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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暋要暋“三农暠问题解决的关键在于加速推进地方高等教育改革和社会建设,培育出有文化、懂技术、会经

营、善管理的新型农民。分析了当前中心城市高校实施新型农民教育培训面临的问题:教育培训对象的“两高一

低暠状况;失地农民面临经济、就业双重压力;失地农民聚集地社会问题增多;对失地农民教育培训有效性缺失。

认为培育新型农民对于破解难题意义重大,并提出了进一步明确中心城市高校办学定位,科学设置新型农民培

养模式,构建社会多样化人才标准,探索农科教结合新途径,建立城市支持农村长效机制,推进国有土地管理法

制化,创新社会人力资源评价管理机制等有效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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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目前,我国社会经济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

失地农民流向城镇的数量骤增,其素质却不能适应

城镇化以及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需要。我国工业

化、城市化、农业现代化,不仅是物质现代化的过程,
也是不断提高产品科技含量和农民不断适应社会变

革需要的过程。中心城市高校是对失地农民实施培

训教育的主体之一,如何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加强教

育培训的针对性,大力提高失地农民的科学文化素

质,成为当前推进城乡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亟待破

解的重要课题。

暋暋一、中心城市发展凸显失地农民问题

所谓失地农民,是指那些因城镇建设、经济发

展、公益性事业等被依法征用土地后,由于土地所有

权改变而不再以土地作为基本生活保障的社会群

体。当今社会,城市在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经济

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心城市一般是指在

经济上有着重要地位、在政治和文化生活中起着关

键作用的城市。中心城市本科高校地处我国中心城

市乃至特大中心城市,是省市共建、市管为主,直接

为所在城市服务的地方性大学。
近10年来,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快,我

国中心城市及其他地级市、城镇周边被征用土地

面积增长快速。对中部某省的调查显示,1999-
2007年该省被征用土地面积达几十万公顷以上。
随着土地的不断征用,失地农民队伍不断壮大,尤
其是中心城市近郊区和各经济技术开发区被征地

的农民数量大、比重高,日益成为中心城市周边乃

至社会不稳定因素。该省正处于经济快速发展和

社会转型期,未来征用土地仍将呈现大幅上升趋

势。中心城市本科高校多位于中心城市的经济技

术开发区,实施以培养新型农民为目标的各种教

育培训是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在工作实际中却

发现失地农民问题涉及诸多层面,具体归纳为以

下4个方面。

1.教育培训对象的“两高一低暠状况

失地农民所占比重过高,年龄偏高,文化水平偏

低。据对该省三市五县调查,10年间被征地农民已

达42.25万人。其中,年龄在45岁以上约占45%;
文化水平在初中以下的约占40%。农民工本是我

国各个劳动力群体中最具年龄优势和劳动能力的群

体,但由于失地农民年龄偏高,文化水平低,他们比

一般农民工更难适应工业、商业就业岗位要求,而学

习文化和实用技能技术也很困难。

2.失地农民面临经济、就业双重压力

农民失去土地这一重要的生产资料,意味着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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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对他们所具有的生产等功能将失去效用,他们失

