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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己成为我国解决“三农”问题和发展现代农业的重要举措。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模式的

构建需要以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成人教育理论、人力资本理论为基础，必须坚持方向性、适应性、实用性、实践性的

基本原则。湖州农民学院在实践探索中构建了管理、运作、模块化教育、专兼职教师队伍、经费运作和质量督导评价

“六位一体”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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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ultivating the new-pattern professional peasant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solution to our country's three issues of

agriculture, peasant and rural area; and it is also a potential way to develop the modern agriculture. The cultivation model of new-pat-

tern professional peasants should be constructed on the whole-range human development theory, adult education theory as well as the

human capital theory.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ultivation must follow the basic principle of directivity, adaptability, functionality and

practicality. By practice and exploration, Huzhou Farmers College has developed a“six in one”new-pattern professional farmers' cul-

tivation model which combines management, operation, modular education, full and part-time teachers, funds operation and quality su-

per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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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和国家十分重视“三农”问题，近十年来中

央一号文件持续重点聚焦“三农”，从2004 年提出

的加强对“农民职业技能培训”到“培养新型农

民”，再到2012 年首次提出“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

民”，无疑是把培养新型职业农民上升到国家发展

战略的高度。“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农为民本，

本固民安。”从这个意义上说，“三农”乃“万世根

本”，是最贴切不过的了[1]。解决“三农”的最根本

问题是农民的问题，只有解决了农民问题，才能使

“三农”根基永固，由此提出了新型职业农民培育

的核心概念。本文以湖州农民学院为个案研究，来

构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模式，以期为我国新型职业

农民的培养提供有益的借鉴。

一、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模式构建的理论
基础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是针对农民这一独特群体的

成人教育，必须在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成人教育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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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人力资本理论的指导下，才能取得培育工作的

实效。

（一）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

马克思认为：人的全面发展是指人的体力和智

力的充分、自由、和谐的发展，包含了人的类本

质、群体本质和个体本质的全面发展，其主要内涵

包括人的劳动活动、劳动能力、社会关系、自由个

性和人类整体的全面发展。新型职业农民是指经济

活动以从事农业生产经营和管理为主体，并以此为

生活来源，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善管理、能

创业的新型农民[2]。按照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理论，

新型职业农民首先必须有文化，这是智力发展的基

础。其次必须懂技术，懂技术是农民劳动技术能力

提升的前提。第三，会经营、善管理是农民在劳动

活动、社会关系中的一种综合能力。第四，农民的

自由个性决定了他的创业能力，按照现代农业分经

营型、专业技能型和社会服务型三种类型，不同类

型的职业农民在现代农业生产经营中的地位作用不

同[3]。不管是哪一种类型的农民，都需要体力和智力

的充分、自由、和谐的发展。因此，作为区域内培

育新型职业农民的农民学院，应牢牢把握好促进农

民自身素质与能力的全面提高这一根本出发点，科

学合理地安排好农民培育的整个过程，为从事农业

作为固定乃至终身职业的农民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成人教育理论对农民教育的启示

本文所指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是在原有个体农

民基础上的提升，属成人教育的范畴。因此，成人

教育理论构成了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理论基础。[4]

