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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型农民胜任素质的实证研究*

———基于对荆州农民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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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暋要暋培育两型农民是两型农业建设的基础。从胜任素质角度分析农民素质,界定两型农民胜任素质内

涵,建立两型农民胜任素质模型,并据此运用文献分析法和专家咨询法确定反映两型农民胜任素质的指标体系。

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荆州区农民两型胜任素质与期望值差距较大,且深层素质与期望值相差更大,不同类别农民

两型胜任素质有显著差异。因而,需要针对性地加强培训,逐步提升农民两型农业胜任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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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中国共产党十七届三中全会将“到2020年,基
本形成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简称两型)农业生

产体系暠确立为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目标之一。而

作为农业生产主体的农民,其文化知识水平、农业生

产方式以及资源利用情况对两型农业发展具有直接

影响。如何提高我国广大农民的两型农业胜任素质

已成为我国加快农业生产方式转变、调整农业产业

结构、建设两型新农村的关键。因此,加强对促进两

型农业发展的关键素质研究,即对农民的两型农业

胜任素质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为此,本文拟通过

建立两型农民胜任素质模型和评价体系来对农民胜

任素质的现状进行调查和分析,找出影响两型农业

建设的农民素质方面的关键因素与深层原因,进而

有针对性地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使有限的财力、
物力、人力用于农民关键素质的培养,从而为两型农

业发展和新农村建设提供人力资源保证。

暋暋一、文献回顾

所谓胜任素质,是由美国心理学家Spenser首

次完整定义的,它是指和参照效标(优秀的绩效或合

格绩效)有因果关系的个体深层次特征[1]。这一概

念包括3个方面的含义:深层次特征、因果关系和效

标参考[2]。在胜任素质模型中最著名的当数胜任素

质的冰山模型与洋葱模型。冰山模型,将胜任素质

分为潜藏在水下的鉴别性素质以及暴露在水上的基

准性素质,前者分为内驱力、社会动机、个性品质、自
我形象、态度等,后者则包括知识、技能等[1];洋葱模

型,将冰山模型的7层素质结构内容演变为3层,最
内层为个性、动机,中间层是自我形象、社会角色,最
外层是知识与技能[3]。

对于农民素质的内涵,学者们有不同观点,比较

有代表性的一种是按照个体从事农业生产的基本条

件,将农民素质分为身体素质、教育素质、科技素质、
经营管理意识、现代意识等[4]。

2006年,国务院发布《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

纲要(2006—2010—2020年)》提出着力培养有文

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的要求。据此,滕明

雨等构建了新型农民科学素质测评指标体系[5]。随

后学术界纷纷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重点对新农民的内

涵进行了概括,一致界定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讲
文明为新农民的特征[6灢13]。

两型农业背景下,张黔珍认为两型农业对农民

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14]。霍生平研究指出,两型农

业要求农民加强生态素质培养,农民生态素质是指

农民合理有效地实施两型农业所需具备的两型农业

知识、两型农业意识和两型农业行为等方面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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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两型农业生产体系中农民素质应当包含的核心构

