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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业现代化是一个在传统农业中注入现代生产要素的过程。中国农业在向现代农业转变中引

入现代要素的多少、引入效率的高低, 主要取决于涉农教育机构能否培养适应现代农业发展所需要的各

类人才。为发展中国特色现代农业,强化农业国际竞争力,我国农业高校必须正确定位人才培养目标。

文章从现代农业发展对人才教育的要求出发,重新审视我国涉农教育存在的问题,提出适应现代农业发

展的人才培养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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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现代化是农业生产体系现代化、农业运销体系现代化和农业管理体系现代化的有机结

合,是一个在传统农业中注入现代生产要素的过程。而农业现代化进程的快慢既取决于农业科研

系统向生产者提供适宜农业技术的能力, 又取决于农业生产者得到技术并有效使用的能力。国外

农业现代化进程表明
[ 1, 2 ]

:农业技术创新体系能否提供适宜的农业科技,并且有效实现农业科技生

产力的现实转化主要取决于农业技术需求者 (农业生产者 )和农业技术供给者 (农业生产服务部

门、政府涉农管理部门等 )的人力资本水平和结构。在提高涉农部门人力资本水平、优化涉农部门

人力资本结构方面,各级各类农业教育机构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在我国, 高等农业院校目前仍

然处于涉农教育体系的龙头地位,高等农业院校人才培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整个农业教育体系

的人才培养规模和结构。

一、我国现代农业人才教育环境

高等农业院校培养具有中国特色现代农业发展的人才是完善自身发展、更好地服务社会的内

在要求。明确现代农业人才教育环境 (或人才需求特征 )离不开对现代农业特征的认识、离不开科

技发展进程的要求、更离不开中国发展现代农业的国情约束。

(一 )现代农业的特征

舒尔茨认为传统农业是农民世世代代使用相同生产要素而形成的经济均衡
[ 3]
。该均衡的重

要特征就是技术长期停滞、资源配置富有效率,但要素生产率低下。要打破该均衡、实现农业现代

化,关键是引入现代生产要素。所以,农业现代化过程是一个用新的更优的生产要素替代传统要

素的动态过程。只有现代要素的引入才能支持农业生产方式的现代化, 最终形成一个包括农产品

的生产、加工和销售在内的完整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



从国外现代农业发展事实
[ 4 ]
看,除现代投入要素外, 近 30年来, 农业现代化越来越强调农业

可持续发展,强调农业与环境的关系, 强调现代农业价值观的确立
[ 5]
, 强调农业生产、投资和农产

品贸易的全球化进程。

根据舒尔茨关于现代农业的定义以及国外现代农业发展趋势,可以将现代农业的典型特征归

纳为: ( 1)现代生物和化学技术被广泛运用,农业要素生产率得以大幅度提高; ( 2)发达的农业社会

化服务体系成为促进农业分工协作和传统农业生产经营组织现代化的重要力量; ( 3)传统农民被

改造成促进现代农业发展的新型农民; ( 4)农业日益国际化过程中强化农业的宏观管理; ( 5)农产

品消费者的农业知识水平不断提高, 农产品需求成为引领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力量。

(二 )现代农业科技发展的新特点与新趋势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农业科技发展水平是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标志。当今农业生物技术的