著名美国成人教育家诺尔斯认为“成人是一个独特

的学习群体，并要求不同于传统的以教师和学科为

中心的教育策略”。他提出了成人教育的六条假设：

“一是成年人更加具有责任感、自我控制力和独立

性；二是成年人积累了丰富多样的知识和经验；三

是成年人的学习动机是基于自身发展和对现实生活

的责任；四是成年人学习目的常常是以问题为中

心，并且与目前生活状况有关；五是成年人渴望知

识学习内容的作用；六是成年人的学习为内在动机

所驱动” [5]，以此建构成人教育理论的基础。因

此，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过程中要尊重和善于利用

这些特点，开展有针对性、需要性、科学性、规范

性和实效性的教育教学，突出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

（三）人力资本理论对农业发展的影响

对于职业农民，美国人类学家埃里克·沃尔夫

(1966)就他的著作《农民》中就传统农民和职业农

民的差别做过分析，他认为“职业农民”是将农业

作为产业，充分自由地进入市场，并利用一切可能

的条件使经济报酬最大化。西奥多·舒尔茨对人力

资本在推动农业经济发展方面进行了研究，他指出

农民素质对于传统农业改造具有重要价值，农业国

家应当增加对农业中人力资本的投入，发展农村教

育，提高农民的文化程度和科技水平[6]。德国农学

专家冯·屠能（1968）也肯定了人力资本投资对于

农业发展的重要作用，并认为把资本用于人，并不

会损害其尊严。20世纪 80年代后期，国外许多著

名学者对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模式进行了研究，一

些经济学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和教育的发展进行

了研究。美国经济学家范克·劳德尔 （1998） 认

为，国家应当重视农业教育对消除贫困的作用。从

农业发展人是第一要物的特征分析，这些西方学者

关于人力资本对农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研究为新型

职业农民的培育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石。

二、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模式构建的基本
原则

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是加快构建新型农业

经营体系，着力解决未来“谁来种地”这一问题的

关键。农业部副部长张桃林指出“培育新型职业农

民将伴随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全过程，是一项长

期的、艰巨的基础性战略任务”。因此，我们要做

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

（一）方向性原则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是党中央在新时期提出的政

治任务，是为了解决“谁来种地”、“如何种好地”

的问题。加快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己成为各级政府工

作的当务之急，更是当前“三农”工作的重中之

重。实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必须严格执行党的

各项方针政策和有关法规。换言之，新型职业农民

培育是在上级行政部门监督、指导下进行的，其培

训内容、培训要求等，在符合当地现代农业发展要

求和农民实际需求的同时，还必须符合国家对新型

职业农民培育的总体要求，力求将两者有机地结合

起来。只有这样，才能做到通过满足本地当前农业

改革和发展的需要以及农民自身发展的需要，来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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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国家农业现代化的需要，为有效地培育新型职业

农民创造良好的环境与价值导向机制，为探索提高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成效与经验，找到明确的方向。

（二）适应性原则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必须坚持因地制宜、因时制

宜、因人制宜为原则。一是按照本地农业产业区域

特点和发展方向对参训农民进行分类组织，分类培

训，以适应农业产业发展的需求；二是要针对参训

农民的实际情况，精心制定培训计划；三是要把握

实用、实效培训方式方法，使参训农民学以致用，

学能见效。四是按照农时节气，科学确定培训时

间，紧密结合农时季节组织培训。新型职业农民培

育要以发展现代农业、满足农民生产经营实际需要

为导向，促进培训与产业、岗位和职业能力深度融

合，突出农民培训的针对性，从而真正提高农民的

农业技术、经营管理水平和增收致富能力。

（三）实用性原则

“实用性”是指培训内容要紧密结合农业生产

实际。如何把握实用性原则，首先要充分利用村干

部了解农村、熟悉农业、贴近农民、知晓农户的优

势，将农民教育培训工作融入农村农业和经济发展

总体任务之中。当地农民学院与各乡镇成人教育学

校通过“看、问、谈、访”等方式，调查农民的种

养殖现状和参训学员的培训需求，掌握农民“需要

什么”、“培育什么”。其次，要按照新型职业农民

培养的目标和要求，商定培训课程、实践内容与形

式、授课时间、参训农民奖补方案等事宜。让每一

门课程都能受到参训农民的欢迎，让他们能学有

所用。

（四）实践性原则

实践性原则是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必须遵循的一

条原则。新型职业农民发展的有效途径是以实践参

与为主要方式的培训。参训农民的全程参与是新型

职业农民培育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关键所在，其核心

是合作学习。这种合作既是培训教师与参训农民之

间的合作，又是参训农民之间的合作。按照不同类

型参训农民的学习特点和生产实际，紧密结合关键

生产环节，在同一平台上培训教师与参训农民将真

实情况进行最大范围的沟通。遵循实践性原则，培

训教师要充分调动参训农民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

性，使参训农民把培训实践活动看作自身内在的需

要，从而获得应知应会的知识和技能。

三、新型职业农民“六位一体”培育模
式的构建与实践

2010年4月，湖州市以“市校合作”共建社会

主义新农村为依托，整合省级高校、科研院所，以

及涉农各部门科研技术力量，由湖州广播电视大学

（湖州职业技术学院）与湖州市农办、浙江大学联

合发起成立湖州农民学院，这是浙江省首个农民学

院，也是全国首个地市级的农民学院。在办学实践

中，不断探索构建了管理、运作、模块化教育、专

兼职教师队伍、经费运作和质量督导评价“六位一

体”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模式。截至 2015 年 11 月，

湖州农民学院在籍农民大学生总数已达到 2 427
人。2014年湖州市被批准为农业部新型职业农民培

育试点市以来，湖州农民学院联合湖州市农业局，

共完成培训并认定新型职业农民4 500 多人。

（一） 建立“市校合作、部门联动、分工明

确、务实高效”的管理模式

在湖州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下，成立了新型职

业农民培育工作领导小组，统筹全市各县（区）新

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在湖州市三县两区分别下设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领导小组，全面负责实施新型职

