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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客观上要求高等教育向农村延伸，为乡村振兴提供必要

的智力支持。基于高等教育普及化和乡村振兴的视角，追寻农村高等教育发展的理论逻

辑，认为发展农村高等教育是文化逻辑、社会逻辑、教育逻辑和公平逻辑使然，是普及高等

教育、推进学习型社会进程、助力乡村振兴、支撑城镇化建设的使命所在。在此基础上，从

四个方面提出推进农村高等教育发展的实践方略，即：政府科学规划布局，创建农村高等教

育体系；高校办在农村，创新农村高等教育模式；社会积极参与办学，创造条件促进农村高

等教育发展；倡导学习型社会，促进民众逐步树立终身教育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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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实现了从精英高等教育到普及高等教育的跨越。未

来20年，我国高等教育将从普及化初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1]，量和质都会发生显著变化。从量的方

面来看，其毛入学率会持续增长；从质的方面来讲，有许多特征将会发生转变，特别随着普及化进程

的深入，普及化的内涵将会表现出学习型社会的特征。可以预见，包括农村在内的“人人可学、样样

可学、时时可学、处处可学”的普及高等教育时代和学习型社会将是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为满足人

们对这一愿景的向往，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作出了“加快发展面向每个人、适合每个人、更加开放灵

活的教育体系”[2]的部署。

民族要复兴，乡村要振兴，教育要先行。早在 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指出,中国现代化离不开农

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关键在科技、在人才①。而科技与人才最终都需要通过教育来落实。当下，国

家正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央针对乡村振兴过程中最缺的人才，提出了“为乡村振兴提供人才支

撑，造就更多乡土人才，要使绝大多数农村新增劳动力接受高中阶段教育、更多接受高等教育”[3]的要

求，这不仅强烈呼唤着农村高等教育的发展，而且为农村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机遇，也为谋划农村

高等教育发展提供了时代坐标。

客观上讲，新中国成立以来，有以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为代表的艰辛探索，有以广播电视大学延伸

县域为标志的成功实践；21世纪以来，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潮流中，以浙江、江苏、广东、山东等县域

经济强省为代表，兴起了高等学校“县域办学”热潮，杭州、苏州、青岛、宁波、潍坊、绍兴等市都在积极

推进“县县有大学”计划，不少经济发达的乡镇也办起了社区学院。其中，浙江省 61个非中心城区的

县（区）中，有 25个县（区）已有高校（含校区）落户，占 41%；江苏省 50个非中心城区的县（区）中，有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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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县（区）已有高校（含校区）落户，占 42%[4]。据统计，在 2021年教育部公布的 3012所高等学校中，办

在县域（含县级市，不含大、中等城市所设的区）的高校共543所，占全国高校的18%，其中独立建制的

高校 266所，办在大中城市的高校在县域设置的分校、分院、校区 177所；特别是办在县域的 543所高

校中有116所是办在乡镇的（不含社区学院等非学历教育机构）①，这是农村高等教育发展的基础。

为此，本文拟基于高等教育普及化和乡村振兴的视角，探寻农村高等教育发展的理论逻辑，形成

发展的理论共识；解析农村高等教育发展的价值意蕴，建立其发展的理论自信；提出农村高等教育发

展的对策建议，明晰其发展实践方略，促进我国农村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为人的全面发展和乡村

振兴提供理论支持。

必须强调的是，本研究的农村高等教育是一个基于地域的概念，是指发生在农村地域（含县城）

范围内的，由高等学校和其他高等教育机构以及政府、企业等机关和团体所开展的中学后层次的各

种类型的学习、研究和培训活动的总称。空间区位的乡村性是农村高等教育的基本属性，其特征表

现为教育环境的乡村状态，教育对象的乡村属性，教育内容的乡村要求，教育语言的乡音特点[5]。践

行的是陶行知先生的“学校在乡”“人才留村”的农村教育运动理念，其宗旨是“为了农村，为了村

民”[6]。通过提供中学后各种类型的学习、研究和培训活动，传承人类文明和乡村文化，培养具备现代

生产生活能力和持续学习能力之人，促进乡村振兴和社会转型。与之相对应的是城市高等教育，与

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社会相呼应，共同构成高等教育系统[7]。但两者在教育环境、服务对象、办学层

次、办学宗旨与社会责任等方面不同。与之密切相关是农业高等教育，它是农村高等教育的排头兵。

两者不同之处在于：农村高等教育是基于地域的，体现为一个“面”，而农业高等教育是基于学科和服

务行业的，体现的是一条“线”。农村高等教育的发展不仅需要农业高等教育的支撑，也需要其他科

类的高等教育参与。

一、文献回顾

早在 20世纪 70年代，美国学者Trow提出了著名的高等教育发展“三段论”理论，他特别强调，高

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后，不仅入学人数将持续增长，同时在教育规模、教育观、教育功能、入学和选