一个新特点就是转基因农业生物技术的研发、推广和转基因农业生物技术产品的迅速商业化, 并

且正在从根本上改变农业生产体系和农产品消费体系中政府、农业生产者、农产品消费者的权益。

这给农业人才培养带来了许多机遇与挑战。

1. 转基因物种 ( GMO )正在快速取代传统物种

迄今为止,农业科技进步可分三种类型:一是以创造无生命的物为核心的工艺革新型农业技术进

步;二是以对有生命的物种进行内部优化、改良为核心的遗传育种型农业生物技术进步;三是以不同

物种间的基因重组、塑造新生物物种为核心的转基因农业生物技术进步
[ 5]
。遗传育种技术虽有助于

解决温饱、增加收入和减轻贫困,但转基因农业生物技术更低的研发成本、更高的技术异质化程度、更

强的技术私人垄断性及产业化进程更快等多方面优势,使转基因物种 (GMO)取代传统物种的步伐加快。

2. 农业科技发展进程越来越取决于涉农相关部门人力资本的水平与结构

农业科技进步来源于两个动因:一是技术供给的推动, 另一个是技术需求的拉动。技术供给

的推动由政府、农业科技研发、农技推广部门的人力资本水平决定;而技术需求的拉动则由农业生

产、加工、贮运企业和广大农户的人力资本水平决定。在农产品供给短缺的国家 (或农业较低发展

阶段 ), 技术主导权通常掌握在农产品供给方面。但是作为农业生产要素, 技术本属于引致需求,

源于消费者对某消费品的强烈欲望。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 消费者对更多、更丰富、更高层次

的农业产品消费需求也将促成技术进步, 此时, 消费者的消费选择动机和引领消费时尚的行为将

加速农业技术进步。因此, 农业技术的供给者、需求者、每一个消费者都是农业技术的利益相关

者。由于适应现代农业生物技术新趋势、推动农业科技进程关系到每一个公民的切身利益,所以,

从改善全体国民农业知识水平出发推动农业发展,必须要求 ( 1)提高政府作为每一个公民切身利

益保障者的农业科技决策水平; ( 2)提高农业技术供给者的研发、推广水平; ( 3)提高农业生产、加

工、贮运、营销环节技术需求者 (生产者和农民 )的技术识别和运用水平; ( 4)为适应我国人均收入

水平快速提高,提高农产品消费者的知识水平以保障农产品消费的安全、卫生和质量。

(三 )中国农业现代化的特色

我国农业发展目标是积极借鉴世界各国农业现代化的经验,立足自己的国情, 建设有中国特

色的现代农业。中国农业现代化道路的特色主要体现为: ( 1)适应人多地少、农业资源紧缺的矛

盾,农业微观经营组织以小规模家庭经营为主, 农业技术进步以节约土地的生物技术特别是育种

技术进步为主; ( 2)农业发展必须顺应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在扩大和深化农业对外开放的过程中

推动农业现代化, 在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必须确保粮食安全; ( 3)通过提高农业劳动力素质,转移

农业剩余劳动力; ( 4)建设现代农业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政府科学引导;农业生产者切实

推动, 农业消费者理性参与和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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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国目前涉农教育体系的问题

在农业现代化进程中,涉农教育旨在提高与农业生产系统相关的 广义农民 的人力资本水

平,优化其人力资本结构, 力图通过提高农业生产率和竞争力, 以从供给方面推动现代农业发展。

在强调消费者主权的社会中,涉农教育的另一重要任务是普及和提高农产品消费者的农业知识水

平,让他们基于环境和健康目标 挑剔 农产品质量进而从需求角度促进农业发展。根据发展我国

现代农业的人才教育环境 (或人才需求特征 )来重新审视我国涉农教育体系, 可以发现存在如下主

要问题:

(一 )涉农教育被排除在基本的国情教育之外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 三农 问题的复杂性、特殊性以及解决问题的艰巨性是中国的基本国

情之一,不仅在农业高校,而且在其他高校都应该把中国 三农 问题的有关内容作为国情教育的

有机组成部分,以使农业大国公民, 尤其是国家的栋梁之才具备应有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高等

院校的课程设置中,目前我国农业教育仅见于农业类高校和中等农业学校中。除农业高校外, 非

农高校和其他学校中基本没有修读涉农类课程的机会, 即使在农业高校中, 关于 三农 的基本国

情教育也存在严重边缘化的倾向。

(二 )涉农教育投入严重不足且外溢严重

从城乡教育服务均等化角度看, 农村教育应占我国教育的半壁江山。但我国目前教育仍然具

有很强的城市偏向,优秀教育资源如教育制度、师资、教研设备、人才培养、就业信息等资源优先配

置在城市,国家和地方各级财政对农村涉农教育投入严重不足。不仅如此, 在现行农村教育所积

累的人力资本中,大部分通过农业劳动力的非农化 (农民工形式 )外溢到非农产业 。我国农民工

初中文化程度占 66%,接受过各种技能培训的占 24%,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水平显著高于农村劳动

