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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农村产业转型的助农兴农高技能人才有效供给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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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纵深推进和农村农业产业转型升级，助农兴农高技能人才供给侧与需求侧之间矛盾逐步凸显。本文从国家

级战略实施和政策文件颁布的背景出发，总结农村产业转型下助农兴农高技能人才供给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分析当前助农兴农高技能人才

供给的现状和影响供给的因素，提出加大教育投入、提高农村人才技术培训力度、推动农业技术服务市场的发展和加强政策支持和激励等

提升助农兴农高技能人才供给的有效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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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epening of the national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and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he rural agricultural industry,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supply side and the demand side of highly skilled talents to help agriculture and develop agriculture has gradually become 
prominent. This paper starts from the background of the national strategy implementation and policy documents issued, summarizes the rural industry 
transformation under the necessity and importance of the supply of skilled talents, analyz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supply and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supply, increase investment in education, improve the rural talent technical training,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service market 
and strengthen policy support and incentives to promote the promotion of skilled talents supply of effective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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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2022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新型城镇化

（2021-2035）》，将提高农业人口劳动技能素质作为一项重要的举
措，要求职业院校、技工学校等职业教育主体发挥更大的作用。《关
于做好 2022 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也提出要职业
教育优化学科专业结构，培养乡村规划、设计、建设、管理专业人
才和乡土人才。随着我国农村经济从传统农业向多元化、现代化和
智能化的转型升级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农村地区的劳动力红
利逐渐消失，越来越多的农业企业和农民正在逐渐转变传统农业生
产方式，开展农业产业化经营，新农村建设和现代化农业对高技能
人才的需求愈发旺盛。助农兴农高技能人才供给侧改革，对提高农
民收入水平，增强农村经济活力、改善农村生态环境和提高农产品
质量都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因此，助农兴农高技能人才的有效供
给研究显得尤为重要。 

一、助农兴农高技能人才供给背景 
（一）农村产业转型的必要性 
当前，我国农村地区的经济和社会环境面临着较大的挑战。一

方面，农村经济结构单一，大多数地区依然依赖传统农业，产业链
条较为简单，经济效益相对较低，制约了农民的收入水平和农村经
济的发展；另一方面，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农村地区的人口流
失问题日益严重，劳动力红利也逐渐消失，这给农村产业转型带来
了更大的压力。因此，推进农村产业转型成为当前中国农村发展的
重要任务之一。农村产业转型是指通过调整产业结构，引导资金和
人才向农村地区聚集，发展新型农业、乡村旅游、生态环保等现代
产业，促进农村地区经济转型升级，实现农村可持续发展。农村产
业转型的核心是实现农业从生产型向服务型、从传统型向现代型转
变，这需要大量高技能人才的支持。 

（二）高技能人才对农村产业转型的重要作用 
高技能人才在农村产业转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首先，

高技能人才具备更为专业化的知识和技能，能够带来更高的技术含
量和科技含量，提高农业生产和服务的质量和效益。其次，高技能
人才可以引领和带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促进新型产业的兴起和发
展，实现农村经济转型升级。 后，高技能人才的参与还可以提高
农民的科技素质和管理水平，提高他们的生产技能和服务能力，带
动整个农村的发展。因此，加强助农兴农高技能人才的供给，对于
促进农村产业转型和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二、助农兴农高技能人才供给现状 
尽管高技能人才在农村产业转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目前我

国助农兴农高技能人才供给仍存在一些问题。首先，目前我国农业
技术教育体系的配套不足，导致在农业技术领域培养出的高技能人
才相对不足。虽然中国的高职院校、职业学校等教育机构开始在农
业技术领域开展相应的教育，但其规模仍然有限，无法满足农村产
业转型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其次，一些农村地区的人才在农业生
态环境、土壤治理、新型农机研发等领域的技术水平相对较低，无
法满足助农兴农的需求。这一方面与教育体系配套不足有关，另一
方面也与技术推广、交流、合作等机制的不完善有关。 后，就业
环境相对薄弱也是导致助农兴农高技能人才供给不足的因素之一。
目前农业技术服务市场的发展相对缓慢，一些高技能人才无法找到
与自身专业相符的工作机会，进而影响了供给。总之，尽管我国高
技能人才数量逐步增加，但在农村产业转型中发挥作用的高技能人
才仍相对不足，供给短缺是制约农村产业转型的一大瓶颈。 

