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担义不容辞的责任。五中全会提出提高全民素质,要培养有文化、懂科技、会管理的 新型农民 。在

这个过程中,政府部门包括教育部、劳动部、农业部等相关部门应该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也就是说,政

府出钱进行劳动力的培训,提升人的素质,要使农村青年除了获得一般知识教育以外,还获得技能教

育。2004年中央出资 2. 5亿元,今年出资 4亿元专门用做农民工培训的 阳光工程 。2006年这个资

金能否增加,这是我们需要研究的问题。第二,运行机制。在培训过程中,培训的效果怎样? 培训的

内容、教学的安排、教材的编写是否适合农村青年的需要或者就业岗位的需要,这个过程怎么运行?

第三,绩效验证。通过一个标准来检验培训以后就业率是否得到提升, 人力资本是否得到了提升。第

四,培训就业的管理。政府在农民工的培训方面现在是多头管理。劳动部、教育部、农业部,还包括其

他的一些部门、院校。比如,团中央以及一些院校都在做这项工作,那么怎样形成一个培训的合力,现

在还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需要认真研究。

第三个问题,要搞三个结合。第一,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一定要和人力资本的提升或者是人力资本

的培训结合起来。转移不仅仅是单纯劳动力的流动,更重要的是劳动力要经过培训,要由劳动力转变

为人力资本。过去一个简单劳动力流动就业每月赚 500~ 600元, 现在经过培训, 素质提高了, 可以赚

800~ 1000元,这就是结合。此外,还有一些技术性的问题, 包括供给和需求之间一些结构性的矛盾,

怎样统筹起来, 这是一个大的问题。第二,人力资本的提升要与多种教育模式相结合, 这里包括: 一般

知识的教育。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属于素质的全面培训和基础性教育。同时要高度重视专门技能

教育。技能培训怎样和普通教育结合起来。普通教育给你提供了一般知识,技能教育给你提供了专

门知识。至于如何结合, 是不是可以考虑,要么农村初中以后, 不能进入高中的农村少年进入专门的

职业学校接受非农产业的某种技能培训,要么基础知识与某种劳动技能培训结合起来。第三,多元化

教育机制的结合。包括我们今天在人民大学这种高等学府我们看到的这种论坛, 这样一个研讨会就

是非常有意义的。在我们的农村职业中学, 在我们的中专专业学校, 在劳动部门的学校, 在农业部门

的学校,在教育部门的学校,多元化的教育资源怎样整合,也是农村劳动力流动和人力资本提升的一

个关键环节。处理好这三个结合,处理好这三个关系将非常有利于农村劳动力流动和青年农民的素

质培养。

农村青年的精神状态和时代角色
邓文奎

(国务院研究室社会司副司长)

改革开放中的农村青年问题, 是一个十分有意义的课题。这次 改革开放中的农村青年人口问

题 全国学术研讨会汇集了100多篇论文,从各个方面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代表了对这个问

题的最新研究成果。中国正处于一个急剧变革的时代,变革时代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从传统社会向

现代社会转变, 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信息社会转变。这个变革反映在体制上、制度上、社会结构和

形态上,反映在社会伦理和道德观念上,反映在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精神状态上。可以说最集中地体现

这些反映的一个社会群体就是农村青年。在一定意义上说, 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就是农村青年的现代

化过程,中国的工业化过程、城市化过程,就是农村青年的工业化过程和城市化过程。

在当前,在我国现代化的进程中, 广大农村青年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我想起了俄罗斯文学史上的 多余的人 ,这个联想可能不太恰当,但面对农村青年还是让人产生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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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联想。上世纪 80年代初期,有一篇小说叫!人生∀, 是陕西作家路遥的作品,主人公叫高加林, 这可

能就有中国特色的变革时期的 多余的人 的形象。尽管 20 多年过去了, 我们的社会发生了很大变

化,但是好像 高加林 的状态和使命还没有变。广大农村青年,他们不愿意再过传统的生活, 他们要

脱离传统的生活方式,向往新的生活,追求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他们想改变自己的命运和生存状态,想

创新自己、创造自己新的生活。但是怎么改变自己,新的东西在什么地方,新的生活、新的自己是什

么,在他们看来并不肯定, 对他们来说好像是很模糊很迷茫的, 好像新的东西并不属于他们。我想这

就是广大农村青年的精神状态和生活状态吧。但是他们并没有放弃追求。在他们追求自己新的生

活、改变自己命运和生存状态的过程中, 他们自己在变化,我们的整个社会也在变化。我国现有农民

工共有 1. 2亿人,主要是农村青年, 2004年的平均年龄是 28. 4岁。从农民工的贡献来看, 在我国的产

业工人中,第二产业从业人员中农民工占 57. 6%; 第三产业占 52%; 加工制造业中农民工有 4000万

人,占我国加工制造业从业人员的 50%;在建筑业中农民工占 80% ,在城市环卫、家政, 包括餐饮中占

90%。所以说如果缺了这些人,我们这个社会就无法运转。他们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廉价

劳动力,使我国经济保持着持久的竞争力。他们做出了贡献,但城市人却不认可他们,不接纳他们。

他们没有城市户籍, 在城市工作和生活,却不是 城市人口 。最近有几个大城市掀起新一轮排斥农民

工风潮,说他们 素质低 ,这几天网上就这个问题炒得也很热。这说明我国现代化、城镇化确实是一

个十分充满矛盾的艰难进程。艰难和阻力来自哪里,就来自我们这些 高素质 的城市人, 包括生活在

城市的决策者, 来自我们现行的管理体制。农民工从进城的第一天, 首先遇到的就是城市人白眼和我

们传统体制的阻挡。城市的大门不是我们主动打开的, 而是被农民工冲开的。农民工进城对我国传

统社会结构形成了巨大冲击, 对传统的社会管理体制提出了尖锐挑战,也使我们每个城市人以至整个

社会都面临着社会变革的心理考验。所以说农民工进城这一历史性行动, 蕴含着深刻的变革因素。

广大农村青年从农村走出来, 从田间走出来,走进城市,走进工厂, 用自己辛勤的汗水和奉献, 不仅创

造着自己的新生活, 也创造着中国的历史和未来。他们是我国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重要标志,

是我国经济社会结构发生历史性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我想这就是现代农村青年的时代角色吧。他

们是真正的 当代英雄 , 这也是这群 多余的人 的本质特征。

农村青年向非农产业和城市转移的过程,也就是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过程。现在我

们的社会管理体制, 面对这个问题、面对农民工进城这个问题,显得很不适应,我们的整个社会似乎都

没有为这一历史性变化过程做好准备,特别是城市政府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远远落后于形势。这些人

迟早要从农村走出来,这是历史的必然,我们这个社会变革的一个标志性的特征就是他们从农村走出

来,这是阻挡不了的。我们不能落后于时代潮流, 不能阻挡历史前进的脚步。农民工面临的问题很

多,最根本的还是体制问题。消除农民工进城就业的体制性障碍,也就是消除中国工业化、城镇化、现

代化的障碍。对这个问题要有统筹的考虑,也要有紧迫感, 要有制度和路径的设计。消除城乡和社会

群体分隔,促进社会融合,这是政府的责任, 也是全社会的责任,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 也是促

进社会和谐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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