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实现农民的现代化，培育

新型农民使农民实现自身的现代化是我国建设新

农村的首要环节。农民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

体，其素质的高低决定着新农村建设的速度和质

量。如何培育和塑造新型农民，国外很多国家，尤其

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积累了许多经验。就农民培育

的模式来看，各国都有自己的特色。例如，以美国、
加拿大为代表的北美模式，以日本、韩国为代表的

东亚模式，以英国、法国和德国为代表的西欧模式。
总结和借鉴国外农民培养的成功经验，对我国培育

“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具有重要的

现实意义。

一、当代发达国家农民培育的经验

（一）促进法制体系的完善，支持农民培育

美、日、法、英等国都非常重视农村教育立法，

用法律手段来规范农民培养。从而保证农民教育所

必需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改革和完善农民教育体

系，培养和塑造大批农业科技人才。
美国有世界上最发达的农业，有 140 多年的农

业教育历史，依法治农是美国促进农业发展的根

本。美国通过 1862 年的《莫雷尔法》、1887 年的《哈

奇法》、1890 年的第二个《莫雷尔法》、1914 年的《史

密斯·利费法》等一系列法案的颁布，奠定了农业教

育发展的基础。1962 年的《人力开发和培训法》和

1964 年的《经济机会法》等规定开办的职业培训班，

共同构成一个相当完整而庞大的农业教育、研究与

推广体系。[1]日本从明治时代起就制定法令，大力扶

助和发展中等农业教育，二战后，日本颁布了《社会

教育法》等法令，通过法令对日本中等农业教育体

制、经费来源和师资培训等作了系统规定。法国政

府自 1960 年代以来，先后颁布一系列农业教育法

令，特别是 1960 年的法令确定了农业教育方针、教
学改革步骤和措施，使法国农业教育得到迅速发

展。英国 1982 年颁布《农业培训局法》，1987 年又对

其进行了修改和补充，从而进一步加强了农民职业

教育与技术培训。韩国 1980 年制定《农渔民后继者

育成基金法》，1981 年，韩国开始组织实施农渔民后

继者培养工程。1990 年，韩国国会通过《农渔民发展

特别措施法》，为培养农业后继者和专业农户，从法

律上提供保证，把韩国农民培训事业在制度和政策

上具体化了。可见，农民培训管理的法制化是这些

国家农民培养事业得以迅速发展的根本保障。
（二）主体多元，完善的农民教育体制

当今国外农民教育，尤其是一些发达国家已经

形成了比较完备的农民教育体系。一是有形式多样

的农民教育管理机构和培训组织。国外农民培养，

其管理体制逐步形成了以政府为主导，以农业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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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基地，以社会培训机构为补充，农业教育、科研、
推广相结合的农民培训体制。通过如此完备的农民

教育培训机构网络培训，不仅向农民提供实际生产

的劳动技术和经验，使他们掌握农业生产知识，而

且为农民提供综合科技文化知识。二是有可操作的

教育质量监督机制。为了保证教育培训的质量，国

外农民教育采取了严格的考试和认证制度，一般淘

汰率占 1%～2%。[2]如法国青年农民必须接受职业教

育，毕业后分别发给普通或高级国家农业证书，取

得合格证书的农民才能享受国家补贴和优惠贷款。
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一般都要求农民上岗前必须

接受高等或中等农业职业教育，并取得相应的资格

证书。为提高教育培训质量和效率，英国建立严格

的考核制度，对参加培训教育的学员进行严格考

核，经职业资格评审委员会确定才发给“国家职业

资格证书”。
（三）注重实效，科学的农民教育理念

首先，注重实效的教育内容。农民教育的任务

在于向农民传授新技术和新方法，提高农民的技

能，从而增加农民收入和改善生活水平，确保社会

和谐发展。各国农民培训机构除开设与农业科学知

识相关的专业课程外，更多的是根据本地区的农业

特点以及农业发展和农村经济结构的需要开设课

程。这些课程范围广、门类多，具有较强的实用性、
科学性和灵活性。如韩国的“四 H”教育，目标是使

农民具有聪明的头脑（Head）、健康的心理（Heart）、
健康的身体（Health）和较强的动手能力（Hand）。在

法国，农民教育还要进行农业机械、农产品加工、销
售、畜牧良种保护和发展、牧马、国土整治、环境保

护、森林维护、农业管理、农业服务、农业旅游等方

面的专业知识教育培训。[3]

其次，强调实践的教育方针。国外农民教育无

论是何种形式的培训，都很重视实践，重视知识和

技能并重的教育方针，并且有严格的操作程序。德

国的农民教育，要求学生每年在校上课的时间为 13
周，其余时间到具有资格的农场学习。学员在校 3
年的学习时间，必须进行为期 15 周的生产实习，达

到理论和实践并行。2 年制的农业学校第 1 年要在

实验室和农场学习，第 2 年 80%是理论课和普通教

学课，20%是农场技术课，从而使理论和实践相结

合，使学员将所学的理论知识应用到生产中，解决

生产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4]

