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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传统的农业大国，农民基数大是我

国的基本国情。随着先进农业生产技术的推广，

农业生产已承载不了过多的农业人口，农村剩余

劳动力的数量在近年来呈急速上升态势。客观来

看，农村剩余劳动力既是一笔巨大资源，也是一种

随时会危及社会安定团结的不稳定因素，因此，

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不但事关农村经济发展，而

且事关社会稳定。如何有效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

已成为政府必须认真对待的社会问题。有研究表

明：有效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关键在于用最先

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和务工、经商知识把农民武装

起来。就我国国情来看，加强农民教育培训，全

面提高农民素质，培育新型农民是我国新农村建

设的战略问题[1]。英国《金融时报》首席评论员马

丁·沃尔夫（Martin Wolf）指出：“中国已经进入转

型的关键时期，降低经济增速和改变经济增长模

式是中国在转型时期的两大艰巨任务。”[2]在严峻

的形势下，党和国家做出了有助于经济全面转型的

重要决策——加快新农村建设。客观上讲，中国

已具备了建设新农村的良好基础和外部条件，唯

一不足的是农民的职业素养偏低。从这个层面来

看，加快发展农民职业教育尤为重要。

一、连云港市的基本情况

从地理位置看，连云港居于泛长三角地区的

北翼，是山东丘陵与苏北平原结合部。东隔黄海

与朝、韩、日相望，西以陇海线为大动脉连通中原

腹地，是我国首批13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是江苏

沿海经济大开发的中心城市、国家创新型城市试

点城市、丝绸之路经济带东方桥头堡。就人口来

看，连云港市各县（区）人口分布较均匀，见表1。

连云港市从业人员总数2013-2014年呈逐年

递减态势，2016年维持在250万人左右。其中，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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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劳动者在171万人左右，占全市从业人员总数的68.4%。由

于连云港市的工业并不发达，GDP中农业份额比重较高，因

此从业人员分布不平衡，见表2。

表1  连云港市分县区 2018 年末常住人口 (单位：万人 )

年份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连云港市 439.71 438.61 440.69 442.83 445.17 447.37

连云区 26.73 26.83 27.04 27.16 27.32 27.47

其中：开发区 7.92 7.95 8.03 8.06 8.14 8.22

其中：连云区 14.51 14.56 14.66 14.73 14.79 14.84

其中：徐圩区 4.3 4.32 4.35 4.37 4.39 4.41

新浦区 58.78 58.99 59.29 59.6 — —

海州区 23.12 23.23 23.41 23.52 83.64 84.15

赣榆区 95.13 94.56 94.81 95.24 95.68 96.11

东海县 95.35 94.76 94.96 95.36 95.87 96.35

灌云县 78.32 78.31 78.99 79.47 79.79 80.1

灌南县 62.28 61.93 62.19 62.48 62.87 63.19

注：2014年，撤新浦区，并入海州区；此数据来源于连云港市统计局官网。

表 2  连云港市从业人员分布情况 (单位：万人 )

年份
从业
人员

城镇非私
营单位职
业人数

国有
经济

集体
经济

其他
经济

城镇私营企业
从业人员和个
体劳动者

农村劳
动者

城镇非私营
单位其他从
业人员

2013 302.08 30.61 15.49 1.70 13.42 36.21 170.79 3.39

2014 308.18 33.09 15.81 1.64 15.64 39.18 170.90 2.07

2015 249.20 33.48 16.10 1.67 15.71 41.82 171.00 2.02

2016 250.20 43.84 15.38 2.31 26.15 39.28 171.20 3.31

2017 251.10 44.47 15.24 2.01 27.21 44.05 171.50 3.76

2018 250.30 43.86 14.97 1.91 26.98 44.79 172.10 3.81

数据来源：2013-2018年《连云港年鉴》。

目前，连云港农业结构的调整已初见成效，特色农业及

水产养殖业有了长足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也卓有成

效，但农村剩余劳动力基数大，要想尽快合理消化，还要依

靠职业教育提高农民的职业素养。

二、实证调查

（一）调查思路

根据研究需要，在查阅相关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对调查

进行规划。第一步：确定调查研究开展的区域，本次调查的

区域确定在连云港市城乡结合部、农产品电子商务示范村和

水产养殖示范村三个区域。第二步：在对农民进行小范围访

谈的基础上设计调查问卷，通过小样本施测来验证问卷的

合理性，并依照反馈的意见进行修订。第三步：采用入户发

放问卷的方式收集数据。

（二）调查对象

调查于2018年11月在连云港市城乡结合部、农产品电

子商务示范村和水产养殖示范村随机选取了3个自然村作

为调查对象。调查者在入户调查前，首先告知农民此次调

查采用不记名形式进行，所得数据只供研究之用。最后得

到有效样本容量为378户。为保证数据准确性和结论科学

性，调查对象锁定为青壮年农民和具备劳动能力的中老年

农民，见表3。

表 3  受访村的基本情况

县（区） 村名 样本（户） 区域位置

海州区 酒店村 78 距市区 5.8 公里，以农产品电子商务为主

赣榆区 海前村 142
距赣榆市区 16 公里，以经营水产养殖和海鲜
电子商务为主

灌云县 许相村 158
距县城 8.2 公里，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芦
蒿种植是其特色

