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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素质农业劳动力培育：进程、困境与模式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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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高素质农业劳动力作为乡村人才振兴的关键，对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具有重要作用。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农业劳动力培育经历了由知识型农民培育到农民职业化教育再到高素质

农业劳动力培育等阶段，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当前，由于农业吸引力降低、城镇化进程加快、农

村家庭结构变化、农业职业教育滞后等问题，我国农业产业整体发展出现了农业劳动力留不住、转

移快、青年少、素质提升难等多重矛盾。面对这些问题和矛盾，未来高素质农业劳动力培育的模式

构建应立足农业现代化发展实际，整合政府部门、涉农组织、教育机构等多方资源，在政府主导下构

建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点的多元培育模式。

关键词：高素质农业劳动力；培育模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乡村振兴

中图分类号：Ｄ６０１；Ｃ９１１　　文献标识码：Ａ　　ＤＯＩ：１０．１２１８６／２０２３．０２．００６
文章编号：２０９６－９８６４（２０２３）０２－００４２－０８

　　中共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

村……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扎实推动乡村产业、

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全方位夯实粮食

安全根基……”［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

７０多年，虽然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

的比重由１９５２年的５０．５％下降到２０２２年的

７．３％，但我们党始终把解决以提升农业生产力

为中心的农业农村农民（以下称“三农”）问题

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

发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建设，最终实现城乡居民共同富裕，是我们党的

重大战略举措和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实践证

明，落实“三农”重大战略举措关键在人，关键

在于培育一大批“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会

管理”的高素质农业劳动力。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的

２０多年，随着非农产业发展和城镇化建设步伐

的加快，农村劳动力非农化转移的数量不断增

长，越来越多的高素质农民远离土地。这一方

面造成了农民“土地情结”的弱化淡化，另一方

面也直接造成了农业生产力整体水平的下降，

“土地谁来种、如何种好地”已经成为迫切需要

解答的重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

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山东代表团审议时明确指

出：“要推动乡村人才振兴，把人力资本开发放

在首要位置，强化乡村振兴人才支撑，加快培育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４］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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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记关于推动乡村人才振兴的重要指示精神，

党中央、国务院先后出台并实施了《乡村振兴

战略规划（２０１８—２０２２年）》《关于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等文件。

除宏观政策外，中共十九大后各类专门针对农

业劳动力培育的具体性政策密集出台。２０２１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

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见》，就加快培

养农业生产经营人才、农村二三产业发展人才、

乡村公共服务人才、乡村治理人才、农业农村科

技人才５个大类２０个小类的具体培育培养任

务进行了部署。同年４月，教育部等四部门又

联合印发了《关于实现巩固拓展教育脱贫攻坚

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把加强涉

农职业院校建设，作为人力资源开发、农村劳动

力转移培训、技术培训与推广、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的重要举措，提出了推动职业院校发挥

培训职能，与行业企业等开展合作，丰富培训资

源和手段，广泛开展面向“三农”、面向乡村振

兴的职业技能培训等一系列重大举措。２０２２

年中央一号文件，又列出专节对加强乡村振兴

人才队伍建设进行部署。这些政策举措表明，

面对我国农业发展模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的现实和趋势，要提升农业劳动生产率，使我国