拔制度等方面发生一些质的转变[8]。20世纪90年代末，Trow再次强调未来普及高等教育的关键之处

不是入学而是参与，接近学习化社会；大批非传统的学生接受高等教育；学生出现大量延迟入学、时

学时辍现象，大多数学生都有就业经验，教育与生活之间界限模糊；学校与社会间的界限逐渐消失，

教育变得高度分散，在不同的地方采取各种不同的形式[9]。

在我国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前后，不少学者对其发展趋势进行了研究。李硕豪等认为，未

来在校生数将稳步增加，非传统的学生将会增加[10]。钟秉林等认为，普及化阶段高等教育结构将更趋

多元，学生更加多样，学习与生活之间的界限将被打破，高等教育入学标准要满足所有具有入学意愿

的学生的入学需求[11]。别敦荣等认为，普及化既包括高等教育规模的持续扩大，还包括高等教育的社

会公平性更加显著，应扩大农村及偏远地区的人口等弱势群体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1]。陈廷柱认为，

高等教育未来的基本走向是实现时时有学习之机、处处是学习之所、人人是学习之人、样样是学习之

物的学习型社会[12]。

20世纪末，潘懋元先生首先提出了高等教育通向农村的主张，他认为，大众化不能仅靠 3亿多城

市人口提供生源来支持这一目标的实现，农村有大量的高中毕业生亦有接受高等教育的需要。农村

乡镇企业的崛起、农村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农村基层政权的建设，农业现代化的实现，需要大量受过

高等教育的人才[13]。无论从高等教育的入口还是出口来看，要完成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任务，高等

教育必须通向农村[14]。高耀明认为，推进高等教育通向农村是 21世纪初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

重要课题[15]。王锋等提出以县为中心的农村地区将是我国 21世纪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生长

① 根据教育公布的2021年高校数据计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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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16]。李政等认为，构建县域高等教育体系是系统培养城镇高级专门人才的有效途径，是促进城镇经

济产业知识化发展的必然要求[17]。闵琴琴认为，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高等教育责无旁

贷[18]。于东超认为，高等教育应准确研判乡村发展态势，助力全面实现乡村振兴[19]。陈新忠等认为，

基于乡村振兴的时代要求,未来的农村高等教育应在学习内容、培育方式、培育体系和培育成效等方

面适当调整，构建分类管理与精准教育相结合、内容创新与模式创新相结合、政策保障与资金保障相

结合、准入制度与动态调整相结合的教育体系，以促进乡村振兴背景下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20]。

可见，国内外学者对普及化高等教育发展和农村高等教育建设给予了充分的关注，探讨了高等

教育通向农村和促进乡村振兴的必要性和必然性，提出了县域高等教育发展的思路，对研究农村高

等教育发展具有宝贵的借鉴意义。但整体而言，研究的前沿性略显不足：基于大众化背景下的研究

较多，基于普及化阶段的较少，基于促进乡村振兴的研究更少；研究视角存在明显的局限性：基于高

等教育通向农村的研究较多，基于高等教育办在农村或县域高等教育整体发展的研究较少；基于农

村成人教育、职业教育的研究较多，基于农村高等教育的研究很少。鉴于此，本文将立足于高等教育

普及化和乡村振兴的视角来解析农村高等教育发展的现实意义，构建其发展的理论逻辑，并对农村

高等教育发展提出针对性的建议。

二、我国农村高等教育发展的理论逻辑

发展农村高等教育的历史文化厚重、理论基础厚实，源于耕读文化的意蕴本源、学习型社会的理

想愿景、高等教育外部关系规律的应然反映、高等教育均衡发展的价值追求是农村高等教育发展的

理论逻辑，具体分析框架如图1。
1.文化逻辑：基于耕读文化的意蕴本源

耕读文化是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上的一种

文明形态，内涵丰富，源远流长。其蕴含的农村

教育的历史地位和农业社会士人安身立命的价

值取向是发展农村高等教育的文化逻辑。

（1）耕读文化不仅展现了作为民众安生之

源“农耕”的生产方式，而且蕴含着作为传统士

人立命之本“读书”的地域空间。在传统农业社

会，农村是知识分子的培养基地，农村私塾是广

泛存在的。传统中国士人以耕读为标榜，读书

于乡间，散发着泥土气息的乡野是读书人安身

立命之所[21]。正如舒新城先生所说，中国数千年

以农立国，所以旧日教育上的一切组织，也跟着

社会经济的情形而农村化，从前的书院和私塾便是很明显的例子[22]。可见，传统士人“读书”的地域空

间在农村，农村学校教育在历史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当下主张发展农村高等教育，可以说是农村