（三）调查工具

问卷包括农户的基本情况和农户教育培训现状两个部

分，共15道题，其中农户基本情况有5题，分别是年龄、收入、支

出、受教育程度和子女数；农户教育培训现状有10道题，包括

家庭增收最大阻碍、了解农业科技的渠道、主要经济来源、支

出最多的项目、喜欢的教育培养形式、时间、内容、费用等。

（四）结果分析

1.农民经济来源与年收支情况

从收入来源看，调查随机分层抽样的3个村子差异较

大，具体数据见图1。

 

种地         特色农业      个体经营     本地务工      外出务工     私营企业

酒店村        海前村        许相村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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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连云港市农户经济来源结构图

以上3村农户的收入来源各具特色，其中酒店村从事个

体经营较多，占全村受访农户的29.40%，其经营模式是以电

子商务平台（淘宝、天猫、微信、抖音等）推销本地特色农产

品。由于离市区较近，多数农户的土地被征用，因此酒店村

从事特色农业和农田耕种的农户不多。相比之下，许相村则

不同，该村芦蒿种植在全国享有盛誉，从事芦蒿种植农户占

36.7%，因此该村农民多选择在连云港市务工，到外地务工的

人较少，这样在农忙时可以兼顾芦蒿种植。海前村是以水产

养殖为龙头产业，从事海产品养殖的农户占44.4%，而与海

产品有关的个体经营户不多，只占受访农户的5.1%，该村的

水产养殖产品经销业务多数被酒店村承揽。 

2.学历与收入水平

互联网+时代，知识已经成为当代社会交换的重要工具，

学历作为知识的重要标志是衡量农民农业知识与技能学习

能力高低的有效工具。受访的378户农户学历普遍较低，以初

中为主体。调查发现：农户的学历与收入呈正相关，见表4。

从经济收入水平上来看，海前村高于其他两村，许相村

整体收入最低。村民收入差距较大的是海头村，小学学历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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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学历的差距高达5万元/年。从家庭支出来看，3村农户支

出项目由高至低分别为子女教育、修建或购置房屋、子女婚

嫁和医疗支出。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在经济战线上取得辉

煌的成就，这为我国全面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同时也为农民职业教育普及创造了条件。目前，我国农村

