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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更好地解决由于我国城乡二元经济以及教育投资偏

向城市，导致农村基础教育薄弱，农民劳动力素质、人力资

本偏低等问题，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在加大对教育的投

入时，要“加强教师队伍的建设，重点提高农村教师素质”；

在全民教育体系的建立过程中，“健全面向全体劳动者的职

业教育培训制度，加强农村富裕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明

确提出，教育体系的完善最终目的在于：“培育有文化、懂技

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发挥亿万农民建设新农村的主体作

用”。为实现这一目标，探索提高广大农民知识水平，提高农

民劳动技能的有效教育方式显得尤为重要。

1 知识的种类和转化模型简介

波兰尼在《个人知识》和《隐性知识》著作中将人类知识

分为 2类：一类是能以书面文字、图示和数学公式加以描述
的存储在各种类型的载体上、编码在手册、程序和规则中的

正式、系统化的显性知识；另一类是指隐含在各知识主体手

中和头脑中的、很难用文字、语言来精确表述的难以交流的

知识，体现为技能、诀窍、经验等，大部分不易编码或不能编

码的隐性知识。陈国权提出人的知识来源有 4种方法：淤体
验法：通过在自然和社会环境中实践、观察、体验，直接获得

知识；于交流法：通过与有知识的人交流，间接获得知识；盂
解读法：通过解读载有知识的各种媒介（如书、期刊、网站

等）来获得知识；榆反思法：通过专门、有意识、有目的地总
结、研究和反思已有的经验和知识，来获得新的知识。

SECI知识转化模型是野中郁次郎（1991）在《论知识创
造的动态过程》一文中提出的，他将知识的转化过程分为 4
种基本模式———社会化（Socialization）、外在化（Externa
lization）、整合化（Combination）和内在化（Internalization）。社
会化，是指隐性知识向隐性知识的转化，是经验共享的过程，

表现为一个人的隐性知识成为另一个人的隐性知识，别人

的经验成为自己的经验；外部化，是指隐性知识向显性知识

的转化，是知识创造的关键过程，表现为个体将自己的经验

总结传授给其他人；整合化，是指显性知识和显性知识的组

合，是一种把概念或知识片段综合成知识系统的过程；内在

化，是指显性知识到隐性知识的转化，是把显性知识应用为

隐性知识的过程，它与“干中学”、“用中学”密切相关，表现

为个人将知识、技术经验化和技能化[1]。
2 SECI知识转化模型对农民知识技能培养模式的启示
根据知识在农民能力中的作用可将知识分类，主要包

含 3种知识：专业技术知识、整合知识以及社会资源配置知
识。专业技术知识是指与农业生产相关的知识 [2]；整合知识
是指其他领域与生产、销售有关的特殊知识；而社会资源配

置知识是指个人的社会网络、融资渠道与政府、科研机构之

间的合作关系处理方面的知识等。对于我国广大农民来说，

由于农业生产的特殊性，其知识的学习从本质上讲属于生

产技术行为的学习，具有明显的目的性、自身能动性和个体

差异性。学习的模式主要有 2种：个体学习和群体学习。个
体学习技术方式主要表现在：农民根据各种媒体、销售市场

的需求变化、农业技术推广市场情况，以及同行的行为，确

定每年购买的新产品、新品种及必须学习的新技术，并投入

各种生产要素。农民技术学习的程度取决于个人的素质、当

地的生产技术水平及技术的推广力度。农民在根据当年的

产出情况后再确定下一轮生产过程中是否继续使用该技

术，并进一步探求获取更新技术的可能与途径。由于个体学

习的单一性及技术推广的缓慢，目前为解决新技术的推广

速度，尽快提高中国农民素质，各级政府正积极推广农民的

群体学习，其主要模式是采取“政府+协会+农民”模式，通过
协会中的专业大户、农村致富带头人的作用，举办各种专业

技术培训班，通过相互学习和经验交流，将各种实用知识和

服务信息传达给广大农民，并通过向农民提供技术咨询，采

取试验、示范、关键技术现场指导等方式推广实用技术，使

农民在“干边学”、“用中学”中提高自身的人力资本，并通过

群体学习获得新的生产技术，推广、应用新品种[3]。其知识技
能提高的过程如图 1所示。
农民知识技能提高的这一过程符合 SECI知识转化模

型的理论。在 SECI知识转化模型中，社会化过程是一个经
验共享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获得隐性知识的关键是通过