教育层次的螺旋式上升，是基于学校教育文明的回归再造。

（2）耕读文化是一种亦耕亦读、体力劳动与读书求知相结合的生活模式[23]，展现的是我国传统农

业社会士人耕读结合的学习生活形态。古代中国，从统治者到士人都对“耕”和“读”表现出相当的崇

拜和礼遇，或耕或读，耕与读、士与农之间气脉相通，浑然不相隔。他们农忙时耕田种地，农闲时浏览

书籍，又或晴耕雨读，通过时而读书，时而工作，或边工作边读书来实现他们人生的价值。今天我们

立志于发展农村高等教育，为生活和工作在农村的非传统学生提供学习机会，让他们通过工学交替、

时学时辍的方式来接受高等教育，可以认为是半耕半读的发展版，是新时代耕读文明的再现。

（3）耕读文化展现的是文人的一种理想情怀，是儒家“退则独善其身”和道家“复归返自然”的人

格精神的体现，表达了淡泊自如，回归田园之意[24]。古代中国士人耕读而入仕途，由仕途告老还田，躬

图 1 农村高等教育发展的理论逻辑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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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于乡野。即便是登堂入科，也要最终落叶归根、魂归故里[22]。古代士人视其为一种合理的生活理

想，展示了回归田园的价值取向。这种耕读生活在当下有着重要的意义，随着逆城镇化时代的到来，

一批城市离退休人员告老还乡投资兴业、参与乡村治理、学习充电、养老消遣的兴起，可以认为是农

耕文化的回归。发展农村高等教育有利于农耕文化在新时代的发扬光大。

“亦耕亦读”，耕读结合，可谓为中华文化精髓，具有重大历史价值。我国作为农业大国，继承发

扬耕读文化，在广大农村发展农村高等教育，传承“亦耕亦读”文化，将有益于提升全民族文化素质，

推动乡村振兴，促进社会发展进步。

2.社会逻辑：基于学习型社会的理想愿景

实现“人人可学、样样可学、时时可学、处处可学”是学习型社会的理想愿景，也是农村高等教育

发展的社会逻辑。

（1）从教育主体方面来看，学习型社会高等教育发展的目标是“人人可学”。在学习型社会，所有

人都是教育对象，同时也都是学习的主体。正如Hutchins所说的那样：所有的人都应该受到充分的教

育，实现自身潜能的充分生长。所有的人不是指个别人，也不是指部分人，也不等于多数人，所有的

人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所有命中注定生而为人的人[25]。很显然，这里的所有人是包括生活、工作在

农村地区的居民。人们对未来高等教育的憧憬，也包括农村居民的需求。

（2）从教育内容来看，学习型社会高等教育发展的愿景是“样样可学”。Hutchins认为，每一个人

都应该受到全面的教育，人不能只是在一个方面或一些方面获得发展，在多个方面获得发展的说法

也不够准确，人应该在所有能够促进人自身更加完美的方面均获得发展[25]。只有样样可学，才能实现

全面的教育。而样样可学作为一种学习权利，不能只是城市人口的特权，也是所有人的权利，是包括

农村地区居民在内所有人的权利。

（3）从学习时间来看，学习型社会高等教育发展的愿景是“时时可学”。英国学者 Jarvis认为：学

习型社会应为社会成员提供在一生中的任何时间、充分的学习机会[26]。只有为全体国民提供“时时可

学”的机会，才能满足学习型社会国民的要求。不仅要满足适龄学生学习的需要，还要满足非传统学

生在人生的每个阶段都可学习。对于工作生活在农村地区居民来讲，提供时时可学的机会可能更为

必要，农村居民由于生计所迫或农作季节等因素的限制，他们的学习时间具有局限性和选择性。显

然，时时可学，不能只针对城市人口，应在全社会提供时时可学的教育资源，包括农村地区。

（4）从学习空间来看，学习型社会高等教育发展的愿景是“处处可学”。学习型社会的学习是无

所不在的，学习发生在人类生活的所有空间，学习场所不限城市，处处可学的愿景对于农村和农民来

讲可能更为憧憬和需要。同时，随着学习型社会的到来，会出现相应的学习型组织，其中学习型社区

是一个重要组织，这里的社区同样包括了农村社区。

总之，学习型社会这四个方面的愿景和目标的实现不能把农村排除在外，要真正做到人人可学、

样样可学、时时可学、处处可学，让工作生活在农村地区的人员亦可随时接受所需的高等教育，所以

发展农村高等教育是建设学习型社会之必需。

3.教育逻辑：基于高等教育外部规律的必然反映

教育必须与社会发展相适应是教育的外部关系规律，这是发展农村高等教育的教育逻辑。潘懋

元先生提出的“通向农村”的内涵与“办在农村”的内涵虽不尽相同，但其理论逻辑是相通的，他认为

农村高等教育的起点是建立在科学理论之上的，即要遵循高等教育的外部关系规律。他强调，教育

的首要基本定律是教育的外部关系规律，即教育同社会的关系规律。他认为，教育必须与社会发展

相适应，即教育要受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所制约并对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作用[27]。今天我们

