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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城镇化视角下农村人力资本培育研究 

路美弄 

(衡水学院 河北省衡水市 053000)  
 

进入 21 世纪，城镇化发展进入新的快速发展时期，成为推动

我国未来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所谓城镇化就是城镇形成和发展的过

程和结果。其核心是产业结构以及就业结构变动的结果，表现是人

口的空间转移。城镇化的结果是通过城镇化实现产业、人口等的合

理布局，最终消灭城乡差别。 

农村人力资本是指农村居民所拥有的体力、技能、知识、经验

和健康及其他精神存量的总称。而农村劳动力是主要的农村人力资

本，所以本书把农村劳动力和农村人力资本进行混用。从资本内容

来看，包括自然人力资本和技能性人力资本，自然人力资本是指农

村居民的先天察赋，例如体力、性别、健康、年龄、婚姻、家庭背

景；技能性人力资本则是一种后天获得的能力，如接受基础教育所

获得的基本技能、接受各种培训所获得的职业技能、“干中学”所

掌握的各种职业经验等等。 

一、我国农村人力资本培育存在的问题 

人力资源数量是人力资本存量的重要方面，人口众多是我国的

人力资源优势。足够的人口数量是社会总人力资本存量增加的基础

和前提，在一定时空范围内人口越多人力资源越丰富。但是目前，

我国农村人力资本培育存在的问题： 

―（ ）农民工职化培训缺少顶层设计和规划 

当前，我国已经根据经济结构转型特点，制定了关于职业培训

的政策，针对农民工职业培训做出了明确的制度安排，各级地方政

府和教育培训机构对农村转移劳动力制定了不同的培训内容。然

而，目前的职业培训规模和效果不能满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对劳动

者素质的需求，部分地区出现结构性失业矛盾，有很多岗位缺乏对

应的专业技术人才，农民工受自身文化知识水平的限制，并不能获

得稳定的工作，送样就严重影响到我国城镇化速度。多数政府部口

没有认清楚人力资本的重要性，片面地看到城镇化带来的各种困

难，特别是大量的具有较低文化水平的农民工给当地经济带来的压

力，而没有充分发挥人力资本的优势。 

（二）农民工职业培训体系不完善 

从当前我国农民工职业培训体系构建情况来看，存在以下主要

问题：１、职业培训宣传力度不够，培训生源不稳定，报名培训的

农民工数量时间波动较大、培训需求不稳定。２、培训经费短缺严

重，教学场地和设备资源匿乏，难以保证培训活动顺利开展，农民

工培训津贴较少，导致农民工培训参与积极性不强。３、培训管理

水平偏低，培训活动保障不力。 

（三）农民工职业培训内容层次偏低 

目前，在农民工职业培训市场上，培训主体繁多。随着城镇化

发展水平的不断推进，现有的农民工职业培训内容难以适应产业结

构升级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农民工职业培训过多地注重劳动技能培

训，包括从业前培训、在岗培训、转岗培训等，目的是让农民拥有

一技之长，却忽视了思想道德、科技文化、法律法规、城市文明等

方面的培训。有研究表明，这一点是福建省农民工职业培训工作存

在的重要问题之一。农民工由于知识水平普遍较低，对劳动相关的

法律、权益和社会保障等了解较少，在劳动期间常有合法权益得不

到保障的情况发生。为解决此类问题，福建省专口为农民工开展相

关的教育培训。此外，为帮助农民工更好地适应城市生活，福建省

还对农民工进行法律法规常识、公共道德等方面的培训。 

二、提升农村人力资本培育的建议 

立足于农村人力资本市场的需求，应有多元化的培育方式。按

需培养职业技能人才，提前对市场需求进行研究，找准市场的需求

点。这就要求根据自身培育的定位，看待市场需求的发展前景，避

免出现培育的专业和人才需求之间的脱节，为了实现人尽其才，避

免过剩供给，要合理配置人才与市场需求的比例，这些才是职业培

育规划发展成功的关键所在之处。 

（一）创建多元化职业培训模式 

实现农民工人力资本最大化，是农民工职业培育模式的关键所

在，应该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建立校企无缝对接，以满足农民工培

育需求，和实现职业教育的功能。职业培育要讲究实用性。实现农

民工、企业、培育机构合作，是农民工职业培育模式创新的方向。 

（二）采用“3+1”综合培训模式 

所谓“3＋１”的综合培训模式，也就是 “要具备基础知识、

职业技术技能、形成自己的核心能力＋职业技能鉴定资格证书”的

一种综合培训方式。其中，第一，基础知识就是指各个工作岗位最

基本的基础理论知识，比如说：基本的道德观与价值观、基本的人

际沟通及各岗位最基础的岗位知识等。第二，职业技术技能指根据

不同岗位的特点，企业生产实际与工艺流程而产生的基本技能，培

训机构在开设与技能有关的课程时，最好采用现场指导的方式，这

样针对农民工的特点，能让其快速掌握。第三，核心能力是指有别

于其他人的个人核心的竞争力，是其他人无法模仿和掌握的一种个

性化的能力，核心能力是个体的差异化所在，是一个人，在某个领

域中，获得成功而应具备的一种能力。 

（四）搭建社区教育平台模式 

随着经济体制的不断改革，城市的基层社会比如：社区的地位

和作用显得尤其重要，社区教育就是以社区的所有成员为对象，通

过提供便利的渠道，以满足社区居民的学习需求。通过教育，提高

所有成员的素质，以达到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和提高共生活质量的

目的，从而实现社会的发展。社区教育，能实现人的终身教育，符

合社会发展的要求。其为优化社区文化，推动社区发展，这社区创

造一个和谐的生活环境为目的。所以，社区教育被认为是进行农民

工职业培育的另外的一个重要渠道。可以通过社区的教育平台，来

建立校企合作培育模式，特点是农民工居住比较集聚，能满足其学

习及培训的需求，搭建这样一个有效的平台，可以实现建立农民工

终身学习体系，从而实现提高农民工素质和生活质量的目的，统筹

社区内外的职业培育的各种资源，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通过开发

利用不断推动各种资源，向社区居住的农民工免费开放。 

（五）创办农民工职业大学 

农民工不同于农民或市民，作为农民向市民转变的过渡层，他

们的流动性非常，大部分对未来充满期望，渴望得到职业发展，应

该根据农民工的特点创建专业的职业培育机构，比如：农民工职业

大学，这样农民工不但可以拿到文凭和资格证书，还能帮助精英农

民工实现精神层面的市民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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