力平均水平。这表明农村初中等教育投资严重外溢。

(三 )涉农类教育结构不合理,资源浪费严重

农业高校人才培养的最终目的是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农业竞争力。然而, 在中国,尤其是改

革开放后,农业高校学科专业结构和课程设置结构 曲解 了人才培养服务于社会、服务于人才本

身成长的需要,造成涉农高校培养目标本 为农 实 离农 的局面
[ 6 ]
。目前涉农教育结构中农村职

业教育与培训,农村中等职业学校教育等,都是对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的素质和能力的培训, 对农村

实用技术培训相当少。农业高校除培养农业生产和农业科技人才外, 还担负着培养 农业生产和

科技 教育人才任务, 但在我国农村职业教育、成人教育、农村实用人才培训和城乡基础教育中很

少涉及农业的课程开设,而仅有的承担涉农教育的师资很少了解国内外农业发展的最新动态、对

农业科学一知半解,这其中相当大部分并不是农业高校培养的学生。恰恰相反, 农业高校毕业生

直接到农业部门就业的比例并不大, 非农化现象十分突出。这些毕业生就业放弃了自己所学的专

业优势,导致国家对农业教育资源投入的严重浪费,尤其农业人力资源的严重浪费。

(四 )涉农教育发展水平地区差异与农业比较优势格局相悖

我国涉农教育发展水平地区差异巨大。 2007年,我国农村劳动力中, 东部地区初中及以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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狭义的农民仅指农业生产过程的直接参与者。广义的农民既包括农业生产过程的直接参与者又包括为农

业系统运转提供相关服务的人员。在产业化链条不断延长的农业龙头企业中,农民不仅包括农业生产工人和农业

生产经营者, 还包括农业营销人员、农技推广人员甚至农业研发人员。

农民工主要就业于非农产业 (制造业、建筑业和服务业 )、大中城市和东部地区。



化程度的劳动力占 80. 59%,中部和西部地区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劳动力分别为 85. 92%和 89.

98%;而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农村劳动力东部、中部和西部分别为 19. 41%、14. 08%和 10. 01%。

可见较高素质的农村劳动力主要集中东部地区,但是, 农牧业比较优势突出的地区在中西部地区。

也就是说,农牧业比较优势明显的地区,农村劳动力的文化素质低,这显然不利于我国农业素质的

提高和现代农业的建设。

(五 )学生选课受到过多限制,不利于发挥学生个性和创新型人才的培养

为应付高校扩招和方便培养过程管理, 我国农业高校专业划分很细,每个专业都有自己的培

养计划。其中多数专业必修课超过 70% ,不足 30%的选修课也被限制了范围, 而且同一学科门类

的不同专业学生能够选课的范围基本相同。在完成大量的必修和指定选修课程后,学生已基本无

力跨院和跨学科门类选课。为全校学生开设的公共选修课更是非常有限。僵化的选课体制和对

选课过于严格的规定严重影响了创新型人才的培养。

三、我国农业高校人才培养创新的要点

我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 55% ,农村劳动力占全社会劳动力的 62%。为合理构建有中国特色

的涉农教育体系,提高农村人口和农村劳动力的素质, 更好地适应现代农业和新农村建设的需要,

促进高校自身发展,我国农业高校人才培养创新的方向是:

