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村职业教育的问题·困扰与可持续发展

沈泊 ( 北京语言大学, 北京100083)

摘要  由于历史等多方面的原因 , 农村职业教育仍然是我国教育事业中的薄弱环节 , 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困难和问题。就农村职业
教育存在的问题与困扰进行了分析 , 并对农村职业教育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了一些探讨性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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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 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60 % 以

上, 这一国情决定了教育 , 特别是农村职业教育在农业、农村

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我国的农村职业教育是从20 世纪80

年代开始兴办的, 初期确立了与经济建设紧密结合, 立足为

当地经济建设服务的教育方针。但随着市场经济的进程及

机构改革、人员变动、政策等因素, 农村职业教育没有很好地

坚持这一方针, 具体表现为: 职高与普高之比越来越小于1∶

1 ;农村初职( 2 + 2 ,1 + 1) 的声音越来越小; 农业中专的学校

数、在校学生数越来越少( 由370 多所减少到目前的200 多

所) 。总之, 农村职教的难题越来越多 , 学校越来越难办。

1  农村职业教育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与困扰

1 .1 观念问题  一是用人单位追求文凭和高学历盛行, 轻

视重能力的职业教育; 二是国家政府强调发展大众化高等教

育, 随之加快发展普通高中 , 忽略发展全民普及化的职业教

育, 造成了普教和职教发展的失衡; 三是社会一味追求高学

历、名校、热门专业, 降低了职教的地位和声誉。这些观念的

存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农村职业教育健康持续的发展。

1 .2 投入问题  教育经费投入不足, 制约了农村职业教育

的发展。职业教育的成本大大高于普通教育, 需要更多的投

入。但政府对职业教育的投入远少于对普通教育的投入。6

年中全国职业中学人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支出为1 296 .31

元, 较普通中学少80 .08 元, 对培养成本相对较高的中职来

说, 不能不说是一种怪现象。据测算, 生均经费应不低于

2 000 元, 可见现有职教经费与实际需求有很大差距。由于经

费紧张, 必备的教学设施无力购买; 实践、实习基地不能重点

建设; 教师培训、进修不能对现; 教育教学信息化、现代化更

是无力实现 ; 教师的生活得不到改善, 这些都严重制约了农

村职业教育的改革和发展。

1 .3  师资问题 师资问题始终是制约农村职业学校发展的

关键问题。目前, 农村职业学校的教师合格率明显低于普通

高中, 专业教师学历达标率仅37 .42 % , 且文化课教师和专业

课教师比例失衡, 文化课教师较多, 专业课教师和实习指导

教师严重不足。据教育部职成教司统计, 职业高中专业教师

和实习指导教师分别占46 .71 % 和2 .7 % , 且多数教师缺乏专

业实践经验和动手能力。另外, 农村职业学校条件艰苦, 待

遇不高 , 对高职称、高学历人才缺乏吸引力。种种原因使农

村职业教育师资缺乏, 尤其是“双师型”教师更加缺乏。

1 .4  质量问题  由于职教的地位较低, 办学条件( 包括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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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设备、场地等) 较差 , 加上招收的生源素质不高, 以致培养

出来的职业技术人才的素质不能适应社会、用人单位的要求

和服务于当地的经济建设。再加上毕业生就业率不高 , 农民

不愿意送子女上农村职业技术学校。

2  对我国农村职业教育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探讨

2 .1 解放思想, 转变观念, 树立大众化职教观  一个国家发

展职业教育的水平, 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国家国民素质的重

要标志。我国60 % 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农村, 农民平均受教育

年限不足7 年。农村劳动力中、小学文化程度和文盲半文盲

占48 .07 % , 高中以上文化程度仅占11 .62 % , 系统接受农业

职业教育的农村劳动力不到5 % 。因此, 对农村职业教育的

发展应有高度的认识, 不仅是大众化, 应提高到国民化的高

度来对待。

2 .2 政府统筹, 多方办学, 加大农村职业教育的经费投入  

探索在政府统筹下, 建立政府、行业、企业、社会团体及公民

个人共同办学的体制 , 从根本上改变教育部门独家办学的局

面, 共同解决农村职业教育诸多方面的困难, 尤其是经费问

题。国家应加大对农村职业教育的投入力度。农村职业教

育经费应纳入各级政府的教育经费预算, 加强监管, 专款专

用。农村职业学校要抓住当前国家实施农村劳动力转移培

训计划这一良好时机 , 通过学历教育、中短期培训、“订单式”

培训等途径, 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服务, 搞活学校, 增加教育经

费来源 , 增强自身办学后劲。

2 .3  建立“双师型”教师队伍, 培养高素质的农职教师  要

使职业中学的学生具有竞争能力, 不断适应社会的需要, 就

必须要为农村职教培养既有合格学历, 又有专业技术职称的

“双师型”教师队伍。首先 , 要解决教师的学历达标问题。一

方面是不断补充合格师资, 选拔优秀的师范院校毕业生, 尤

其是职技高师院校毕业生, 不断充实教师队伍 , 以解决教师

学历达标问题; 另一方面是在职人员的进修与培养, 制定相

关政策, 鼓励在职教师积极进修, 提高学历达标率。其次, 解

决专业课教师不足的问题。除选择职技高师优秀毕业生留

校任教外, 还应积极创造条件, 培养教师的实践动手能力。

制定政策, 鼓励教师参加实践活动, 把实践动手能力作为教

师必备的条件之一; 同时聘请农业和科技部门的专业技术人

员兼任专业课教师 , 以补充专业师资的不足。再次, 实行教

师资格证书, 实施教师准入制度 , 完善教师聘任制, 让合格教

师到学校任教。最后, 加强学校信息化建设 , 为教师创造良

好的学习环境和条件, 形成良好的学习氛围, 不断提高在职

教师的素质。

2 .4 提高办学水平和质量, 培养高质量人才  提高办学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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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和质量是学校生存发展的生命线, 也是学校工作永恒的主