业农民培训。湖州农民学院作为湖州市新型职业农

民培训工作的业务指导单位，负责制定指导性培训

计划、师资统筹、督导评估、认定组织等工作，积

极探索地市农民学院开展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新模

式。逐步形成纵向垂直领导，横向协作互动的管理

体系。“市校合作、部门联动、分工明确、务实高

效”的管理模式，保障了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的

有序推进和全面深化。

（二） 建立“政府主导，行业指导，学院组

织，基地实施”的运作模式

湖州农民学院联合县（区）相关部门，以湖州

“十大农业主导产业”为主，对照生产经营型、专

业技能型和社会服务型三种类型的新型职业农民培

育要求，构建湖州市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体系，努力

实现到2018 年培养8 000 名新型职业农民的总体目

标。在浙江大学湖州南太湖农推中心和湖州市现代

农业产学研联盟专家们的指导下，结合本地农业产

业发展的实际，制订并完善“蔬菜、水果、粮油、

茶叶、竹笋、花卉、水产、蚕桑、畜牧和观光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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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十大农业主导产业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训计划。

农民学院在乡镇成人学校建立了培训基地，组织了

学院和培训基地的教师，对本地区农民的年龄层

次、文化水平、种养规模、培训需求等进行摸底调

研，建立职业农民培训基本数据库。在组织发动的

基础上，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采取

个人自愿报名、行政村、乡镇推荐、县(区)审核择

优选拔的形式落实参训农民。根据不同农业产业的

农时节气，科学安排培训时间，采取分期分批，每

班培训人数原则上不超过 50 人，培训时间不少于

15 天。培训基地按照统一培训计划、统一培训教

材、统一培训师资、统一培训标准、统一培训管理

的“五统一”要求组织培训，从而确保新型职业农

民培训质量。

（三）建立“知识+技能+实践+创新创业”的

模块化教育培训模式

农民学院在几年的办学中，不断探索创新，形

成了学历教育、技能教育和创业教育“三教统筹”