三、影响助农兴农高技能人才供给的因素  
（一）教育体系配套不足 
教育是培养人才的重要途径，也是实现农业产业转型的重要保

障。然而，目前中国的高职院校、职业学校等教育机构在农业技术
领域的教育规模仍然有限，培养出的人才相对不足。农业生产的复
杂性和专业性，需要农业技术人才具备扎实的理论知识和实践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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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教育体系配套不足是影响高技能人才供给的重要因素之一。
此外，一些农村地区的中小学在农业领域的教育教学资源也比较匮
乏，缺乏实践教学和实践机会，导致农村青少年缺乏对农业产业的
认知和理解，从而影响其选择农业领域作为职业的可能性，也制约
了高技能人才的供给。另外，一些教育机构在教育内容、教学方法
等方面存在不足，也制约了高技能人才的培养。例如，一些教育机
构的教学内容较为陈旧，缺乏前沿性、创新性和实用性，不能满足
农业生产的实际需求。此外，一些学校的教学方法较为传统，缺乏
与时俱进的教育理念和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影响了高技能人才的创
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培养。 

（二）技术水平较低 
一些农村地区的高技能人才在农业生态环境、土壤治理、新型

农机研发等领域的技术水平相对较低，无法满足助农兴农的需求。
这主要是由于技术更新换代较慢、技术人才培养不足、技术服务市
场不发达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农业生态环境是农业生产的基
础，但目前我国农村地区生态环境面临严峻挑战，存在土地荒漠化、
水土流失、土壤污染等问题，需要高技能人才进行治理和维护。但
是，由于农村地区的技术更新较慢，很多高技能人才缺乏 新的技
术知识和治理方法，导致农业生态环境治理效果不佳。土壤治理是
农业生产中重要的环节，但目前我国一些农村地区的土壤质量相对
较差，需要进行土壤改良、肥力提升等工作。然而，一些高技能人
才在土壤治理方面的技术水平较低，无法提供有效的技术支持和服
务，限制了农业生产的发展。新型农机是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重要
手段，但是我国农村地区的新型农机研发水平相对较低，很多高技
能人才也缺乏对新型农机的研发和维护技术。这导致了农村地区的
农机水平不能满足农业生产的需求，影响了农业生产的效率和质
量。 

（三）就业环境相对薄弱 
目前农业技术服务市场的发展相对缓慢，一些高技能人才无法

找到与自身专业相符的工作机会，这也是影响高技能人才供给的一
个重要因素。在农村地区，由于产业发展水平较低，农业技术服务
市场的规模和需求相对较小，因此吸纳高技能人才的就业机会也相
对较少，缺乏良好的就业环境和职业发展机会，很多高技能人才不
愿意到农村地区工作，这进一步限制了农村地区高技能人才的供
给。同时，农村地区的劳动力流动性也较低，许多有高技能的农村
青年往往会选择去城市工作，这也导致了农村地区高技能人才的流
失和供给不足。 

四、提升助农兴农高技能人才供给的有效举措 
（一）加大教育投入 
为加强农业技术人才培养，应当适时增加对农业技术领域的教

育投入。具体做法包括： 
1、加强农业技术领域的高等教育。加大对农业技术领域本科、

研究生的招生计划，提高招生标准，招收更多的高素质人才，同时
要建立与农业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模式。2、加强职业教育培训。设
立农业技术职业学院，培养适合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中等职
业技术人才，提高他们的实践能力和职业素养。3、加强农业科技
普及教育。加强对农业技术人才、农民和农村从业者的培训，提高
他们的科技素质和服务能力，同时加大科技普及宣传的力度，增强
农民对农业技术的认知和接受度。4、通过加强农业技术领域的教
育，可以有效提高农业技术人才的数量和质量，为农业现代化提供
人才支持。总之，通过加强农业技术领域的教育，可以有效提高农
业技术人才的数量和质量，为农业现代化提供人才支持。 