(一 )以增加选修课和通识教育课程为重点,优化课程体系

1. 把 现代生物技术概论 作为非农科类专业大学生的公选课或通识教育课

农业生物特性强,农业发展最终要靠科技尤其是生物科技的进步。以遗传育种为主的传统生

物技术对人体健康或生态环境负面影响非常小、争议不多、容易推广, 但其研发费用巨大、时间跨

度长。现代转基因农业生物技术研发成本低、短期收益显著, 但其潜在的、或是无法逆转的损失可

能难以估量。在人才培养中普及生物技术知识特别是转基因农业生物技术及其产品的知识,对推

动农业技术进步,处理好农业发展与环境、科技进步与健康等的关系事关重大。

2. 将经济学基础作为农科大学生的重要选修课

经济学是关于个人、企业、政府如何选择以使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科学。中国农业现代化进程

自加入WTO后就融入了全球经济的市场化和国际化体系中。拥有农科知识优势大学生毕业后要

在市场经济中求生存、谋发展, 必须成为市场经济中集技术、管理于一身的人才。近几年,中国猪

肉市场供给波动频繁,如果养猪业的经营者明白农产品市场的 蛛网价格理论 ,就可以减少种猪

喂养或宰杀的盲目性,从而降低猪肉市场价格的波动, 减少对政府行政价格干预的依赖。经济学

也是关于资源节约的科学,将经济学基础作为重要选修课还可以使农科专业学生更专注于降低资

源消耗 (成本 )方面的技术创新, 减少技术研发中的盲目性和损失。

3. 在农学类专业学生的课程表中增加 农业标准化概论 课程

我国农业生产组织数量庞大、规模偏小、人才吸纳能力差, 限制了农科毕业生的农业参与率。

这与长期以来农业标准化意识薄弱有关。农业生产中化肥、农药过量投入导致残留高、生产经营

成本高、农产品质量低下, 造成小农户进入大市场的能力特别是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差。在经济

全球化背景下,现代农业发展过程既是一个培育规模经营组织的过程, 更是一个参与国际竞争、重

视品牌建设和农业标准化的过程。

4. 对非农科专业的学生尤其是人文社科类专业学生增加可持续发展与环境类课程

农业与环境是一个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过程。转变农业增长方式、实现农业发展与环境改善

的良性互动,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实现 以人为本 发展的需要。农业高校人文社科类专业学

152 华 南 农 业 大 学 学 报 (社 会 科 学 版 ) 第 4期



生选修自然资源与可持续发展类课程能大大改善其知识结构,增强为现代农业发展和新农村建设

服务的理性精神。

(二 )增强农业高校为现代农民培养工程提供师资的能力

现代农业发展是建立在不断提高农业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基础上的。农业科技自主创新能力

有赖于改善农业科技供给,更有赖于提高农民对农业科技的有效需求。而只有培养有文化、懂技

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才能从需求的角度拉动农业技术创新。现代农民是现代农业发展和新农

村建设的基础,现代农民的培养来源于:改善农村基础教育、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加强农民技术培

训、广泛培养农村实用人才、全面提高农村劳动者素质。现代农民培养的关键是师资, 师资主要来

源于高等农业院校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

除了发展农村基础教育外,现代农民培养的重点是建立农村职业教育体系和完善农民实用技

术培训工作。高等农业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必须面向广大的基层农村、面向农业, 以推动社会主义

新农村建设的人才需要为导向,重视涉农教育的师资培养。要把提高 8亿农民的人力资本水平作

为国家重视和支持农业的基础工作来抓。

(三 )把提高国民的农业知识水平作为农业高校人才培养的重要内容

农业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 发展农业不只是农民的事情,而是关系 13亿中国人的大

事。为建立和完善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援农村的长效机制, 增强国民特别是非农村公民对这种