成因子[15]。他借鉴胜任素质模型构建了农民生态

素质模型,将农民生态素质的横向结构划分为3个

维度:两型农业知识、两型农业意识和两型农业行

为。在农民生态素质的层次结构中进一步将两型农

业知识划分为两型农业浅层和深层知识2个层次;
将两型农业意识划分为浅层次的资源环境心理和深

层次的资源环境思想;将两型农业行为划分为两型

农业浅层和深层行为[15]。
我国关于两型农业中农民素质的研究多以整体

素质为研究对象,少有学者分解整体素质并从中提

取影响两型农业发展的关键因子,并建立评价指标

体系,做定量分析。本文将综合和借鉴相关学者的

研究,在定性分析两型农民胜任素质的基础上,界定

两型农民胜任素质的内涵,建立两型农民胜任素质

模型,运用文献分析法和专家咨询法确定反映两型

农民胜任素质的各项指标及指标体系,并量化分析

两型农民胜任素质现状及其与期望值的差距,期望

对此问题作进一步深入探索。

暋暋二、模型构建与综合评价体系建立

1.两型农民胜任素质模型构建

胜任素质是和参照效标有因果关系的个体深层

次特征,由此两型农民胜任素质则应是与两型农业

成功发展有因果关系的素质。冰山模型将内驱力、
社会动机、态度等归结为潜藏在水下的鉴别性素质,
而知识、技能等则为暴露在水上的基准性素质;同样

洋葱模型最内层也是动机,最外层也为知识与技

能[1灢3]。根据冰山模型和洋葱模型的胜任素质成分,
借鉴农民生态素质[15]的形式和内容,可得出两型农

业行为、两型农业知识、两型农业动机和态度为农民

的两型胜任素质的核心因子。两型农业行为和知识

具有易培养和易习得的特点,是基准性素质,因而为

两型农民胜任素质的浅层素质。动机和态度能预测

行为反应方式,即农民是否具有发展两型农业的动

机以及对两型农业的认可态度,将影响个人的两型

农业行为及最终的两型农业发展结果,是鉴别性素

质,因此两型农业动机和态度是两型农民胜任素质

的深层素质。
综上所述,本文将两型农民胜任素质定义为驱

动农民产生一系列两型农业行为的动机、态度和知

识。具体由资源节约行为、环境保护行为,资源节约

知识、环境保护知识,资源节约态度和动机、环境保

护态度和动机等3个维度的因素构成。
参照霍生平的农民生态素质模型[15],本文构建

了两型农民胜任素质模型(见图1):

图1暋 两型农民胜任素质模型

该模型描述了两型农民胜任素质的内部构成因

子及其相互逻辑关系与动力结构。
(1)两型农民胜任素质的横向结构。犹如洋葱模

型,两型农民胜任素质的横向结构由两型农业行为、
知识、态度和动机组成。两型农业行为处于圆锥体的

外层,两型农业态度和动机处于圆锥体的内核,两型

农业知识处于圆锥体的中层。越向外层,越易于外

显、培养和评价;越向内层,越易于内隐且越难以评价

和习得。外在的行为取决于内在的态度与动机,并直

接得益于所具有的知识与技能。三者存在外显与内

隐的空间结构、被驱动与驱动的动力结构关系。
(2)两型农民胜任素质的层次结构。犹如冰山

模型,两型农民胜任素质分为浅层素质和深层素质。
水上部分,是容易看见且易于改变的胜任特征;而水

下的深层部分,是最难发现且不容易改变和发展的

胜任特征,它们是个人驱动力的主要部分,可以预测

个人两型行为的长期表现。浅层因子与深层因子存

在浅表与深潜的空间结构,是一个相互影响与相互

作用的关系体系。

2.两型农民胜任素质综合评价体系建立

(1)指标的选择。资源节约包括自然资源节约、
人力资源节约、农业生产要素节约、废弃物资源再利

用、能源利用节约等[14]。环境保护包括降低农药、
化肥使用对农业环境的破坏性影响,转变农业废弃

物处理方式,保护和提高森林覆盖率,土壤环境质量

保护和提高,环境综合治理指数等[14,16]。通过深入

的结构访谈和实地观察,收集反映农民两型胜任素

质的关键行为事件和典型材料,再通过专家咨询,最
终得出表1中的各测评指标,其中两型农业态度和

动机是最难观察和测量的,因此从农民对显性/隐

性、私人/公共、短期/长远资源环境问题等的态度来

间接测评。
(2)权重的确定。主要采取比较加权法和专家

估计法加权。犹如冰山模型,深层素质是胜任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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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部分,同样深层素质也是两型农民胜任素质

的核心部分,再由配对比较法对一、二级指标赋权,
得一级指标两型农业行为、知识、态度动机权重分别

为0.25、0.25、0.50,二级指标中的浅层因子、深层

因子权重各为0.40、0.60。根据实际的农村调研,
各三级指标项目在两型农业发展中的重要性,以及

专家估值,得到各三级指标权重的平均值(见表1)。

(3)期望值的确定。期望值即两型农民胜任素

质的参照效标,就目前已有文件尚无明确说法,因而

难以制定出令人信服的期望值。目标过高会挫伤农

民的积极性 ,目标过低则没有激励作用。在期望值

的确定过程中,笔者参考专家意见,针对中等或欠发

达地区的农村,兼顾理想与现实,构建出衡量两型农

民胜任素质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表1暋两型农民胜任素质评价指标体系

1级指标

Yi 权重

2级指标

Yij 权重
2级指标

内涵
3级指标

Yijs

3级指标的测量

项目xijsp 权重 期望值

两
型
农
业
知
识

Y1

0.25 浅层
两型
农业
行为

Y11

0.10 运用较低深度和广度
的知识进行农业生产

深层
两型
农业
行为

Y12

0.15 运用较高深度和广度
的知识进行农业生产

浅层 资 源 节 约 行 为

Y111

浅层 环 境 保 护 行 为

Y112

深层 资 源 节 约 行 为

Y121

深层 环 境 保 护 行 为

Y122

土地不抛荒x1111 0.005 0.05
土地复种x1112 0.008 0.05
节约用水x1113 0.012 0.05
用机械从事劳动生产x1114 0.023 0.09
用农家肥种地x1115 0.012 0.05
用低毒农药x1121 0.025 0.14
植树x1122 0.015 0.07
使用太阳能等清洁能源x1211 0.018 0.11
秸秆再利用x1212 0.031 0.15
使用沼气x1221 0.022 0.11
耗费劳动力自制有机肥x1222 0.011 0.05
购买施用绿色农资x1223 0.007 0.05
测土配方施肥x1224 0.031 0.14
无公害处理农业、生活垃圾x1225 0.015 0.07
用生物和物理防治x1226 0.015 0.07