主张发展农村高等教育是教育外部关系规律的反映，即高等教育必须与当今农村社会整体发展相适

应，必须发展在农村、为了农村的高等教育，促进农村的发展。

当下，党中央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把乡村振兴作为决胜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

历史任务，并将优先发展农村教育事业作为乡村振兴的主要举措之一。作为国家上层建筑的重要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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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部分，高等教育肩负着推进国家富强和社会发展的使命[28]，理应与国家发展战略相协调，主动对接

乡村振兴发展战略，为农业现代化提供智力和科技支撑。这是高等教育适应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价

值取向。特别是在向现代大农业和乡村新型产业发展进程中，农村需要大量的科技人才和知识型农

民等高素质的劳动力，而实现人才通向农村又有许多体制机制方面的障碍，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农

村人口接受高等教育的问题，必将成为我国全面实现现代化目标的制约因素。

可见，发展农村高等教育，是高等教育外部关系规律之使然。通过发展为了农村、基于农村的高

等教育，让广大农村居民接受高等教育，并通过价值观教育和体验式教育，引导他们扎根基层，为乡

村振兴和农业现代化服务。

4.公平逻辑：基于高等教育城乡均衡发展的价值追求

当下，人民日益增长的对公平、优质高等教育的需求与其发展不均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是新时

代我国高等教育领域的主要矛盾。如何促进高等教育均衡、充分发展，回应人民对优质、公平高等教

育的期待，是未来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时代新命题[29]。

教育的均衡发展，实质上是一个教育公平问题。而教育公平是教育事业发展的永恒主题[30]。从

普及化高等教育特征转变趋势来看，接受高等教育是每一个公民的权力，只要他们有接受高等教育

的意愿和能力。从机会均等意义上说，在入学机会面前应该是平等的[31]。欧美以及日本等一些国家

二战后受“社会公平”理念的影响，大力主张高等教育“机会均等”，1948年联合国在《人权宣言》明确

提出“人人都有接受教育之权……人人有均等之入学可能”。正是在这种全球性的“社会公平”和“机

会均等”的理念指引下，推动了一些发达国家、甚至部分发展中国家的高等教育迈入了普及化阶段。

在我国，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和入学率的提高，城市学生与农村学生在机会均等方面虽然

有所改善，但总体来讲，并没有实质性改变。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教育城乡均衡发展不够，学校

区域布局不均衡是一个重要原因。当下，我国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和规模扩张仍然是集中于城市、

服务于城市，县域高等教育成为高等教育的盲区[32]。由于农村地区高等学校少，农村适龄青年受大中

城市学校高学费的困扰和非传统生源受学习空间距离的限制，农村地区居民与城市居民接受高等教

育机会不均等在所难免。只有大力发展农村高等教育，实现高等教育在城乡的均衡发展，才能有效

地促进教育公平。

可见，发展农村高等教育是高等教育均衡发展的应然布局，是实现教育公平和城乡居民机会均

等的价值追求。

三、农村高等教育发展的价值意蕴

农村高等教育发展是普及高等教育、推进学习型社会进程、助力乡村振兴、支撑城镇化建设的强

烈呼唤，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1.加快普及化进程——满足农村青年普遍“要上大学”的现实需求

普及化进程是时间与高等教育发展水平的函数。据有关学者预测，在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毛

入学率将进一步攀升，未来 10年我国高等教育在学人数总规模要增长 1300多万人[1]。高等教育规模

的稳定增长，必须进一步扩大受众人群，这为广大农村青年接受高等教育增加了机会。第七次全国

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 90199万人，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 50979万人[33]。其中居住

在城镇的人口中包括了数量庞大的县域城镇人口，有学者测算，全国所有县和自治县承载了 40%的

城镇人口，实际县域居住总人口达 9亿多[34]，农村高等教育适龄人口的基数是相当大的，他们是普及

高等教育的重要生源，也是未来农业现代化建设的主力后备军。同时，随着普及化阶段高等教育观

念、入学和选拔制度特征的转变，必将进一步激发民众接受高等教育的愿望，特别是农村青年。

客观上讲，目前农村适龄青年入学率偏低，农村学生没有考上大学的比例为 75.5%，而城市学生

没有考上大学的比例为 28.4%[35]，如果不大幅度提高农村青年上学的比例和规模，高等教育普及化也

很难实现。然而在农村这一群体中，部分农村青年有条件、有机会进入办在大中城市的高校接受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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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教育，但他们中的不少人，由于主客观方面的种种原因，可能会放弃上学或难于上学。解决这一矛