机制的理解,必须在全体国民中开展农业知识水平的普及和提高。农业高校的人才培养不仅包括

学校各类人才 (本科生、研究生 )的培养, 还应包括成人教育、远程教育等的人才培养,甚至出版科

普类农业读物来提高一般国民的农业知识水平,尤其是培养国民作为农产品消费者关于农产品质

量的知识,最终通过消费者的理性参与和监督达到改善农业发展质量的目标。

四、结论

农业现代化是一个在传统农业中大量引入现代要素的过程。传统农业可引入现代要素的多

少,引入效率的高低, 主要取决于涉农教育机构能否培养适应现代农业发展所需要的各类人才。

高等农业院校不仅承担着为现代农业和新农村建设培养各类人才的基本职责,而且在塑造整

个农业教育体系的过程中发挥着示范和推动作用。正视现有人才培养问题并转变人才培养方向

是高等农业院校更好地服务社会和实现自我发展的重要途径。我国现行农业高校人才培养与现

代农业发展和新农村建设尚有较大差距。高等农业院校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关键是顺应现代农业

发展趋势,以服务中国特色现代农业建设为总目标,全面改善和提高高等农业院校人才培养质量。

人才培养的重点:一是以增加选修课和通识教育课程为重点, 优化课程体系,达到提高涉农相关部

门的人力资本水平和人力资本结构的目的; 二是为涉农教育体系输送师资, 积极推动现代农民培

养工程;三是通过高等农业院校人才培养达到广泛提高国民的农业知识水平, 使国民具有一定的

维护自身消费权利和保障健康的能力,理解我国农业发展对每一个公民的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 1] 邓 楠. 世界农业科技与现状 [ M ].北京: 中国林业出版社, 2001.

[ 2] 邓 楠, 万宝瑞. 21世纪中国农业科技发展战略 [M ]. 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 2001.

[ 3] [美 ]西奥多 W 舒尔茨. 改造传统农业 [M ] .梁小民, 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7.

[ 4] 王东阳. 农业经济与科技发展研究 ( 2005)之发达国家农村发展途径与我国新农村建设的思考 [M ]. 北京: 中

国农业出版社 , 2005.

153第 4期 邓家琼: 论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农业高校人才培养



[ 5] 中国农民工问题研究总报告起草组.中国农民工问题研究总报告 [ J].改革, 2006, ( 5) .

[ 6] 邓家琼. 农业技术绩效评价标准的变迁及启示 [ J]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08, ( 10).

[ 7] 邬志辉, 杨卫安. 离农 抑或 为农 农村教育价值选择的悖论及消解 [ J] .教育发展研究 2008, ( 3).

On the Personnel Train ing ofH igher Agricultural Institutions Adapted

to the Environm ent ofM odern AgriculturalDevelopment

DENG Jia-qiong

(Colleg e of E conom ics andM anagem ent, South Ch ina Agricultural Univer sity Guangzhou 510642, Ch ina)

Abstract: Agriculturalmodern izat ion is a process o f infusing advanced inputs into tradit iona l agricu lture.

W hat kind o f advanced inpu ts can be introduced to agricu lture and the efficiency o f in fusion depends, to a

large exten,t on the fact thatw hether the ag ricultura l un iversities/colleges can provide qualified personnel

tailored tomodern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or no.t To deve lopmodern ag riculturew ith Chinese character-

istics and to sharpen the competitiveness edge o f agriculture, China s agricu ltural un iversities must reor-i

ent the ir targets of personne-l tra in ing. Th is paper starts from the demand fo r agricultural talents training;

scrut in izes the issues o fCh ina s agr icu ltura l educat ion, and puts forw ard themeasures adapted tomodern

agr icu ltura 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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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Quantity o f science and techno logy papers is an important indicator formeasuring the level o f

R&D inputs. E ffect of China R&D. inputs on promot ing econom ic grow th is studied through th is indicator.

The re lationsh ips among Ch ina s domest ic R&D investmen,t the number of chinese scient ific and techn-i

ca l papers abso rbed by ma jor international retrieva l tools ( SC I, E I, ISTP) , and gross dom estic product

of Ch ina are empirically ana lyzed. The results lead to the conclusion tha,t R&D investm ent boosts sc ien-

t ific and technical papers deve lopmen,t w hile the progress of science and techno logy represented by the

output o f scientific and techn ica l papers is a driv ing force for econom ic grow 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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