题。农村职业教育要立足社会, 得到社会的认可和肯定, 关

键是能否培养适应社会需求的高质量人才。学生是“产品”,

用人单位是客户, 学校是厂家, 衡量学校办学质量的一个重

要标志 , 就是看你的“产品”是否适销对路 , 客户订单多不多。

因此说办学水平和质量是学校的生命所在, 而质量的核心是

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和综合职业能力。要建立一整套提高

办学水平和质量的保障体系, 首先, 要适应社会需求 , 调整专

业结构。在办好传统农业专业的基础上, 适当、灵活地拓宽

专业范围, 开办社会上急需的专业, 以适应社会、经济发展之

需, 适应市场对人才多元化和动态化的需求。其次, 建立实

践教学基地, 培养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加强实践性教学 ,

强化学生的动手能力是提高学生专业技能的重要途径 , 也是

中等职业学校的特色所在。农村职业学校必须把实践能力

培养放在非常突出的位置来抓, 强化实践技能训练, 建立专

业技能考核制度, 推行双证书制, 培养实用型技术人才。第

三, 加强信息化和网络化建设, 提高教育教学手段的现代化

水平。配备现代化设备, 建立多媒体教室和计算机信息中

心, 建立互联网, 为教师、学生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

总之, 社会在不断变化发展, 农村职业教育面临着许多

问题与困扰 , 作为教育工作者, 应该认清形势, 沉着应对 , 积

极探索现代化的职业教育办学模式 , 从封闭式走向开放式 ,

从终结性教育转向可持续发展教育, 努力完善职业教育体系

框架, 使农村职业教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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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宰加工企业结成合作伙伴关系。

3 .4 未来中国生猪供应链的模式  随着养殖结构的调整 ,

必将带来整个生猪供应链的变革 , 未来生猪供应链的构成将

会以下面2 种形式为主:

3 .4 .1 “公司( 龙头企业) + 养殖小区/ 合作社/ + 农户( 专业

养户)”形式。如图3 所示, 这种供应链的模式是由具有很强

实力的饲料企业或者是肉食品加工企业进行纵向一体化整

合的结果。由饲料企业或肉食品加工企业等为龙头企业, 通

过养殖小区( 协会) 向专业养殖户组成的农户统一提供仔猪、

饲料、兽药、服务等, 并负责统一回购肉猪。龙头企业把统一

回购的肉猪进行统一销售或屠宰加工, 产品是鲜猪肉或其他

肉食品 , 然后通过超市或品牌专卖店销售。

图3 未来中国生猪供应链的模式一

在这种模式中, 养殖户通过合作社或养殖小区直接从龙

头企业处购买仔猪、饲料、兽药等, 然后直接把肉猪卖给龙头

企业, 这样中间环节( 饲料经销商、兽药经销商、猪贩等) 原来

赚取的那部分利润就可以在消费者、养殖户、龙头企业三者

中间分配, 最后收益的将会是消费者, 同时会增加整个社会

的绩效。同时, 龙头企业需要承担市场风险 , 农户无需承担

市场风险, 对农户的生产稳定性有好处; 龙头企业有足够的

动力去保证猪肉的安全性和质量 , 因此会制定统一的饲养方

案, 有利于降低成本、提高猪肉的安全性等。

3 .4 .2 “上游供应商+ 规模猪场/ 养殖小区( 合作社) + 屠宰

加工企业”形式。如图4 所示, 这种模式是由实力和规模较

强的养殖企业或者合作社横向整合的结果, 以规模猪场或养

殖小区( 合作社) 为核心企业, 由遗传服务供应商( 即仔猪生

产企业) 和营养及防疫服务供应商( 即饲料及兽药生产企业)

作为上游供应商, 以屠宰加工企业作为下游客户, 三者结成

紧密的合作伙伴, 形成供应链的整体优化和绩效改进, 提高

整体的竞争力。

图4 未来中国生猪供应链的模式二

在这种模式中, 对品质和猪肉的安全性负责的将是超市

或品牌专卖店, 品牌专卖店可能是屠宰加工企业的, 也可能

是规模猪场的, 因为规模猪场有可能向后纵向整合, 成立屠

宰加工企业, 并建立专卖店。他们再向前, 为保证猪肉的安

全性和品质来选择自己的营养和防疫供应商。这样, 就从源

头上使得猪肉的安全性和品质有了保证, 具有可追溯性。

4  小结

随着中国生猪养猪结构的调整, 必将带来整个生猪供应

链的变革, 形成具有可追溯性的紧密合作的生猪供应链, 进

一步加快纵向和横向整合的速度和力度。无论是龙头企业

进行纵向整合的供应链, 还是规模猪场和养猪合作社进行横

向整合的供应链, 都带动中国的生猪养殖业进入提档升级的

时期, 做大做强整个产业链 , 提升中国生猪供应链的效率和

竞争力, 在品种改良、猪肉的安全性和品质、饲养成本、品牌

建立等方面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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