大踏步地迈向世界农业先进国家行列，就必须推

进农业劳动力供给由数量向质量转变，即培育大

量适应未来农业发展要求的高素质农业劳动力。

　　一、我国农业劳动力培育的历史

进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农业劳动

力培育经历了一个由知识型农民培育到农民职

业化教育、再到高素质农业劳动力培育的发展

演进过程。

１．知识型农民培育阶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我们党在全国

进行了轰轰烈烈的以废除封建土地制度为核心

的土地改革运动，使１．４５亿老解放区农业人口

和２．９亿新解放区农业人口得到了土地，极大

地解放了农业生产力［５］。但由于农民文化水平

较低（文盲率高达８０％）［６］，如何以提升农民文

化水平来推进农业生产力发展的问题被提上了

议事日程。针对这一问题，党中央提出了培育

“知识型农民”的要求，即通过一系列的举措快

速提升农民的文化素质。从１９５０年开始，党中

央号召利用农闲时间着力开展文化普及教育，

并在各地农村普遍开展了文化扫盲运动，“１９５０

年全国农民上冬学的达 ２５００万人以上，１９５１

年上常年夜校的农民有１１００余万人。新的科

学知识开始传播，劳动光荣逐渐成为风尚。

１９５２年与１９４９年相比，农村在校小学生数增

加１１１．８％，中学生增加１８６．２％”［７］。随后，党

中央又通过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农村社会

主义教育运动等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极

大地提升了农民的政治素质和文化素质。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实现了

工作重心的转移，更加突出强调农业农村在国

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并以农村改革带

动各领域改革，提出了“农业现代化”的建设目

标。为尽快实现农业现代化，１９７９年９月，中

共中央在《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

定》中提出了２５项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措施和８

项具体战略任务。其中，８项战略任务的第一

条就是“用现代科学技术知识来武装我们的农

村工作干部和农业技术人员……同时，要极大

地提高广大农民首先是青年农民的科学技术文

化水平”［８］。之所以提出这样的任务，主要是

由于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突

出、工农业用工比例失调、职业教育发展缓慢，

农业劳动力素质长期得不到提升。一方面，由

于城市就业机会有限，大量进城农业劳动力被

迫回归农村，造成了农业劳动力冗余过剩；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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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从１９５８年到１９８８年的３０年间，我国乡

村人口从５．５２亿人增加到８．２３亿人，净增加

２．７１亿人，而耕地面积却减少了１０．５％［９］。这

就导致了农业劳动力相对过剩与城乡接纳能力

不足之间的矛盾。加强农业劳动力素质培育，

使其能够胜任城镇工业化需要和农业现代化发

展需要，成为摆在我们党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中共十四大以后，随着乡镇企业、集体企业、个

体和私有经济的快速发展，大量剩余农业劳动

力以市场化形式向非农产业转移。农业劳动力

的科学文化素质培育问题再次在农业、工业两

大部门中突显出来。１９９３年，中共中央、国务

院在《关于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若干政

策措施》中提出，“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归根到

底是产品科技含量的竞争。要加速发展农业和

农村经济，必须紧紧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

者的素质”［１０］４１７。１９９３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

会又明确提出，“要制订各种职业的资格标准

和录用标准，实行学历文凭和职业资格两种证

书制度，逐步实行公开招聘，平等竞争，促进人

才合理流动”［１０］４５２。总体来看，科教兴农战略

和职业资格证制度的提出为这一时期的农业劳

动力培育指明了方向。

２．农民职业化教育阶段

农民职业化教育是国际社会的通行规制和

典型做法。我国农民职业化教育问题，最早是

在１９９１年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

的决定》中提出的。该文件指出，要视条件逐

步实行农民技术资格证书制度，并在农村完善

农民技术人员职称评定制度。据此，相关部门

研究部署了包括逐步推进“绿色证书”制度在

内的四项工作，并开展了“绿色证书”制度试点

工作。１９９２年，农业部根据农民职业化发展要

求，制定了《农民技术资格证书制度管理办

法》，将包括“绿色证书”在内的各类涉农技术

资格证考核管理纳入监管范围。１９９４年，国务

院办公厅转发农业部《关于实施“绿色证书工

程”的意见》，把逐步建立和完善符合中国国情

的“绿色证书”制度作为绿色工程的目标和任

务，为建立与现代化农业相适应的农业从业人

员培训和资格证书制度奠定了基础。１９９７年４

月，农业部在对《农民技术资格证书制度管理

办法》修改完善的基础上，出台了《“绿色证书”