劳动力九年义务教育已经普及，受过高等教育的农民比例也

在逐年攀升，尤其是受过高等职业教育的农民增速最快。有

学者曾指出：优先发展农村教育，一定要统筹好与“三农”有

关的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的关系[3]。农村基础教

育目的是为了提高农民的基本素质，而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

的目的是为了培育既懂农业生产技术、又懂农产品经营的新

一代职业农民。虽然目的不同，但目标相同，都是为培养新

一代职业农民服务的。

党的十八大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新农村建设

在各级党政机关的高度重视下取得了长足发展。当前，农

村劳动力的素质与新农村建设的要求差距正在逐步缩小。

随着先进农业技术的普及和高科技含量农业机械的广泛应

用，农业生产所需的劳动力越来越少，农村涌现出大量剩余

劳动力，这为区域经济发展的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发展提

供了有力的人力资源保障。因此，农民职业教育又多一项职

能，即培养农民从事工业和服务业生产所需的知识与技能，

促使其尽快由农民转型为市民[4]。

3.农村经济发展限制因素

在“奔小康”路上，农民最大的困惑是增收问题，这也

是制约农村经济快速健康发展的难题。在随机选择小样本

农户恳谈的基础上，调查者从资金、政策、信息、领头人、

企业、特色农业项目、市场、经营经验和理财能力9个方面

调查阻碍农民增收的原因。其中，比例最高的是缺乏启动

资金（占35.8%），比例最低的是认为自己理财能力有问题

（3.72%），具体数据见图2。

缺乏启动资金是多方面原因导致的，其中最主要的原因

是农业投资项目回报率不如工业和服务业高。目前，缓解启

动资金短缺主要依靠农业小额信贷。但由于农民市场经济观

念淡薄，加之信息滞后、承受经济风险的能力差和农民贷款

手续繁杂等原因，多数农民不愿意贷款。其次是缺乏先进的

农业技术（占20.85%）和农技信息（占11.10%）。这主要是因

为农村并未形成完善的农民职业教育培训体系和通畅的农技

信息传播渠道。受访农民在回答是否愿意参加职业农民培训

时，90.3%的农民选择了“愿意”。说明农民已经认识到增收

与农民职业教育的内在关系。受访的3个村是连云港市发展

不错的村子，这里的农民均认为没有特色农业项目和与之相

配套的企业服务也是阻碍他们增收的重要原因。

4.农民接受农技信息渠道

由于受教育水平所限，农民辨别有价值信息的能力较

低。受访的3个村中有37名农民被农技网络信息欺诈，占受

访农民的9.78%。相比之下，有68.9%的农民更相信电视广播

中的农技信息。本次调查数据显示，农民接受农技信息的主

要渠道有7种，见图3。

5.农民职业教育培训现状

当前，连云港市的农民职业教育培训主要包括种植技

术、养殖技术、市场运作技能、良种培育、生物防治、服务技

能、健康养生、文化娱乐、法律与文化知识等课程。设置这

样的课程结构是为了打造“以农为本、锁定服务、转移劳力”

的农民职业教育格局。在实施农民职业教育时要重视发挥

农民职业教育的分流作用，对有志于继续坚守在农业上的

农民主要以农业生产知识与技能的教育培训为主，而对有意

向城市转移的农民，则可以对其进行现代工业和服务业方面

的技能培训。

图 3  农民接受农技信息的各类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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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

5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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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0%

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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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阻碍农民增收各因素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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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农户学历与收入关系比较

村别 样本数（户） 学历 人数 平均年收入 ( 元 ) 百分比

酒店村 78

小学 5 54800 6.40

初中 47 64800 60.00

高中（中专） 16 67510 20.50

大学 10 78600 13.10

海前村 142

小学 17 53800 11.97

初中 76 65500 53.52

高中（中专） 40 67200 28.16

大学 9 109500 6.35

许相村 158

小学 28 43520 17.72

初中 76 49250 40.10

高中（中专） 43 51860 27.21

大学 11 73400 1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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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民愿意接受的职业教育培训方式中，按比例高低

