代农业的发展要求。

加强对农村劳动力继续教育, 尤其要加强16 ～40 岁这

个年龄段农村劳动力的再教育工作, 因为这个群体是农村劳

动力转移的主体, 他们的素质状况如何 , 将直接影响到农村

劳动力的重新配置和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所以应将他们

列为农村劳动力素质提高教育层次的重点对象, 在条件具备

的地区, 要坚持积极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 大力加

强农民职业教育和技术培训, 建立健全县乡村三级教育培训

网络, 通过农业广播学校、电视大学、专业技术培训班、职业

高中、远程教育、函授和农民夜校等形式, 使愿意接受中等职

业教育与培训的农村初、高中毕业生和广大群众都能得到相

应的教育与培训。要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地开展农民技

术培训 , 做好农村科技普及工作。扩大“绿色证书工程”、“跨

世纪青年农民培训工程”、“农业科技入户工程”的实施规模 ,

提高农民接受新技术的能力和生产技术水平, 对于务工农民

加强岗位培训, 提高知识水平、专业技能和安全生产知识。

通过农业推广和农业实用技术培训 , 为新农村培养有文化、

懂技术、会经营的致富带头人。

3 .3 依托高等院校, 营造农村人力资本培育的良好环境  

高等院校具有学科齐全、人才集中、知识密集的特点 , 它不仅

担负着为国家培养各级专门人才的重大任务, 而且也是发展

农业生产、服务农村经济、提高农民素质的主要力量。多年

来, 高等院校通过各种方式为提高农民素质作出自己的贡

献。有的学校利用假期, 组织教师和学生进行社会实践 , 参

加“三下乡”活动, 进行科技服务; 有选择地确定一批有带头

作用的县、乡在科技上实行定向、定点支持, 使其成为向周围

农村扩散科学技术的基地; 有的积极协助农村 , 办好起骨干

示范作用的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帮助其提高培训水平, 增强

农民接受科技成果和先进适用技术的能力; 有的主动加强与

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乡镇农民文化学校、村农民文化技术学

校以及农村中学、职业高中的联系, 依靠这些力量逐步形成

向农村辐射科学技术的网络。各级地方政府要提高对高等

院校在发展经济中重要性的认识 , 要舍得花钱派人到高等院

校去学习深造, 要主动请专家学者来本地培训教学; 要善于

利用大专院校的人才和技术优势来促进本地经济的发展和

人口素质的提高; 要建立和完善乡村科技文化传播的基础设

施, 营造农村科技和文化知识宣传普及的良好氛围。在有条

件的地区要逐渐创建村级广播站、影剧院、图书馆、文化站、

新华书店、科技活动中心、报刊发行网点和各类文化活动场

所。暂时无条件的地区也要创造条件, 保证乡一级的各种科

技文化传播设施的齐备和服务宣传活动的正常进行, 努力提

高科技文化宣传活动的覆盖范围和效益。

4  结语

现代农业的重点在于农村劳动力资源素质的提高 , 只有

农民的“文化、科技、管理、文明”素质提高了, 才有“科学化、

商品化、集约化、产业化”的现代农业。在合理利用和充分开

发农村劳动力资源中, 应将农村的基础教育、职业培训、高等

教育和文化站、图书馆、信息传播体系建设结合起来, 形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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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域识别分为 DEM 的预处理、流向分析、汇流分析、流域特

征提取4 个步骤[ 7 - 8] , 划分为流域面积> 500 km2 的一级河流

流域和其他区域两类。

2 .2 .2 年降水量。利用福建省71 个气象站的多年降雨资

料, 计算出福建省各气象站的平均年降雨量, 利用JION 命令

把平均年降雨量输入系统, 制作成点数据集, 利用 GIS 软件

中的地统计分析模块进行插值, 转换成100 m×100 m 的

GRID 图像, 以年降水量1 700 mm 为界线, 进行重新分类。

2 .2 .3 地貌类型。采用福建省地貌图, 提取该研究所用的

地貌信息, 即低山、中山以及丘陵。

2 .2 .4 覆盖因子。根据福建省森林资源分布图, 提取2000

年福建土地利用详查数据中的耕地、园地、居民点与工矿用

地、水域进行校正。根据表1 的分级标准对其分类 , 生成100

m×100 m 福建植被类型对生态系统水源涵养重要性分布图。

3  生态系统水源涵养服务功能重要性评价

利用数据处理得到的流域面积、水系分布、地貌类型、年

降水量分布、植被类型和土地利用等资料, 按照表1 分级指

标, 应用GIS 软件生成福建省生态系统水源涵养重要性分布

图( 图1) 。

  表1 生态系统水源涵养重要性分级

类型 指标 重要性分级 赋值

流域面积 > 500
km2 的一级河流
流域

地貌类型以低山和中山为主, 地
表覆盖以森林植被为主, 年降水
量> 1 700 mm

极重要  7

地貌类型以低山和中山为主, 地
表覆盖以森林植被为主, 年降水
量< 1 700 mm

重要  5

地貌类型以丘陵为主、地表覆盖
主要为针叶林、疏林地和灌丛等
植被, 年降水量< 1 700 mm

比较重要 3

流域面积 < 500
km2 的一级河流
流域、其 他河流
流域

耕地、园地、居民点与工矿用地、
水域

一般  1

  根据福建省多年期年径流深分布数据, 应用地理信息系统

软件对水源涵养极重要和重要地区的径流量进行计算。研究

表明,极重要和重要地区的水源涵养功能对整个流域水资源的

贡献率较高。在主要水系中, 大多数流域的极重要和重要地区

的径流量占全流域径流量的43 % ～65 % , 最高的可达81 %。其

中, 闽江流域极重要和重要地区径流量占全流域径流量的48 .

6 % , 九龙江流域极重要和重要地区径流量占全流域径流量的

62 .8 % , 赛江流域比率为62 .3 % , 晋江西溪比率为48 .4 % , 霍童

溪流域比率为70 .3 % , 鳌江流域比率为57 %。

4  福建省生态系统水源涵养重要性空间分布格局

福建省生态系统水源涵养重要性共有极重要、重要、比

图1 福建省水源涵养重要性分布

较重要和一般4 个级别。极重要地区主要分布在武夷山脉

和闽中大山带的多雨中心( 多年平均降水量 1 700 ～2 600

mm) , 包括闽北的武夷山市、光泽县、浦城县、建瓯市、邵武市

一带, 武夷山脉中段的泰宁县、建宁县、将乐县、明溪县一带 ,

闽东的柘荣县、寿宁县、周宁县、屏南县、政和县、建阳市东

部、古田县东部、闽侯县北部一带 , 闽中的德化县、永春县、仙

游县北部一带, 闽南的华安县、南靖县、平和县、云霄县西部

的博平岭南段, 闽西的连城县、上杭县、新罗区、长汀县东北

部、宁化县南部、永安市西部和东部一带。重要地区主要分

布在多年平均降水量< 1 700 mm 的低山、中山山地; 比较重

要地区主要分布在丘陵地区; 一般地区集中分布在闽东南沿

海平原和台地。在山区的河谷盆地中也有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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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多层次的农民教育网络, 培养和造就现代农业的合格

建设者 , 这样才能消除农村劳动力资源素质偏低对现代农

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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