制度管理办法》，就“绿色证书”的界定、组织管

理，实施范围、对象与技术标准，以及培训与考

核等进行了明确规定。虽然“绿色证书”制度

带有明显的“舶来品”色彩，但毕竟是我国农业

劳动力培育由传统型向现代型迈进的一次尝试

和探索。从１９９４年到２００６年的１２年间，我国

农业劳动力“绿色证书”培训逐渐步入了规范

化、制度化的轨道。通过增设涉农职业院校、增

加农村教育投入等，大量农业劳动力接受了职

业教育，农村职前教育与职后教育实现了衔接。

到２００６年，全国已有３１个省（区、市）组织开展

了“绿色证书”培训工作，２０００多万农民参加培

训，１０００多万农民获得绿色证书［１１］。

３．高素质农业劳动力培育阶段

高素质农业劳动力是相对于传统农业劳动

力而言的，从其概念提出到逐步实施高素质农

业劳动力培育经历了十余年的时间。２００１年，

国务院印发的《农业科技发展纲要（２００１—

２０１０年）》首次提出“高素质农民”问题。不过

这里的“高素质农民”主要是针对农业科技领

域而言的，是与农业科技学术带头人、农业技术

推广人才、农业科技企业家和农业科技管理人

才四类人才并行的农业科技队伍称谓。２０１９

年，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条

例》，提出“培养一支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

会管理的高素质农民队伍，造就更多乡土人

才”的目标任务。２０２０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提

出“整合利用农业广播学校、农业科研院所、涉

农院校、农业龙头企业等各类资源，加快构建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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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质农民教育培训体系”。随后，在 ２０２１年、

２０２２年中央一号文件以及《关于加快推进乡村

人才振兴的意见》等文件中对高素质农民培育

均进行了战略安排。尤其是《关于加快推进乡

村人才振兴的意见》将培养高素质农民队伍摆

在了“加快培养农业生产经营人才”措施的首

位，并将深入实施现代农民培育计划、充分利用

现有网络教育资源、实施农村实用人才培养计划

和加强培训基地建设等作为培养高素质农民队

伍的具体举措。由此可见，中共十九大以后，党

中央提出的高素质农民与２００１年国务院提出的

高素质农民在内涵上有了较大扩展。与新型职

业农民的“掐尖化”相比，高素质农民群体覆盖

面更广、内涵更丰富，体现了大众化。截至２０２２

年底，通过统筹推进提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

务主体能力、种植养殖能手技能培训、农村创新

创业者培育、乡村治理与社会事业发展带头人培

育四大重点行动，全国已累计培养高素质农民

５００余万人，高素质农民发展指数提升到了０．５１。

同时，获得农民技术人员职称、国家职业资格证

书的比例分别增长到４０．１３％、１８．３４％［１２］。

　　二、高素质农业劳动力培育的现实

困境

　　当前，我国耕地面积仅有１９．１７９亿亩，可

耕地面积不到印度的３／４。数量庞大的人口和

有限的可耕种土地之间的矛盾，决定了我国只

能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发展道路。当前，我

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期，要

如期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必须清醒地认识

到“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最广泛最深

厚的基础在农村，最大的潜力和后劲也在农

村”这个现实，必须以提升高素质农业劳动力

数量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点和突破口。

１．城镇化进程加速农业劳动力转移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前提基础和必然结果。

虽然我国城镇化比西方国家起步晚，但发展速

度较快。据统计，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时，我国城镇化率仅为１０．６４％，１９７８年常住人