去的不仅仅是土地,还包括依附在土地上的一切权

益,而征地补偿金多则每667m2 几万元,大部分为

每667m2 几千元,地方政府为完成招商任务,有的

将土地以最低价格出让给投资者,甚至出现土地出

让“零价格暠现象。绝大多数农民,失地后面临经济、
就业双重压力,也缺乏接受良好教育的经济条件。

3.失地农民聚集地社会问题增多

传统农民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日出而作、日落

而息的生存方式,使农民一方面形成了勤劳、朴实、
善良、忍辱负重的特性,另一方面也产生了逆来顺

受、保守与短视、拒绝冒险、散漫、缺乏组织性等问

题,这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

格格不入,加之失地农民群体长期游离于城市政治

生活之外,利益诉求难以在城市公共政策的制定中

得到充分反映,文化需求长期处于一种饥渴状态,引
发了不少社会矛盾和纠纷,甚至中心城市本科高校

周边失地农民聚集地,往往成为社会犯罪多发之地,
城市贫民窟成为巨大的“社会疤痕暠[1],严重影响了

社会治安和政治稳定。

4.失地农民教育培训有效性缺失

失地农民基本没有接受过职业培训,即便接受

了培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走形式的问题。中心城

市本科高校作为应用型大学,其办学宗旨应是面向

行业和社会、以就业为导向,培养包括农业在内社会

各行各业需要的应用型人才。但由于这类高校目前

还没有很好地实现由学术型本科向应用型大学的转

型,教育形式、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模式等方面都不

能很好地适应失地农民教育培训的需要。
人力资本是凝结在行为主体身上的知识和技

能。教育、培训和迁移是形成人力资本的主要渠道,
其中教育又被认为是人力资本理论“内核暠中的“内
核暠[2]。美国、澳大利亚农业发达,主要得益于实行

了以州立大学为中心的研究—教育—推广“三位一

体暠的体制,通过发展农业教育提高劳动者素质,使
农场主基本达到大学文化程度,造就了世界一流的

新型农民。国际经验表明,一个国家高等教育体系

应与其社会体系相适应,即便是城市化水平很高且

经济发达的世界强国,也重视农村高等教育,并将其

作为维护城乡居民教育权利、实现教育公平的手段

和目标,把帮助农民致富作为衡量科研、培训的标

尺,发达国家的经验值得借鉴和学习。

暋暋二、培育新型农民是解决失地农民
问题的必经之路

暋暋我国由于人口众多、资源有限而造成的劳动力

绝对过剩,决定了我国农村劳动力向城镇和非农产

业转移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任务[3]。新时期加强

新型农民培育的重大意义在于4个方面。

1.根本性解决农业、农村问题的迫切要求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关系我国现代化建设全

局,“三农暠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解决农业、农村

问题的关键在于引导农民提升素质,走向市场。因

为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来看,无论城乡基础

设施建设、产业发展,还是社会事业发展、精神文明

建设;无论是立足当前,还是着眼长远,都需要更多

的智力支持和人才保障,都需要千方百计提高农民

素质,把农民培养成为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善管

理的新型农民。尤其进入信息化和知识经济时代,
更要求进一步引导农民提高思想和科学文化素质,
提高获取、吸收各种知识和信息的能力,提高转岗的

专业技能和产业生产的实用技术。大力培育新型农

民,是城乡可持续发展、将人口压力转化为人力资源

优势的重要途径,是从根本上解决“三农暠问题的关

键所在。

2.加速推进我国城镇化的客观需要

城市化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大趋势,是衡量一个

国家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目前我国城镇化水平

为47.5%,与小康社会要求差距大,低于世界平均

水平[4]。城镇化与工业化之间是一种相互联系、相
互促进的关系,工业化是城镇化的加速器,但我国工

业化水平不高。人力资本理论认为,迁移行为是能

够提高一个人人力资本的活动。城镇化的过程就是

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从生产率较低的传统农业向生产

率较高的现代非农产业转移的过程,是生产方式转

变、人口素质提高的过程。由于我国农民素质低下,
且所占比例过大,制约了我国城镇化进程和农业人

口的控制、转移。大力推进城镇化进程,必须努力培

育新型农民,从而使农民改变传统落后的观念,溶于

工业化、城镇化的生活,因而培养新型农民对于推进

我国城镇化尤为重要。

3.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前提条件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13.39亿总人口中农民

占1/2以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根本性标志是开

始跨入上中等收入国家,但目前我国人均国民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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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在世界100位左右徘徊,早在2005年由中国社会

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过数年跟踪得出的一项全国性

调查结果显示,如果把医疗、教育、失业保障等非货

币因素考虑进去,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世界最高。
最近人民日报发表“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与贫困