盾的出路在哪里？发展农村高等教育是一条重要的途径。发展农村高等教育是各类高校或高等教

育机构办学地点在农村，这样，办学成本降下来了，办学地点离农民更近了，农村青年可以就近上学，

可实现农家子弟在家门口上大学的愿景。

同时，发展农村高等教育必然是立足农村办学，这与办在大中城市的高校强调面向农村办学是

不同的，其办学重心更低，办学环境倒逼这类高校结合乡村经济和社会发展需求设置专业，安排适宜

的课程和教学内容，这些专业和课程更能吸引农村青年上学；其功能更多样，不仅提供学历教育，更

方便提供非学历教育，满足青年对各类证书培训的需要。

因此，可以说，高等教育普及化呼唤着发展农村高等教育，发展农村高等教育是普及高等教育的

必然要求。高等教育在农村生根落脚，有利于满足农村青年普遍“要上大学”的需求。

2.促进学习型社会发展——实现农村居民“样样可学、人人可学、时时可学、处处可学”的梦想

追求

欧美高等教育发展经验表明，普及化阶段，特别是学习型发展进程中，非传统的学生增长较快，

他们多次、反复踏入高等学校接受高等教育。在我国农村，除了有庞大的高等教育适龄青年外，还有

众多的非传统的生源，他们也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梦想追求。

一是农村地区尚有庞大的土生土长的非传统的高等教育生源。在我国 9亿多居住县域的人口

中，23岁以上劳动、工作、生活在县域的人口数量庞大。他们是土生土长的、非传统的高等教育生源，

是学习型社会潜在的受教育主体。然而这些非传统的生源一般来讲，都有工作需要兼顾；都上有老、

下有小，需要照顾。如果他们远去大中城市接受高等教育，这些老小无人照顾，还要停下手中的工

作。大力发展农村高等教育，把高等教育机构办在他们的家门口，他们可像大中城市居民一样，通过

“时时可学、处处可学”的机制获得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实现继续教育的愿望，从而促进学习型社会

建设。

二是因工作需要居住在农村地区的人员增长。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沿海和发达地区的一

批产业向县域城镇转移，将会带来县域产业、就业的增加，必然需要本土高等教育为他们提供专业技

术人才。同时，随产业转移而来到县域城镇还有一批白领人员，加上过去外出打工的农村劳动力可

以做到离土不离乡进入县域企业打工，工作生活在县域人口必然增长，仅 2020年入乡返乡创业创新

人员达到 1010万人，比上年增加 160万人，增长 19%[36]，他们将成为高等教育的需求者。此外，国家

鼓励社会各界投身乡村建设，支持企业家、公务员、专业技术人员等，通过下乡任职、投资项目等方式

服务乡村振兴事业[3]。这样一来，生活工作在农村的人员不仅数量会增长，而且类型更加丰富，文化

水平将会显著提升，他们期盼着农村高等教育的发展和学习型社会的建设。近年来活跃在中国乡村

大地上的各类新型职业如“新农人”“农创客”“乡创客”“青创农场”“农村青年电商”“乡村振兴职业经

理人”，也都预示着新的人才素质与人才结构的变化。可以说，乡村振兴正在召唤一种全新的乡村教

育形态的来临[37]。

三是城市离退休人员告老还乡投资兴业、参与乡村治理、学习充电、养老消遣的兴起。目前，我

国每年有数百万城市人员退休，他们中有不少是从农村走出来的，既视野开阔，知识广博，人脉广泛，

还有资金和技术，特别是有回归田园的乡愁和反哺家乡的情怀，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事实上，确

有不少城市离退休人员或全日制或部分日制生活和工作在农村了，随着时代的发展，城市离退休后

告老还乡人员会越来越多，生活在农村的时间会越来越长。他们在参与乡村建设和治理、为乡村振

兴发挥余热的同时，需要消遣和充电，存在接受高等教育的需要。这些城市离退休人员返乡，对农村

高等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

可见，随着县域经济社会的发展、农村人口结构的变化和数量的增长，农村居民需要接受高等教

育或希望充电，更新知识，拓展能力。同时，他们中不少人需要工学交替、时学时辍的断续学习和随

地学习、就近学习，发展农村高等教育有利于工作生活在农村的居民实现“样样可学，人人可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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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时可学、随地可学”梦想追求。

3.助力乡村振兴——打造新型职业农民和农村专业人才的“本土大军”

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制定

了《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明确了乡村振兴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基本原则，描绘了乡

村振兴的蓝图。《意见》提出，全面建立职业农民制度，实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加强农村专业人

才队伍建设，扶持培养一批乡村工匠、农业职业经理人等，为乡村振兴提供人才支撑，造就更多乡土

人才[3]。这里明确了高等教育的任务。

完成这一历史使命，实现乡村振兴目标，就要大力发展农村高等教育，让这些高等教育机构办在

农村、办在农民家门口才更为有利、更为有效，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一方面可方便他们学习。通

过发展农村高等教育，及时地、精准地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建立灵活学制和学习形态，让那些生活在