两
型
农
业
行
为

Y2

0.25 两型农
业浅层
知识Y21

0.10 具备易理解、易获
得、单一性等特点

两型
农业
深层
知识

Y22

0.15 具备难理解、难获
得、多知识组合等
特点

浅层资源节约知识Y211

浅层环境保护知识Y212

深层资源节约知识Y221

深层环境保护知识Y222

掌握用药施肥的时间用法用量x2111 0.031 0.15
了解农药化肥对农村环境的危害x2121 0.041 0.21
了解树木对环境的作用x2122 0.028 0.14
理解循环农业、集约农业概念x2211 0.032 0.16
了解沼气使用条件与技术x2221 0.029 0.14
懂废弃物无公害处理技术x2222 0.028 0.14
理解生态农业的概念x2223 0.032 0.16
了解猪沼稻复合农业所需条件与技术x2224 0.029 0.15

两
型
农
业
态
度
和
动
机

Y3

0.50 两型
农业
浅层
态度
动机

Y31

0.20 对浅层资源环境问题
的态度及其相应措施
的认可与参与

两型农
业深层
态度动
机Y32

0.30 对深层资源环境问题
的态度及其相应措施
的认可与参与,理解
资源环境价值并承担
个人责任

浅层资源节约态度动
机Y311

浅层环境保护态度动
机Y312

深层资源节约态度动
机Y321

深层环境保护态度动
机Y322

愿意用太阳能等清洁能源x3111 0.035 0.19
愿学习资源节约知识技术x3112 0.019 0.09
对农村资源紧张度的评价x3113 0.035 0.16
对农村环境的评价x3121 0.035 0.16
反对随地丢弃废弃物x3122 0.025 0.15
污染容忍程度x3123 0.032 0.16
愿学习环境保护知识技术x3124 0.019 0.09
应用所学资源节约知识技术x3211 0.018 0.09
愿通过职业教育获得资源节约方面的证书x3212 0.007 0.04
愿意用沼气x3221 0.038 0.21
有废弃物无公害处理意识x3222 0.041 0.16
化肥与有机肥效果对比x3223 0.031 0.15
防治污染的责任x3224 0.031 0.15
关心污染对他人影响x3225 0.031 0.15
降低污染出资意愿x3226 0.031 0.16
复合农业收益评价x3227 0.047 0.26
用所学环境保护知识技术x3228 0.018 0.09
愿通过职业教育获得生态农业方面的证书x3229 0.007 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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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4)指标的计算。计算公式:

Yijs = 暺
n

i,j,s,p=1
xijspkijsp(i=1,2,3;j=1,2;s=1,2)(1)

Yij = 暺
n

i,j,s=1
Yijskijs

(i=1,2,3;j=1,2;n=2) (2)

Yi = 暺
n

i,j=1
Yijkij(i=1,2,3;n=2) (3)

Z= 暺
n

i=1
Yiki =Y1 暳25%+Y2 暳25%+Y3 暳50%(4)