口城镇化率为１７．９２％，１９８１年首次突破２０％，

１９９６年突破３０％，随后平均每７年增长１０个

百分点，截至２０２１年底已达到６４．７％。从绝

对量和动态量来看，２０００年我国乡村人口跌破

８亿，２００９年跌破７亿，２０１５年跌破６亿，２０２１

年首次跌破５亿［１３］。由此可见：一是城镇化在

改革开放以来的４０多年间得到了快速发展，这

说明我国城镇工业化水平和就业吸纳能力显著

提高；二是乡村人口尤其是农业劳动人口加速

转移。有学者认为，我国的城镇化是依据我国

国情而推进的城镇化，因其具有鲜明的中国特

色和改革开放特点而与西方的城市化有着本质

的区别［１４］。我们无意于批判单纯性的“城镇

化”论或乡村建构学派的理论观点，但有一点

是确凿无疑的，那就是我国城镇化加速推进的

４０多年间，在为城市发展带来大量人口红利的

同时，也一定程度上给农业生产和农村发展带

来不利影响。从现实情况来看，城镇化对农业

生产带来的“负外部性”不断突显，主要体现在

三个方面：一是用于农业生产的乡村土地被转

化为城镇建设用地，造成了农业土地资源的大

量减少；二是用于农业生产的乡村优质劳动力

转化为城镇市民，造成了农业人力资本的锐减；

三是生产要素加速向城镇尤其是工业部门聚

集，造成了农业生产要素积累的减少。

２．农村家庭结构变化导致青年劳动力数量

降低

青年劳动力是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主体力

量，也是高素质农业劳动力培育的重点。从宏

观层面来看，当前我国人口结构已经发生了重

大变化，“由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增长率，经

过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的阶段，转变

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增长率”［１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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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自然增长率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的１２％左

右下降到 ２０２１年的 ０．３４‰［１３］。国家统计局

２０２１年统计数据显示，全国２６个省份中，有１０

个省份人口为自然负增长。我国十大产粮省份

的人口自然增长率最低为 －５．１１‰，最高也仅

为０６４‰。历史上山东、河南两个人口大省和

产粮大省的出生人口下降率最大，２０２１年较

２０１７年分别下降了５７％和３６％［１３］。从微观层

面来看，随着人口结构的总体变化，我国农村家

庭和代际结构均发生了重大变化。农村家庭日

益离散化、非核心化和老龄化，“扩大型”家庭

和“主干型”家庭日益减少。由此可见，农村青

年劳动力减少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究其

原因可以归结为两个字：“离”和“少”。“离”即

青年农业劳动力加速逃离农业生产部门，转向

非农业部门；“少”即青年农业劳动力的人口补

给数量少，新生代青年农业劳动力绝对数量和

相对数量急剧减少。“离”和“少”造成的断崖

式下降的青年农业劳动力短缺越来越成为农业

农村现代化的最大制约因素。

３．农业职业教育发展滞后带来的农业劳动

力素质提升困难

教育是农业劳动力素质提升的根本途径，

在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具有基础性地位。一般来

讲，农业劳动力培育主要由四种类型的教育来

承担：第一类是涉农重点高校和农业科研单位，

其对应的是高端农业技术人才；第二类是涉农

普通高校尤其是涉农职业高校，其对应的是中

端农业技术人才、管理人才、服务人才；第三类

是涉农中等职业院校、农业广播学校以及各类

非学历教育的农业培训机构，其对应的是低端

农业劳动力；第四类是县乡级农业技术服务站、

涉农企业培训单位、师带徒模式的田间学校等，

其对应的是分散型农业劳动力。从农业农村现

代化发展趋势看，未来农业劳动总人口的缺口

并不大，所缺少的是中高端的高素质农业劳动

力，而培育高素质农业劳动力的场域则主要集

中在第一、二类。中共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

重视农业劳动力培育问题，出台了以培养新型

职业农民为主体的一系列教育培育发展规划。

例如，２０１７年农业农村部出台《“十三五”全国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发展规划》，明确提出到

２０２０年培育全国新型职业农民超过 ２０００万

人；２０２１年又出台《“十四五”农业农村人才队

伍建设发展规划》，明确提出到２０２５年，培育家

庭农场主、农民合作社理事长等乡村产业振兴

带头人１０万人，辐射带动５００万新型生产经营

主体；培训返乡入乡创业人员１５００万人以上，

其中农村创业带头人１００万人。从目标完成情

况看，“十三五”时期农业劳动力培育任务基本

完成：培育家庭农场主、农业合作社带头人５４９

万人，农业科技研发人员和技术推广人员５８万

人，返乡入乡创业人员１０１０万人，县级以上农

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负责人９万人［１６］。不可否

认，其中农业教育尤其是农业职业教育起到了

关键性作用。但同时也应看到，较之于农村现

代化发展速度和农业发展规模，农业职业教育

还有相当大的发展空间。一方面是农业职业教

育院校规模扩张与教育质量不高之间的矛盾亟

待解决，另一方面是农业职业教育培养的人才

服务农业发展的意愿不强、能力不足等问题依

然突出。这些问题的存在对农业劳动力素质的

影响将是整体性、长期性的。

　　三、高素质农业劳动力培育的模式

构建

　　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Ｗ．舒尔茨在《改造

传统农业》一书中，从经济学角度提出农民作

为新要素的需求者具有投资的可能性和必要

性，而对农民的人力资本投入将是改造传统农

业的必由之路［１７］。舒尔茨这里所提出的“对农

民的人力资本投入”本质上就是培育高素质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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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劳动力。当前，我国高素质农业劳动力的培