的农民大学生培养模式，2014 年其成果获得浙江省

高等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在此基础上，借鉴培养

农民大学生“湖州模式”的成功经验，创新了新型

职业农民培育体系，构建了“知识+技能+实践+创
新创业”模块化培育模式。

一是农业基础知识教育。农业基础知识是新型

职业农民必备的基础知识，主要由农业性质教育、

农业科技教育、农业发展理念的教育、农业文化教

育、农业管理教育等[7]五个方面组成。

二是农业职业技能教育。针对生产经营型、专

业技能型和社会服务型三种不同类型的新型职业农

民培育要求，分类型、分职业方向确定农业职业技

能教育的内容。以职业资格为导向，着眼于提升参

训农民长期从事农业的职业能力。同时，将农业职

业技能教育与技能考证结合起来。通过系统培训和

自学，让参训农民根据自己从业特点参加国家初、

中、高级职业技能考试，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

三是农业生产实践教育。实践教学是落实新型

职业农民培育原则的关键。培训过程中紧密结合农

时季节组织进行，通过建立农民教学实践基地，使

参训农民将所学理论应用于生产实践，促进学用结

合。目前，农民学院已经建立了 15个教学实践基

地。同时，组织学员走进国内先进的现代农业示范

园区、农业企业、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等生产基

地实地考察，体验式学习先进农业生产技术、生产

经营经验。

四是农业创新创业教育。“创新是一个民族进

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新型职

业农民的创新教育内容包括农业发展理念、农业生

产技术、方法和手段等方面的创新教育，同时要注

重创新精神的养成教育，要求参训农民在原有传统

农业理念、生产与经营经验的基础上，通过学习具

备改造传统农业、创新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发展现

代农业的创新能力，将自己或他人的创意和创新点

子转化成产品。通过农业新产品的开发、市场的拓

展、项目的开发等手段，创造价值和实现自身勤劳

致富的目的。新型职业农民的创业教育是根据参训

农民从事农业产业的特点和创业实际开展创业理论

和创业实践教育。通过建立“创业大讲堂”，聘请

高等院校专家讲授创业理论教育，选聘本地种养殖

大户、农产品经营大户等成功人士在乡间地头介绍

他们的创业历程和经验，激发参训农民的创业欲

望，提升参训农民的创业能力。前期农民学院已经

开发实施“创业大讲堂”近50 讲。

（四）建立“省市校乡，农科教技”的专兼职

教师队伍模式

建设一支师德高崇、业务精湛、结构合理、相

对稳定的专兼职培训教师队伍，是有序开展新型职

业农民培育的根本保证。为了提高新型职业农民培

育的质量，湖州农民学院依托原有农民大学生培养

师资库，建立“省市校乡，农科教技” 四合一的专

兼职教师队伍。一是建立师资资源库。聘请高校科

研院所、种养植大户等为培训师。二是建立管理队

伍。选派优秀管理人员建立蹲点联络教师制度，在

乡镇成人教育学校培训基地选拔事业心与责任感强

的班主任教师，形成专兼职教师管理队伍。三是提

升教学质量。既注重配备具有丰富教学经验的理论

课教师，又配备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具有较高农

业技术水平的工程师、工艺师、农艺师、设计师等

作为专业技术课教师，保障了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的

质量。

（五） 建立“财政支持，科学规划、专款专

用、规范使用”的经费运作模式

1.财政支持。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育工作具有

显明的公益性、基础性、社会性。2014 年中央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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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农民培训补助资金 11 亿元，专门用于培育一

批新型职业农民。湖州市按人均 2 000 元的标准，

通过县（区）农业部门拨付给培训机构，使新型职

业农民培养工作得到切实的经费保障。

2.科学规划。制定培训经费使用计划，以优先

保障学员理论及实践学习费用为原则，使培训经费

主要用于学员的教材资料购买、考察实习、伙食补

贴、交通补贴、专家的课时费、监考及阅卷费；项

目的调研开发费、班级管理费、评估总结费、台账

资料费以及其他费用。

3.专款专用。抓好财务管理。各培训机构严格

按照财务管理制度要求，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经费

实现专款专用，建立独立账户，由专人负责审核培

训过程发生的费用，确保培训经费专款专用。

4.规范使用。成立“湖州市新型职业农民培育

专项经费管理领导小组”，对专项资金使用进行核

查监督，确保培育经费阳光运行。同时，向社会公

布新型职业农民培训任务、培训机构名称、培训专

业、培训时间、补贴标准、联系电话等信息，接受

社会和受训农民的监督。在培训过程中由试点县

（区）农业部门和乡镇政府及受训农民共同负责监

管，在培训结束后对试点工作及项目资金使用情况

进行专项审计。

（六）建立“多元评价”的质量督导和认定评

价模式

建立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质量督导和认定评价

模式是保障培训质量的重要手段。一是建立蹲点联

络教师质量督导机制，由湖州农民学院选派蹲点联

络教师全程督导培训的全过程。二是建立新型职业

农民培训质量督导评价小组，定期检查培训计划实

施、培训过程管理（培训通知、课程安排、学员签

到表、成绩考核表、授课教师名册、培训讲义及资

料、理论培训现场和实践相关音像资料等）。三是

建立质量评价制度。通过学员培训满意度调查、培

训绩效评估、人才跟踪反馈、典型案例总结等方

式，评价培训质量。评价结果及时向社会公布，接

受社会各界监督。四是建立考核评估指标体系。制

定《湖州市新型职业农民培训质量评价标准》，会

同督导评价小组、基地负责人、农民学员实施中期

和终期评价。在评价过程中，采用自评与网评相结

合，内部评价与外部评价的结合的方法，按照评价

指标实施综合评价。五是建立“直接认定+培训认

定”相结合的认定管理机制。制定《湖州市新型职

业农民认定办法》，结合培训与培育，对农民实施

直接认定或培训认定。

四、结语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是我国振兴农业、发展现代

农业的重要基础，也是解决 “三农”问题的根本保

障。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机制和模式的探索必须区

别于以往的培训，使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各项工作

落到实处，真正使他们在培育中学有所获，真正为

他们的生产和经营提供助力，推进农业现代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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