暋暋式(1)、(2)、(3)分别为第三、二、一层次指标评

价指数计算公式,式(4)为两型农民胜任素质综合评

价总指数计算公式。其中Yijs代表第三层次第ijs
个评价指标,kijsp代表xijsp的权数值;Yij代表第二层

次第ij个评价指标,kijs代表Yijs的权数值;Yi代表第

一层次第i个评价指标,kij代表Yij的权数值;Z 代

表两型农民胜任素质综合评价总指数,Yi代表该区

域第i个评价指标,ki代表Yi的权数值;n代表该区

域的指标个数。

暋暋三、两型农民胜任素质评价的实证
分析

暋暋1.样本描述

笔者于2011年2月对荆州纪南、川店、李埠、弥
市4个镇360名农民及村镇干部进行问卷调查,并
将4个镇分为对比组,川店、弥市各随机抽取80名

科技示范农民和10名村镇干部,纪南、李埠各随机

抽取80名一般农民和10名村镇干部。回收有效问

卷科技示范农民150份,一般农民140份,村镇干部

40份,共330份,问卷有效率为91.67%。所获样本

男女比例(1.426暶1.000)均衡,样本中60岁以上的

占6.67%,50~59岁的占28.48%,40~49岁的占

44.24%,30~39岁的占13.94%,18~29岁的占

6.67%,总体看来样本分布较合理,具有代表性。

2.荆州区两型农民胜任素质现状

利用SPSS17.0统计软件从农民两型综合胜任

素质情况、不同类别农民两型综合胜任素质的差异

分析、农民不同层次两型胜任素质情况等角度考察

荆州区两型农民胜任素质现状,具体结果如下:
(1)农民两型综合胜任素质情况。调查结果显

示,荆州区农民两型综合胜任素质只达到期望值的

68.26%,离期望值相差较大,即离参考校标还有一

定差距,具体详见表2。
(2)不同类别农民两型综合胜任素质的差异分

析。通过表2对荆州区农民两型综合胜任素质的统

计分析发现,一般农民、科技示范农民、村镇干部的

综合素质存在差异,本文进一步利用 KruskalWal灢
lis检验法对其差异情况进行检验,得到概率值为0
(见表3),再次说明不同类别农民的两型综合胜任

素质存在显著差异。
表2暋两型农民胜任素质得分表

期望值
全体

均值 达标率/%

一般农民

均值 达标率/%

科技农民

均值 达标率/%

村镇干部

均值 达标率/%
Z 5.000 3.471 69.420 3.162 63.240 3.623 72.460 3.983 79.660

暋注:均值与期望值的百分比即达标率。

暋暋 表3暋KruskalWallis检验表

总素质
卡方值 64.835
自由度 2

相伴概率值 0.000**

a.分组变量:对象类别

暋注:**表示在0.01的水平上显著。

(3)农民不同层次两型胜任素质情况。由图2
可知,不同类别农民不仅具有差异性的两型胜任素

质水平,且均表现出深层素质较浅层素质与期望值

差距更大的特点。表4则进一步显示了农民在不同

深层胜任素质测量项目上的得分情况,以厘清两型

农民胜任素质的“短板暠。
由表4知,在需着重提高的深层两型胜任素质

中以下素质为“短板暠:
图2暋两型农民胜任素质雷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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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栙对全体农民而言:无害处理、使用沼气、购买

有机肥、用生物和物理防治治理病虫害、用太阳能等

清洁能源;废弃物无公害处理技术、沼气使用技术;
对废弃物无公害处理的意识、个人承担环保责任意

识、有机肥效果的认可。
栚对一般农民而言:废弃物无公害处理、购买有

机肥、使用沼气、用生物和物理防治治理病虫害、用
太阳能等清洁能源、秸秆再利用、测土配方施肥;废
弃物无公害处理技术、沼气使用技术、复合农业所需

条件、两型农业概念;对废弃物无公害处理的意识、
个人承担环保责任意识、有机肥效果的认可。

栛对科技示范农民而言:废弃物无公害处理、使
用沼气、购买有机肥、用生物和物理防治治理病虫

害、自制有机肥、用太阳能等清洁能源;废弃物无公

害处理技术、沼气使用技术;个人承担的环保责任。
栜对村镇干部而言:用生物和物理防治治理病

虫害、购买有机肥、使用沼气;废弃物无公害处理

技术。
表4暋部分深层素质测量项目得分表

公因子 测量项目 期望值
全体

均值 达标率/%

一般农民

均值 达标率/%

科技农民

均值 达标率/%

村镇干部

均值 达标率/%
Y12 x1211 0.11 0.055 50.00 0.044 40.00 0.056 50.91 0.088 80.00

x1212 0.15 0.101 67.33 0.072 48.00 0.125 83.33 0.114 76.00
x1221 0.11 0.036 32.73 0.031 28.18 0.037 33.64 0.054 49.09
x1222 0.05 0.036 72.00 0.043 86.00 0.028 56.00 0.045 90.00
x1223 0.05 0.020 40.00 0.015 30.00 0.025 50.00 0.021 42.00
x1224 0.14 0.105 75.00 0.075 53.57 0.118 84.29 0.121 86.43
x1225 0.07 0.021 30.00 0.016 22.86 0.023 32.86 0.025 35.71
x1226 0.07 0.031 44.29 0.023 32.86 0.039 55.71 0.031 44.29

Y22
x2211
x2223

0.32 0.202 63.13 0.175 54.69 0.215 67.19 0.246 76.88

x2221 0.14 0.059 42.14 0.051 36.43 0.062 44.29 0.095 67.50
x2222 0.14 0.045 32.14 0.037 26.43 0.049 35.00 0.053 37.86
x2224 0.15 0.093 62.00 0.074 49.33 0.107 71.33 0.111 74.00