观察、模仿和实践，体现在农民技能的培训就是针对具体的

环境进行的“农技人员下乡指导”、“技术能手传帮带”；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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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对农民能力形成的动态性和能力形成的主要方式分析，并根据 SECI知识转化模型和动态能力理论，指出当前新农村建
设过程中加强农民技能培训，提高广大农民的能力对促进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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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过程就是个人将隐性知识用显性化的概念和语言清晰表

达的过程，其表现方式有隐喻、类比、概念和模型等，体现在

农民职业技能培训就是积极开展经验交流活动，农技专家

开展技术培训；整合化过程就是一个通过各种媒体和方式

将相关的显性知识组合化和系统化的过程，体现在农民职

业技能培训就是要将相关知识和技能进行集中，进行系统

化的学习和培训；内在化过程是一个将显性知识形象化和

具体化的过程，通过内在化产生新的显性知识，被个人吸

收、消化，并升华成他们的隐性知识，体现在农民职业技能

培训过程中，就是农民将各种显性知识通过自身的能动性

转化为自身的隐性知识，提高了自身的技能[4]。
3 结论

根据知识转化的模型，提高农民知识技能水平的教育

方式应该为：加大农村基础教育的投入，提高下一代农民的

文化素质；完善农民职业技能培训，解决当前农村劳动力文

化水平和生产技术落后的现状；发挥农村合作组织和产业

化组织的技术传播功能，提高先进农业生产技术的传播速

度，促进农民生产技能的提高。具体体现在：

3.1 加强农村基础教育投资力度，提高农民的整体文化素

质 在农村基础教育的投资过程中，应结合新农村建设，增

加教育经费的投入，形成以财政支持为主，多形式的教育支

持体系。通过加大教育投资力度，培养现有师资队伍，提高

中小学教师队伍素质，优化基础教育阶段的教育环境，通过

坚持不懈地抓好农村九年义务教育，同时加快普及高中教

育，这样不仅有利于提高农民的知识文化水平，而且为农民

职业教育事业进一步发展打好坚实的基础。农村基础教育

的普及和提高将不仅提高整个农民队伍的素质，而且为他

们今后的发展和创业创造坚实的基础[5]。
3.2 完善农民职业技能培训，建立健全城乡一体化的农村

劳动力培训体系 农民职业技能的培训将有助于提高现有

的一大批由于农村教育不足，而导致文化素质偏低农民的

人力资源。在农民职业技能的培训过程中，要立足现实，面

向市场，针对性地发展职业技术培训，培育农村自有人才，

提高农民的整体素质；培训可采取农村自办或通过请专家

学者来讲学进行专业指导，与大专院校签订人才培养合约

等方式提高农民专业水平。农民职业技能的培训由于培训

的技能性、实用性、针对性，因而对农民人力资本提高较为

明显，这已从专家学者的实证分析得到证明。农民职业技能

的提高将增加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机会，增强其就业竞争

力，从而可以提高收入。

3.3 完善农技推广渠道，发挥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和产业化

组织的作用 农技推广是当前农民学习和掌握先进生产技

术的另一个重要途径。目前我国农村农业技术推广的途径

主要有：国家职能部门的推广，以遍布广大农村的农技站为

主，知识采取从上往下传递；以农业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农业

技术推广，主要通过培训等方式进行；农民相互之间的交

流；科研人员、推广人员与农民相互之间交流的参与式推广

方式，这种方式在传播技术方面优势明显，成为目前最好的

传播知识、技术的方式之一。因此，制定优惠政策鼓励农技

人员下乡传授农技知识，解决农民生产过程中出现的实际

问题，将非常有助于农民生产技术能力的提高。

按照传播理论，技术传播方式采取相互作用传播方式，

技术传播快。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如协会）的技术传播就属

于相互作用传播方式，通过发挥协会组织者（农村致富带头

人）的作用，引进新技术加快农技传播速度，提高农民的技

术水平[6]。
在农业技术传播过程中，农业产业化组织“公司垣农户”

模式对农业技术的推广和普及也起促进作用，在农业产业

化过程中，一般是通过公司提供技术、提供种源，对农民进

行产前、产中、产后培训，农民将生产的农产品出售给公司，

公司的技术培训为农民调整产业结构，掌握先进技术提供

了条件，促进了农民人力资本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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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干中学”、“用中学”个体能力提高的动态过程
Fig. 1 Dynamic process of individual ability improvemen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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