农村的居民离土不离乡就能接受高等农业职业教育，以培训新型职业农民。另一方面让他们学到自

己想学的东西。通过发展农村高等教育，根据农村、农民需要，灵活设置专业（方向）和课程体系，让

他们学到自己想要的知识和技能，为乡村培养更多的人才。我国第一所县办全日制大学沙洲工学

院,根据本县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设置专业，因地制宜开设课程，走出了一条立足农村办学的

新路子，为农村高等教育的发展做出了示范。

此外，乡村振兴要发挥科技支撑及科技成果转化作用。教育部强调，高校立足于服务“三农”，构

建高校服务乡村振兴的科技创新体系[38]。在为乡村输送人才知识的同时，助力成果推广转化示范，助

推乡村振兴。发展农村高等教育，有利于本土高校针对性地开展科技攻关，推出本土需要的科学成

果，满足当地的需要。同时，有本土高校的科研人员手把手、近距离地指导农民运用技术，科技推广

的成效更为显著，与远程指导和蜻蜓点水式服务相比其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

总之，发展农村高等教育不仅可以培养大量职业农民大学生，而且可以培养大量农村需要的留

得住、用得上的乡土人才，还可以促进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和推广，有利于促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4.支撑城镇化发展——促进县域城镇化与农村高等教育的同步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建设成绩斐然，城镇化水平不断攀升，其中县域城镇化正如火如荼地

向纵深发展。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正在谢幕，集约式的大规模农业正在到来。乡村正在进行逐

步的城镇化，深山区村民往中心村迁移，中心村村民往城镇迁移，小城镇村民往县城迁移。同时，小

村合并成大村，大村集中为小城镇，人口向小城镇集中，出现了一些村级市、镇级市、省管镇等城镇化

建设样式。县域城镇化成为我国城镇化的重要组成，逐渐成为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基石。目前，

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战略耦合已经成为国家顶层设计的方针[39]，而教育与新型城镇化战略具有

内在逻辑的关联性。

从历史来看，高等教育的发展与城镇化总是相伴而行的，城镇为大学提供了衣食之源和各种基

础设施，为大学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和空间，也为大学毕业生提供了相应的就业岗位；而

大学则满足了城镇人口接受高等教育的愿望，为所在城镇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人才、科技、文化等

方面的支撑[40]。

进入知识经济时代，高等学校直接融入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建设，在城市的发展和建设中承担

着更加重要的角色。因此，“从战略高度出发，优化高等教育结构和体系，为具备条件的县域城镇建

立相应的高等教育体系，通过人才培养、项目支撑、成果转化与县域经济社会的有机融合，加速县域

整体创新创业氛围的培育，提升县域知识经济驱动水平，将成为深入推动县域城镇化建设的重要力

量”[17]。为此，《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提出：要引导高等学校和职业院校在中小城市

的合理布局[41]。

从内在逻辑的关联性来看，发展农村高等教育既是城镇化的动力，也是城镇化的目的。从城镇

化的动力来看，发展农村高等教育将有利于改变县域高级专门人才进少出多、流失严重局面。一方

面可以“拦截”和吸引部分农村适龄青年和非传统的生源就近上大学，毕业后留在农村，成为推进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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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现代化的乡土人才；另一方面可以“让教育抽水机”[42]将集聚于大中城市的教师反流，将过去工作生

活在大中城市的科技人才虹吸、抽移至县域城镇有效反哺乡村，为城镇发展和县域经济的腾飞增添

人才和科技支撑，为县域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强劲的动力。从城镇化的目的来看，发展农村高等教

育，有利于提升城镇化水平。随着高等教育的到来，倒逼县域城镇水电路等基础设施上层次，学校、

医院、银行、邮电等服务业务全覆盖、房地产开发与商务中心建设提速度。同时，随着县域高等教育

机构的设立，科技人才的增长，城镇文化教育科技品位得到提升，有助于县域城镇吸引和承接从沿海

和大中城市转移过来的产业，增加县域城镇就业机会，促进了县域城镇的人口大幅增长，增强了县域

经济的实力。其结果是，一方面办在农村的高等教育机构有了办学基本条件和大量有效生源；另一

方面提升了城镇化水平，有利于实现城镇化的目标。

可见，发展农村高等教育将会有力地促进城镇化的发展，城镇化发展又将吸收更多高等教育资

源投放农村，可实现城镇化与高等教育同步发展、相互支撑的良性循环。

四、我国农村高等教育发展实践方略

1.政府：科学规划布局，创建农村高等教育体系

国家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的建设、高等教育布局的优化为农村高等教育发展提供机遇。政府和

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应不失时机，科学规划布局，创建农村高等教育体系。

（1）明晰发展战略，科学规划布局。政府应准确预测高等教育发展趋势，研判乡村振兴对高等教

育的需求，明晰农村高等教育发展战略。当下各级政府和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要认真落实中央关于