研究中心暠的调研数据证明:城乡收入差距还在进一

步扩大[5]。我国目前有2.25亿农村劳动力外出务

工,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3]。技能型人

才总量严重不足,且其中高级技能人才更为短缺,就
业结构性矛盾突出,成为制约扩大就业的一个主要

原因。大力培育新型农民,可以使更多的农民适应

城乡专业化、规模化和科技化生产要求,不仅能有效

提高既定的知识和技能储备在劳动力市场上获得的

价格,促使农民增收,而且能有效推进全面建设小康

社会的实现。

4.保持社会长治久安的根本措施

我国农民工分布在国民经济各个行业,是推动

我国中心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为城乡发

展注入了活力,为城市创造了财富。由于多数失地

农民不懂法律,缺乏正确引导行为的法律准则,加之

其在培训就业、子女上学、生活居住等方面存在诸多

困难,经济、政治、文化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他们有

的片面理解国家保护农民权益等政策规定,只讲个

人利益,主张绝对自由,阻扰基层政府依法行政,引
发了各种社会矛盾,影响社会政治稳定。只有快速

提升农民的文化素质,培育适应现代化建设需要的

新型农民,才能尽快缩小城乡差距,构建新型工农、
城乡关系,促进工农、城乡协调与融合发展,实现社

会政治稳定。因此,培育新型农民对于有效推进我

国城乡乃至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刻不容缓。

暋暋三、中心城市高校培育新型农民的
政策和体制建议

暋暋中心城市高校加强新型农民培育,要贯彻落实

科学发展观,把对失地农民教育培训作为统筹城乡

发展、加快新农村建设步伐的根本大计,采取有效措

施加以解决。

1.进一步明确学校办学和人才培育目标定位

中心城市高校要确立为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服

务的办学方针,明确应用型大学人才培养目标定位,
把服务城镇化、新农村建设纳入学校教育目标,使其

专业设置与城市周边及其他地区、乡镇的产业结构

保持较好的对应、符合关系。将培养经济社会发展

实际所需要的适用人才作为学校的追求目标,让失

地农民、进城农民工、农村广大适龄青年接受不同层

次的高等教育和培训,全面开发农业人力资源。

2.科学设置新型农民培养模式

所谓应用型人才泛指诸如园艺师、医师、工程师

等一切从事非学术研究性工作的实际操作者,他们

的使命是在一定的理论规范指导下,进行社会化的

操作运用,将新知识应用于实践。中心城市高校要

建立一个内容多样、管理灵活的新型农科教体系,加
强与企业联合、合作,改革人才培养模式,通过实施

对新型农民的应用教育,大力发展农村适用技术,更
好地实现学校由学术型本科高校向应用型大学的

转型。

3.构建社会人才规格需求多样化的人才质量

标准

由于失地农民与中心城市高校学生的素质有着

较大差异,中心城市高校在人才质量标准控制方面要

更加注重社会评价,健全应对社会人才规格需求多样

化的质量标准,实施“三教统筹暠,通过大力开展普通

教育、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针对农村劳动力转移教

育、农村实用技术培训,推进农业产业化、农村现代化

和城镇化协调发展,培养农民企业家和城乡科技开发

人才,同时解决好新型农民的知识更新问题。

4.探索农科教结合的新途径

要组织中心城市高校专业教师作为科技特派员

等进入城镇、乡村,制定和落实城镇、乡村发展规划,
加快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发展高效生态农业,促进农

业产业化进程。结合自身专业优势和入驻城镇、乡
村农民的实际,积极开展多层次、多渠道的科技培训

和科技推广,通过形式多样的农技服务、科普宣传,
有针对性地进行增强农民致富本领的先进适用技术

培训,形成农民增收致富的长效机制,促进农业产业

化经营,形成龙头企业、专业市场、合作经营组织、中
介组织、公司、专业农户等,有效服务城乡建设。

5.建立城市支持农村的长效机制

要争取各级政府对培育新型农民的政策支持,
加大失地农民培训的经费投入,从郊区、乡镇转让土

地受益中提取一定比例的基金,专门用于扶持农民

进行生产结构调整和转岗。新增农民出让土地转让

补贴,专门用于失地农民接受高等教育和转岗技能

培训等,同时实行对提供失地农民教育的教育补贴

政策,中心城市每年在财政收入中提取部分经费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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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作为失地农民的教育经费,在全社会树立公平

观[6],调动全社会力量提高农业劳动者素质。

6.推进国有土地管理法制化建设

要切实加强对农业、农村、农民的支持力度,大
力推进国有土地管理法制化,建立和完善土地流转

机制,协调城镇建设与农地占用冲突,对郊区、乡镇

转让土地经济补偿,严格按市场化运作,提高土地转

让补偿标准,合理安置失地农民,协调城镇建设与农

地占用冲突,防止地方政府通过征地剥削农民,提升

农民可持续发展能力。

7.创新社会人力资源评价及管理机制

实施农民工专业技术证书制度,畅通农民工向

社会专业人才转变的成长路径和使用通道,对已经

具有一定和较高技术水平的农民工,在技术职称方

面给予认定,纳入城市或农村专业技术人员管理。
不断实施专业继续教育,鼓励和促进失地农民通过

不断学习专业科技知识和技能,努力成为本领域、行
业或岗位的行家里手,为城乡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

做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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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toImplementNewFarmer暞sTrainingforLandless
FarmersbyUniversitiesinCentralCities

ZHANGLi灢ping
(InstituteofHigherEducation,JianghanUniversity,Wuhan,Hubei,430056)

Abstract暋Thekeytosolvingtheissuesconcerningagriculture,ruralareasandfarmersdependson
theaccelerationofthereforminhighereducationatprovincialandmunicipallevelandsocialconstruction
soastofosternewfarmerswhoareeducated,understandtechnologyandknowbusinessandmanage灢
ment.Thispaperanalyzestheexistingproblemsintheimplementationoftrainingnewfarmersbyuni灢
versitiesincentralcities:namely,thehighpercentageoflandlessfarmers,theirhighaverageageand
theirpooreducationalbackground;doublepressuresoffinanceandemploymentforlandlessfarmers;

moresocialproblemscausedbylandlessfarmersandtheabsenceintheeffectivenessoftraininglandless
farmers.Basedontheimportanceoftrainingnewfarmers,thispaperputsforwardseveralcountermeas灢
ures:furtherclarifyingeducationalorientationbycollegesanduniversitiesatprovincialandmunicipal
level;scientificallysettinguptrainingmodelfornewfarmersanddiversetalentcriteria;exploringthe
newwaystocombineagriculture,scienceandeducation;establishingthelong灢term mechanismforcities
tosupportcountryside;pushingforwardthelegalizationofstate灢ownedlandmanagementandinnovating
themanagementandevaluationofsocialhumanresources.

Keywords暋centralcities;landlessfarmers;educationalcultivation;reforminhighereducation;

newfarm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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