Y32 x3222 0.16 0.079 49.38 0.063 39.38 0.096 60.00 0.100 62.50
x3223 0.15 0.089 59.33 0.079 52.67 0.094 62.67 0.107 71.33
x3224 0.15 0.085 56.67 0.079 52.67 0.087 58.00 0.104 69.33

暋注:其余深层素质各类农民达标率均超过60%,因此未列入表中;表中加粗数据为低于60%的达标率;x2211和x2223为两型农业概念的

2个方面,统计结果显示2项指标均值一样,故放在一起。

暋暋四、结论与对策

综合以上分析,本文得出结论:栙荆州区农民两

型农业胜任素质与期望值差距较大,有待进一步提

高;栚一般农民、科技示范农民、村镇干部的两型农

业胜任素质有显著差异,不同类别农民胜任素质“短
板暠有所不同,因而培养策略当有所异;栛深层素质

较浅层素质与期望值差距更大,应重点加强对两型

农民深层胜任素质,尤其是“短板暠的培训。
鉴于此,荆州区必须清醒认识到农民两型胜

任素质现状与建设两型新农村的需要相比亟待提

高;加强对两型农民的培养,提高农民的两型胜任

素质,进而推动两型农业建设已成为一个非常紧

迫的任务。

1.加强对两型农民胜任素质的培养

首先,要从转变农业生产方式、加快农业产业结

构调整和建设两型新农村的高度来充分认识加大培

养两型农民胜任素质的重要性、必要性与紧迫性。
其次,要采取得力措施,加强对农民两型胜任素质的

培训,从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生产方式的内在要求,

把培训内容和农民具体生产、生活紧密结合起来,提
高培训实效。

2.有区别地对不同类别的农民进行培训

为了提高培训实效,要根据一般农民、科技示范

农民、村镇干部的两型胜任素质的发展现状,制定出

不同的培训目标、培训内容和培训方案。对于一般

农民,现阶段的培训重心应放在两型胜任素质的基

础知识和能力上,科技示范农民的培养重心则是在

两型农业核心知识和技术能力上,村镇干部的培养

重心为两型农业核心和前沿知识及能力。

3.强化对两型农民胜任素质“短板暠的培训

(1)要在思想观念上和生产习惯上引导一般农

民,使其认清自己在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方面的责

任和义务。要转变农民单纯严重依赖化肥的生产习

惯,提高农家肥的利用率;通过各种形式的示范引

导,使其产生对废弃物进行无公害处理的动机,提高

农业和生活垃圾无公害处理率;进一步提高沼气拥

有率、太阳能等清洁能源使用率,扩大秸秆还田面积

率;积极推广病虫害物理、生物防治技术,扩大物理、
生物防治面积和测土配方施肥面积。通过科技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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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生产方式,改变农村脏乱差的环境,使资源节约

和环境友好统一,将两型农业理念深入到农民的生

产生活和新农村建设中。
(2)科技示范农民要影响一般农民的两型胜任

素质,则其自身的两型胜任素质要不断提高。改变

其对环保责任的认识,加深其对废弃物无公害处理

技术、沼气使用技术的掌握,提高其废弃物无公害处

理率、沼气拥有率、有机肥使用率、生物和物理防治

率、太阳能等清洁能源使用率,做两型新农村建设的

带头人与引领者。
(3)村镇干部两型胜任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其

带领群众发展两型农业的能力,因此他们的两型胜

任素质应远远高于农民。村镇干部要站得高、看得

远,要有把农业的转型发展与新农村建设有机统一

起来的规划意识和科学发展观思想。他们应带头学

习先进的两型农业思想,掌握两型农业原理与技术,
并在新农村生态家园建设中把具体理念和技术贯彻

到生产建设、生活实际和生态保护中,真正带领农民

提高两型农业胜任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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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暋Cultivationoftwotypesfarmersisthebasisforthedevelopmentoftwotypesofagriculture.
Fromtheperspectiveofcompetence,thispaperdefinedthecompetencyoftwotypesfarmers,establishedits
modelandthecorrespondingindexsystembasedontheuseofdocumentanalysisandexpertadvice.Question灢
naireinvestigationanalysisfoundthatthereisabiggapbetweentheobservationresultsandexpectationsintwo
typescompetencyinJingzhoudistrict,andthegapisgreaterindeeptwotypescompetency,andtherearesignif灢
icantdifferencesintwotypescompetencyamongdifferentcategoriesoffarmers.Therefore,thispaperproposed
thecorrespondingmeasurestoincreasefarmers暞twotypescompet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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