依次为互联网教学（36.8%）、企业培训（13.6%）、广播电视

（13.5%）、田间授课（11.5%）、音像教学（10.3%）、学校教学

（8.3%）、夜校（3.8%）和自学（2.5%）。在农民职业教育供给

主体选项中，按选择比例高低依次是农业科技部门（46.2%）、

其他非赢利农业科普机构（39.6%）、成人教育学校（8.6%）和

职业院校（5.6%）。虽然成人教育学校和职业院校在农业知识

与技术培训中具有明显优势，但农民很少选择这两种方式。

在他们看来，这两种培训方式不仅耗时耗精力，效果还不好。

经数据分析得知：农技部门和非赢利性农业科普机构组织的

短期培训最受农民欢迎。在教育培训费用上，有78.5%的农

民认为可由政府和农民共同承担，18.5%的农民认为个人不应

承担，只有3.0%的农民愿意自己承担。在职业农民培训质量

的影响因素上，按比例高低依次是农忙（50.6%）、培训不对口

（29.3%）、听不懂（11.5%）和其他（8.6%）。

三、农民职业教育发展建议

通过分析上述数据可知，农民并不热衷于学历教育，他

们关注的是学到本领，而非获得一张毕业文凭。因此，成人高

校和职业院校举办的农民职业教育对他们来说没有多大吸引

力。真正有效的农民职业教育培训是现场示范，而非课堂讲

授，这是由农民的基本素质和农技自身特点决定的。农民职

业教育应区别于学校教育，要想提升农民职业教育质量，首先

要认真研究农民智力水平、技术与文化素质，建立理论与实

践、书面与口头相结合的多样化教学模式。同时，考虑到农民

负担过重，要逐步加大由政府买单的职业农民教育供给。

（一）发展农民职业教育既要激发农民参与职业培训的

热情，又要重视发挥政府激励与导向职能

农民职业教育是政府惠民政策中的重要内容，要提升

农民职业教育的效率就必须在实施中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

美国教育家杜威认为：学生是教育的根本，尊重学生就是要

遵守他们的成长规律，一切教育行为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

为了学生的发展[5]。农民的发展是职业农民教育的目的，激

发农民参加职业教育培训的热情和激发职业培训机构响应

农民职业教育的积极性是农民职业教育发展的基本策略。

我国农民理论与文化素养不高、学习能力低，但他们实践性

强，很多农民通过自己的实践摸索已经成为农业生产与经营

中的行家里手。此外，农民职业教育还可以借鉴工业生产中

经常采用的经济刺激来提高农民接受职业教育的热情，比如

可以开展“农业生产能手、农业经营能手”学习竞赛，对接

受农民职业教育，且在农业生产中取得成绩的农民给予重

奖，使广大农民乐于参与职业教育。此外，要给予愿意在农

业生产中分享经验、传授农业生产技能的农民荣誉称号，充

分发挥他们的模范作用。

（二）农民职业教育的政策制定既要立足农村经济结构

的实际，又要遵循市场规律

美国学者Mary Elizabeth Kunkel认为：教育的真正使命就

是促进受教育者朝着社会有用人才方向发展，农民职业教育

的终极目标是为农村经济快速转型提供智力支持[6]。目前，我

国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已步入快车道，需要的人才无论是在类

型上，还是在数量质量上都有了巨大变化。因此，农民职业

教育政策制定要立足我国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的实际，鼓励引

进与本地特色种养殖业相匹配的农民职业教育资源。

农民职业教育并非是农民需要什么就传授什么那么简

单。农民职业教育内容筛选首先要考虑农村经济转型之需。

董立彬经过研究新加坡政府各个时期的农民职业教育政策

发现：新加坡之所以从以种植业为主的农业国华丽转身为具

有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工业国，除了优越的地理位置之外，主

要得益于该国不同历史时期与产业结构相适应的农民职业

教育、培训、人才引进等政策[7]。因此，制定农民职业教育政

策不但要与当地的农村经济结构相契合，还要遵循教育产品

供求关系等规律。早在1999年，胡瑞文教授就提出教育应由

“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农民职业教育政策虽然具

有宏观层面的指导作用，但也要遵循影响农民职业教育产业

发展的市场规律，利用市场中供求关系实现教育资源利用最

大化[8]。这不仅能有效地弥补我国在经济转型时期用于农民

职业教育的资金不足，又能快速推动职业农民教育的发展。

（三）发展农民职业教育要强化分流职能，构建能满足

农民职业教育需求的由传统农民向职业农民逐步转型的教

育模式

农民愿意接受职业教育的目的很单纯，他们希望通过学

习获取致富的本领，改善家庭生活状态，这与政府加强农民

职业教育的目的是一致的。农民职业教育实施必须直面的问

题有三个：一是农民的综合素质参差不齐，二是能力高低有

别，三是需求因人而异。鉴于上述问题，构建由传统农民向

职业农民逐步转型的职业教育体系势在必行。根据职业化

水平，可将农民分为兼职农民和技能型农民，见图4。一般来

说，城乡结合部由于区位优势，这里农民多数已经从事农业

以外的工作，充其量他们只能算作兼业经济型农民，这类农

民会逐步脱离农业生产，对这类农民的教育多以工业和服务

业的知识与技能为主，这是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最有效、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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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的方法。在特色农业区里，多数是特色种养殖技能型农

民，他们专职从事农业生产，对于农产品经营等事务很少关

心。对这类农民的培养应以先进的农科知识与技能为主，兼

顾规模化农业经营知识与技能培训。

目前，连云港城镇化是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方式向前

逐步推进的，城乡经济联动发展的格局初显成效。在这种大

环境下，政府理应加大免费农民职业教育供给，助力农民由

传统农民逐步向技能型农民转型。

Problems Diagnosis and Development Suggestions of Farmers’ Vocational Education
——A Case Study of Lianyungang City

Wang Xingfei

Abstract  By adopting the methods of questionnaire and interview, 378 households were investigated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farmers’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Lianyungang City. It is found that the education level of local farmers is generally not high; agricultural 
characteristic economy is restricted by such factors as agricultural professional technology, funds and information; limited supply of farmers’ 
education results in fewer training programs for farmers to choose; the enthusiasm of farmers to participate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is not 
high. Therefore, while developing framers’ vocational education, all localities should not only emphasize arousing farmers’ enthusiasm of 
receiving vocation education, but also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functions of government incentives and guidance; developing the content 
of  farmers’ vocational education  should be  in  line with  the  local  rural economic  structure and  follow the market  law;  strengthening 
the  function of distribution of  farmers’ vocational education should not only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farmers  to be 
professional farmers, but also reinforce the training of service skills of urban migrant farm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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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农民 农民职业教育

技能型农民
（有志于从事种养

殖业的农民）

专业技能型农民是以现代高科技为
指导，对农业进行科学化、规模化、
商品化生产的农民。

兼职经济型农民
（希望从事与农业
有关或与农业无关
的经营型农民）

兼业经济型农民实质上是具有农业
户口，但已脱离农业生产的农民，
城乡统筹促使下，势必转化为非农
业人口。

根据志向

图 4  农民职业教育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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