育模式与国际上先进农业国家农业劳动力供给

模式相比，既有共通性，也有鲜明的民族性和时

代性。总体来讲，属于政府主导型模式，即政府

在农业劳动力培育、培训、分配引导等方面始终

发挥着宏观调控的作用。然而，面对当前农业现

代化发展要求和农业劳动力状况，高素质农业劳

动力培育仅仅依靠政府主导是远远不够的，必须

建构适应不同主体需求的多元培育模式。

１．“六级”统筹协同模式

“六级”统筹协同模式是指国家、省级、市

级、县级、乡级和农村社区多元一体、各司其职

的农业劳动力培育模式。国家层面应通过相关

立法和政策制定对农业劳动力培育进行规制。

其一，应进一步完善农业劳动力培育立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职

业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

等法律虽对农业劳动力培育作出了相关规定，

但缺乏整体性和系统性。在这方面国际上已有

先例可资借鉴，如美国的《莫雷尔法案》《哈奇

实验站法案》、日本的《农业基本法》、德国的

《联邦职业教育法》等均对农业劳动力培育权

保障给予立法支持。其二，应根据劳动力供需

情况制定相应的发展规划和指导意见。应结合

《关于加快发展现代农业　进一步增强农村发

展活力的若干意见》《关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

　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若干意见》《全国农

业现代化规划》等文件，制定专门的高素质农

业劳动力中长期培育规划，加大对高素质农业

劳动力培育的宏观政策支持。其三，实施有针

对性的专项培育工程。在这方面，可参照“十

三五”期间农业农村部实施的“新型职业农民

培育工程”“新型职业农民学历提升工程”“新

型职业农民培育信息化建设工程”等，实施高

素质农业劳动力培育专项工程。此外，国家还

应通过设立专门机构对高素质农业劳动力培

育、供给、调节等进行指导。同时，各省份应通

过制定配套工作条例、实施意见等对其所辖范

围内的农业劳动力培育进行总体规划，市、县、

乡、农村社区作为农业劳动力培育的承载主体，

承担具体的培育任务。“六级”统筹模式具有

鲜明的中国特色，在根本上区别于西方发达国

家松散的培育管理体系，应当坚持并不断完善。

２．农业教育、农业科研、涉农企业联培模式

协同培育农业劳动力是农业发达国家的通

行做法。例如，美国实行的是正规农业教育和

一般性农业技术推广教育相结合的模式。除农

业学科学历教育体系外，美国十分注重以民间

组织进行职业农民农业技术教育，最著名的就

是依托农业院校成立的４Ｈ组织（Ｈｅａｄ、Ｈａｎｄ、

Ｈｅａｒｔ、Ｈｅａｌｔｈ，即睿智头脑、勤劳双手、善良心

灵、强健体魄），该组织在进行农校对接、培育

高素质农业劳动力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一定

程度上填补了政府主导型培育的空隙。我国农

业教育由来已久，如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晏阳初

等人开展的乡村教育运动，他们在江苏无锡、河

北定县、山东邹平等地通过建立中华职业教育

社、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四川乡村建设学院

等，对农民进行教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

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农业教育尤其是农业

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得到快速发展，逐步形成

了以农业高等教育、职业教育为主体，与农业科

研院所相协同的高层次农业劳动力培育模式。

据统计，近２０年间，农学类本科招生数量从３

万多人增加到６．７万人，专科类从不到２万人

增加到６万余人［１８］。同时，农业科研院所的硕

博士研究生和博士后培养工作近年来也有较大

的发展。除学历教育外，大量涉农高校按照国

家要求，通过开办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班、农民开

放课程在线培训等培育了大量的农业劳动力。

２０１７年、２０１８年农业农村部分两批遴选全国新

型职业农民培育示范基地２００个［１９］，其中，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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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院校、职业院校、科研院所１０８所，占总数的