“为乡村振兴提供人才支撑，造就更多乡土人才，要使更多农村新增劳动力接受高等教育”“加快发展

面向每个人、适合每个人、更加开放灵活的教育体系”和“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要求，在推动形成

同中西部开发开放格局相匹配的高等教育体系的同时，把高等教育延伸下移至农村地区作为发展战

略之一。在此基础上，以实现乡村振兴为目标，以促进普及高等教育健康发展和学习型社会教育体

系建设为宗旨，科学布局规划农村高等教育，推动农村高等教育发展。

（2）强化政策引导，促进多元共建。实现农村高等教育发展，政府必须强化政策引导，在简政放

权、投资办学、学籍管理、教学质量等方面应出台一系列政策，促进多方参与共建，本着政府办学与社

会办学多元投入、相得益彰原则，引导地方政府在财政投入、土地划拨等方面支持农村高等教育发

展；支持有志投身高等教育事业的企业财团、社会组织投资举办农村高等教育。

为此，政府要鼓励办在大中城市的高等学校机构“延伸农村”办学，在农村地区举办分校（分院）、

设置成人教育和自学考试点或与县政府共建共办农村高等教育；还要大力支持有条件的农村地区，

通过独立设置高职学院、社区学院、老年大学、夜大学等“生于农村”的本土高等教育机构办学，为农

村地区居民提供高等教育，在农村建设类型、层次、功能等多样化的服务乡村振兴和终身学习型的高

等教育体系。从策略来看，应本着“延伸农村”与“长于农村”因地制宜、循序渐进原则，先发展“延伸

农村”的高等教育机构，后发展“生于农村”的高等教育机构；从地域来看，先沿海，后内地；从农村地

区内部区域来看，先县城，后乡镇；从教育层次来看，先办社区学院，后办高职等。

（3）办学权下移，大力发展县域高等教育。地方政府要充分认识县域高等教育是推动乡村振兴、

社会发展进程中不可替代的作用，确立县域高等教育与县域经济社会文化互动发展理念，提高对县

域高等教育在国家高等教育体系中地位和作用的认识，特别要将县域高等教育体系视为促进乡村振

兴和推动高等教育大众化与建设学习型社会、构建终身教育体系的重要依托；出台促进县域高等教

育发展的政策，创建农村高等教育体系，促进高等教育资源向农村基层延伸。

为此，政府应将办学权下移，在坚持省级政府对地方高等教育的设置权和统筹权前提下，扩大市

县政府高等教育的办学权和管理权，授予县级政府举办或审批高职学院和社区学院的权限，大力发

展县域高等职业教育。特别是加强农村职业院校基础能力建设，优先支持高水平中等院校开展高等

职业教育，鼓励退役军人、下岗职工、农民工、高素质农民、留守妇女等报考高职院校，可适当降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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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素质测试录取分数线[40]或免试入学。

2.高校：立足办在农村，创新农村高等教育模式

地方高校和各种类型的教育机构是农村高等教育发展的主力军，需要他们勇于应对和主动参

加，积极延伸农村办学，创新农村高等教育模式。

（1）科学研判趋势，勇于担当作为。无论是“延伸农村”、还是“生于农村”的高等教育机构，都要

科学研判高等教育发展趋势，勇于担当重任，扎根农村办学。特别是办在大中城市的地方高校要加

强对普及化发展的目标、内涵、特征、方位进行战略研判，科学研判我国普及化阶段国民从高等教育

的权利观向义务观转变、高等教育入学从选拔向开放自主入学转变以及普及化内涵由入学增长向学

习型社会发展转变等趋势，找到自己的发展方向和参与农村高等教育的切入点，积极参与县域高等

教育建设，在促进农村高等教育发展中发挥排头兵作用。

（2）明确办学定位，着眼农村农民。办在农村的各级各类高等教育机构，都要准确把握办学定

位，坚持把乡村人力资本开发放在首要位置，大力培养本土人才，服务乡村振兴战略。为此，各级各

类高等教育机构，要深入实施现代农民培育计划，着力培养高素质农民队伍，提高新时代农民素养；

突出抓好家庭农场经营者、农民合作社带头人、农村创业创新带头人、农村电商人才、乡村工匠和农

业农村科技人才的培育，培养造就一批能够引领一方、带动一片的农村实用人才带头人。还要注重

发挥好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在培养乡村治理人才和公共服务人才中的作用，分类分级开展“三

农”干部培训，将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的教育资源延伸覆盖至村和社区[43]。

同时，农村高等教育机构还要注重承担学习型社会高等教育功能，体现服务农村居民，满足他们

适应竞争力提升的技能更新需要和消遣充实的精神需要的办学定位，实现农村地区“人人可学、样样

可学、时时可学、处处可学”的高等教育功能。

（3）适应多样化需要，创新高等教育模式。本着提升适应能力与提升生活品质因人而异、因时而

择原则，农村高等教育除了进行学历教育，培养专业技术人才，为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培养所需的专