（二）提高农村人才技术培训力度 
制定科技服务规划：制定全面的农村科技服务规划，明确培训

的目标和内容，以及培训机构、方式和时间等方面的规定。1、建
立科技服务队伍：建立由专业技术人员组成的科技服务队伍，针对
不同农业产业特点，提供个性化的科技服务和培训，促进农民的技
术进步和服务能力提升。2、加强农业技术示范推广：通过建设农
业技术示范园、村、户等形式，向农民普及新技术、新品种、新模
式等，引导农民学习新技能，提升技能水平。3、发挥现有教育资
源优势：充分发挥现有的教育资源优势，如农村小学、初中、高中、
职业学校、成人教育中心等，建立科技服务站，组织开展农村科技
培训和服务。4、建立科技服务补贴机制：建立科技服务补贴机制，
鼓励农民积极参与科技服务和培训活动，提高农业科技服务的普及

率和质量。通过以上措施的实施，可以有效提高农村人才技术培训
的力度，为农村产业转型和农民收入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三）推动农业技术服务市场的发展 
为了推动农业技术服务市场的发展，需要多方合作。政府应出

台相关政策，为农业技术服务市场提供扶持和引导，从而提高其发
展水平。同时，加强农业技术信息的收集和发布，提高农民对现代
农业技术的认识和应用，促进技术在农村地区的推广。建立专业的
农业技术服务机构，并鼓励龙头企业将技术服务作为重要业务，为
农民提供全方位、多样化的技术服务，提升农业技术服务市场的规
模和水平。通过这些措施的实施，可以促进农业技术服务市场的繁
荣，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农民生活水平，实现可持续农业发展。另
外，为了推动农业技术服务市场的发展，还需要鼓励农民积极参与
和使用现代化农业技术，提高其生产能力和经济收益。同时，要加
强对农业技术服务市场的监管和规范，防止出现不规范的技术服务
行为。另外，可以加强国际合作，吸引国际先进的农业技术和服务
机构进入中国市场，促进农业技术服务市场的国际化。总之，通过
政府、企业、农民等多方合作，可以推动农业技术服务市场的发展，
为中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四）加强农村人才的政策支持和激励 
为了解决农村高技能人才供给不足的问题，需要加强政策支持

和激励。第一，提高农村高技能人才的薪酬待遇和福利待遇，为他
们提供具有吸引力的工资和福利待遇，以提高他们对农村工作的积
极性和参与度。第二，实行优惠政策，例如给予税收优惠、住房补
贴等，以吸引更多的高技能人才到农村工作和生活。第三，加大对
农业科技创新的投入，鼓励农村高技能人才积极参与农业科技研究
和技术创新，提高他们的工作成就感和归属感。第四，加强对农村
高技能人才的培训和职业规划指导，为他们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和
空间，以激励他们在农村从事技术服务工作。 后，建立健全农村
高技能人才评价机制，对农村高技能人才进行科学评价，并通过奖
励、表彰等方式，提高他们的职业荣誉感和发展动力。通过这些措
施的实施，可以吸引更多的高技能人才到农村从事技术服务工作，
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农村经济发展水平。 

结束语：随着我国农村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和农村经济社会的
发展，农村地区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也日益增加。然而，目前农村
地区高技能人才供给的不足已经成为制约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村产业
转型升级的重要瓶颈之一。因此，我们需要加强农业技术领域的教
育培训和技能提升，促进农业技术服务市场的发展，同时加强对农
村人才的政策支持和激励，以提高农村地区的高技能人才供给水平。
这些措施的实施将有助于增强农村地区的创新能力和竞争力，促进
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将为实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的目标作出积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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