５４％［２０］。从实践上看，将农业高等教育、职业

教育与农业科研院所协同起来，既可发挥各自

功效又能相互补充，将是未来高素质农业劳动

力培育的主要模式。

涉农企业是指从事农产品生产、加工、销

售、研发、服务等活动，或从事农业生产资料生

产、销售、研发、服务活动的企业总称。涉农企

业与农业生产、管理、服务直接相关，又是农业

劳动力高度集中的单位，因此具有培育农业劳

动力的条件和动力。中共十八大以来，我国通

过政府购买服务、财政补贴、税收减免等政策支

持和鼓励涉农企业开展农业劳动力培训培育工

作。从全国两批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示范基地遴

选数据来看，涉农企业数量已达到８０余家。同

时，各省份还独立遴选了相当数量的示范基地。

从理论上讲构建涉农企业联培模式有三个优

点：其一，实用性。培训培育直面农业生产，可

以根据农业发展需要进行订单式培养。其二，

长期性。培训培育不受学时限制，可以在企业

生产过程中让需要培训的劳动力全过程、全环

节参与。其三，直观性。培训培育可以安排在

生产车间，也可以安排在田间地头，通过农民来

学、企业派人指导等形式进行直接对接，避免了

中间环节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３．田间学校与原野培育模式

我国自古以来就有以农带农的传统。当

前，随着农业科学技术的进步，农民获取农业发

展信息更加便捷，但这并不意味着传统“手把

手”的农业技术传授模式完全丧失了功能。恰

恰相反，对于一些种植养殖技术要求高、需要大

量实践经验积累的农业生产来说，更需要依靠

田间学校与原野培育来进行。田间学校最早是

由联合国粮农组织（ＦＡＯ）提出和倡导的一种农

民培训方法，该培训方法注重发挥农民的主观

能动性，突出农民的参与性。１９８９年，世界上

第一所农民田间学校在印度尼西亚开办，２０世

纪９０年代初扩展到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后又

扩展到非洲、美洲、东欧等地区。１９９８年，我国

成为水稻ＩＰＭ项目实施成员国，２０００年起又增

加执行棉花ＩＰＭ项目。截至目前，我国共举办

田间学校２４期，培养农民带头人７７２人。除政

府主导的田间学校建设外，各地农民还根据各

自发展需要探索出了互帮互助式的原野培育模

式，当然这一类型的培育主要针对专业化家庭

农场、种植养殖专业户等。为推进田间学校与原

野培育建设，我国在《“十三五”全国新型职业农

民培育发展规划》《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

（２０２１—２０３５年）》等文件中均明确提出，要探索

实施菜单式学习、顶岗实训、创业孵化等多种培

育方式。当前，应结合农业特产领域、未来农业

领域等优势传统型、未来型农业生产，将田间学

校、原野培育推进下去，并形成制度化培育体制，

以满足特定类型农业生产发展需要。

　　四、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指

出：“农业强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根基，

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夯实

国家安全基础，都离不开农业发展。”［２１］从根本

上讲，依靠农业发展推进农业强国建设关键在

人，关键在培育大量适应未来农业发展需要的

高素质农业劳动力。因此，关于该领域的未来

研究向度应从三个维度着力：其一，应在理论上

批判并纠正“技术替代论”，即认为农业技术发

展进步可以完全替代现实农业劳动力的论断。

这种论断的实质是过度拔高技术的功能与作

用，进而否定人在劳动生产中的主体地位，这不

仅在理论上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劳动主体的

科学观点，而且在实践上也将造成劳动力培育

与科技发展的对抗。其二，应在逻辑上系统研

究世界农业劳动力培育的发展趋势和我国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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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的发展方向，以坚定走中国特色农业发

展道路的自信心和自觉性。其三，应在实践上

积极吸收世界范围内尤其是农业发达国家的成

功经验，立足中国国情和农业历史文化传统，努

力探索新时代高素质农业劳动力培育新方法、

新模式，使高素质农业劳动力培育真正具有中

国特色和时代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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