业人才外，还要基于职场要求，着眼大多数人对迅速变化的社会的适应能力来更新知识。同时还要

为一批在农村生活的中老年居民休闲消遣和精神追求提供高等教育。实行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

相结合，让农村居民自由选择、各取所需。

为此，农村高等教育机构要创新教育管理模式，适应农村居民弹性学制、农学交替、工学交替、时

学时辍的断续性学习形态的需要。同时，根据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灵活多样设置课程和教

学内容，探索建立农民学分银行，满足他们个性化、多样化学习目标的需要。还可通过现代信息技

术，拉近学校和学生的物理空间，促进学生和老师的及时学习交流。

3.社会：积极参与办学，创造农村高等教育条件

高等教育是一项全社会的事业，促进农村高等教育发展离不开社会的支持与配合，因此社会各

界要积极参与办学，创造农村高等教育物资条件与环境氛围。

（1）社会力量投资办学。发展高等教育事业是政府的责任，但社会各界也有义务。社会各界应

敢于担当，积极投身高等教育事业；民间资本义不容辞，应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投入到民办高校的建

设之中，推动农村高等教育发展，为乡村振兴和普及高等教育及学习型社会建设做出贡献。目前，县

域高职和社区学院的发展是一个短板，高等教育通向县域还显得力量不足。社会力量在这方面将大

有作为[44]。

（2）社会舆论鼓励办学。各级各类社会组织要加强社会舆论的引导，要通过广播、电视、网络、报

纸等各种现代媒体，传播终生学习的思想、观念、理论、制度和方法。营造能力素质胜过学历文凭的

舆论环境，引导人们转变观念，树立终身教育理念，形成全社会崇尚学习的风尚，打造农村高等教育

体系。

（3）社会组织参与办学。除高等学校和高等教育机构外，各级政府与各类企事业单位、民间社团

在自身建成学习型组织过程中，积极深入农村地区，面向农村居民开展教育培训和科技推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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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县、乡和村三级行政组织、办在乡镇的各类企业、各种农民合作社在努力成为学习型社会组织

的同时，要成为发展农村高等教育的载体，为建成农村高等教育体系起到连接高等教育机构的纽带

和平台作用。

4.民众：融入学习型社会，树立终身教育理念

农村居民要积极适应普及高等教育一系列特征转变，重点是要解放思想枷锁，转变学习观念，树

立终身教育理念，积极投身学习型社会。

首先，应更新求学观念，调整入学动机。农村居民要从过去一味为学历而学，向为提升自身能力

素质、掌握真才实学而学转变。对于中青年人而言，为了保持或提升自己在工作岗位和就业市场中

的竞争地位，没有文凭也要接受高等教育。同时，还要鼓励少数年长者或闲暇人员为了充实自己的

业余生活而接受高等教育。

其次，应突破传统思维，创新入学形态。农村居民还要解放思想，突破传统思维，选择就近入学，

破除“一根筋”式的城市上大学的观念，充分认识就近上大学的便利与优势；同时，完全根据自己的实

际情况和需要，选择学习的课程、学习的形式和就学形态。

最后，应适应时代发展，创立终身教育理念。树立终生学习的观念是时代的呼唤。为此，民众，

包括生活、工作在农村的居民也要与时俱进，深刻认识到人的存在是一个无止境的完善过程和学习

过程，必须不断地学习那些自然和本能没有赋予的生存技术；务必看到在充满竞争的社会中只有不

断地学习才能在竞争中获得优胜，丰富多彩的生活只有不断地学习才能变得更加充实和有意义；还

要看到传统的一次性的学校教育制度将不可避免地被终身教育制度所代替的发展趋势。从而形成

终身学习的理念，融入学习型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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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heoretical Logic and Practical Strategy for the Popularization
of Rural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Contex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LIU Zaizhou，ZHANG Chunzhen

Abstract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ational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literally requires higher
education is extended to rural areas and provide necessary intellectual support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pulariz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and in pursuit of the
theoretical logic of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higher education，this paper argues that developing universal
higher education in rural areas follows logic of culture，society，education and fairness.It will help acceler⁃
ate the process of popularization，build a learning society，boost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support urbaniza⁃
tion development.Accordingly，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practical strategies of promoting the develop⁃
ment of rural higher education from four aspects，namely：the government scientific planning in establish⁃
ing the rural higher education system；th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expansion of rural education and inno⁃
vation of rural higher education models；the society’s active participation in running schools to create con⁃
ditions for rural higher education；the public integration into the learning society and acceptance of life⁃
long education.

Key words popular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rural revitalization；rural higher education；rural
and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lifelong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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