最后，符合实际的教育方法。发达国家的农民

教育，更注重实际的教育方法，多种培训机构的相

互结合，形成了符合农村实际情况的培训教育体

系。如日本，培训组织不仅对高中学生通过建立函

授讲座，让他们亲自体验农业经营，而且还举办农

民夜校、农民补习学校、农民培训班，对农家子女进

行各种专门的教育和培训。[5]除了对农民进行系统

知识技能教育外，日本不仅对农民进行国外农业政

策、农业经营管理，农产品销售以及农、牧、渔的生

产技术、农产品的储藏和加工技术知识的传授，还

对农民进行健康长寿等方面的教育。

（四）政府投入为主，全社会重视农民教育

纵观国外农民教育发展历史，我们可以清楚看

到，无论是发达国家，像美国、德国、法国、日本，还

是发展中国家，如印度、韩国、泰国；不管是规模农

业经济的美国、加拿大，还是集约农业的日本、荷

兰、丹麦、以色列等，都很重视农民教育，培养复合

型农民。国外普遍重视农民教育，主要表现在政府

和社会各阶层对农民教育的投入。

据相关资料显示，英国农民培训经费的 70%由

政府财政提供，美国财政每年用于农民教育的经费

达 600 亿美元，德国农民教育投资占国家教育投资

的 15.3%。各发达国家在注重发挥政府拨款主渠道

作用的同时，也十分注重多方面筹集经费，通过经

济诱导，激励企业和其他民间组织加强农民培训。

许多国家通过“间接”拨款、发放补贴和优惠贷款等

方式从经济利益上诱导相关企业、农民和其他利益

相关者积极参与培训的实施，将实行就业准入制度

与鼓励农民培训有机结合起来，在主要依靠经济诱

导基础上协调整合利益相关者。法国政府一方面在

对农业进行补助扶持，以促进农业教育发展的同

时，还拨出专款支持农业科学研究与技术推广活

动；另一方面，直接对农业教育进行大量投资。日本

在战后对农业实行直接投资和长期低息贷款，特别

是在农业教育上投入了大量的人力与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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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借鉴经验，我国培育新型农民应采取

的主要措施

发达国家农民教育培训的先进理念和有效做

法无疑为我国的新型农民培育工作提供了极好的

借鉴。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但是与同处于东亚的

韩国和日本不同，我国有丰富的土地资源，而且有

大量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与西欧模式不同，我国

的农业生产不是以家庭农场为主要经营单位，而是

以个体与集体相结合的形式进行生产。与北美模式

不同，我国农业的机械化与信息化水平还不是很

高。这些差异决定了我国要结合各地实际和农民自

身特点，借鉴国外经验，推进新型农民的培育，培养

造就“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
（一）通过立法保障新型农民培育

我国政府一直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农民教育

培训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在其规范程度和执行

力度上，还完全取决于执行者的责任心和积极性。
目前我国开展农民职业教育只能在其它一些法律法

规中寻找依据。远远不能适应新时期农村教育发展

的需要。因此有必要为新型农民培养立法，应借鉴

国外农民培训的成功经验，制定《农民教育培训法》
之类的法律保障农民教育和培训，用法律保障我国

农民培养的地位、目标、任务、资金来源及其使用和

监管机制。从而保证新型农民培育的健康发展。
（二）注重农民文化素质提高，用先进文化塑造

农民

“有文化”的新型农民即要求农民具有较高的

文化素质，掌握一定的法律知识，具备较好的道德

水平；能正确理解有关“三农”方面的方针、政策、法
规，会运用自己拥有的民主权利，会用法律武器维

护自己的权益。
首先，大力发展农村教育。尤其对贫困家庭学

生要给予资助，确保他们能够接受义务教育，减少

直至消灭农村儿童失学现象，使未来的农民都有较

高的文化素质。
其次，有效利用大学生村官的优势。要利用大

学生村官文化知识丰富、思维活跃、容易接受新事

物的优点，鼓励他们在农村传播文化知识，弘扬科

学精神。鼓励农村大学生回乡就业，加大培养新的

创业型精英农民的力度。
最后，加强农村职业教育，提高农民的劳动技

能和创业能力。中国农民人口庞大，农民职业身份

具有天然的自生性和正当性，并不存在也不可能存

在农民资格的入口门槛。可以加强对农民的职业培

训，在一定的技术岗位设置专业技术资格证书，实

施绿色证书工程、青年农民科技培训工程、新型农

民创业培植工程、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阳光

工程”等，根据实际情况做出恰当的选择，“一刀切”
式地进行农民职业资格证书认定显然是不切实际

的拔高之举，也无现实操作的可能性和可行性。
（三）帮助农民提高技术素质，用科学技术武装

农民

“懂技术”的新型农民即技术业务精，要求农民

具有较好的技术素质，至少精通所从事产业的生产

操作技术；能积极学习、掌握和运用先进的农业科

学技术及成果，并在实践的基础上富于创新。这就

要求我国必须本着“实际、实用、实效”的原则培养

农村技能型人才，推进农村劳动力的转移。
首先，通过技能培训提高农民科技水平。一是

要根据农民的需要进行培训。要针对农民的不同科

技水平和科技需求，进行分类科技指导。要充分利

用现代化教学手段，把复杂的科学理论变成简单易

学的农业科技知识，使农民一看就会，会了就能用、
就能致富，以取得最大的实际效果。二是要提高培

训机构的积极性。要借鉴国外在提高农民技术素质

方面的成功经验，通过经济手段，鼓励、引导农民参

加培训。提高企业和培训机构参与培训的积极性，

根据用户的特殊需要及时开设、调整课程，进行对

口培训，定项培训。三是要结合农村劳动力转移进

行培训。我国的新农村建设是和城镇化进程紧密结

合在一起的，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将随着城镇化进程

而转移到非农领域，因此，要注重提高农民务工的

专业技能，提高他们适应城镇生活的技能。
其次，加强新型实用人才的培养。未来新型农

民培育的方向必须基于时代发展的需要和新农村

建设发展的需要，未来的新型农民，按照不同素质

能力的侧重，可以分为科技型农民、市场型农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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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型农民、企业家型农民等。培养各种实用的新型

农民，使各种类型的新型农民相互合作，形成新型

农民的聚集效应。
最后，通过典型示范提高农民科技水平。一是

突出产业示范。选择一批具有贫困地区特色、效益

好、辐射面广的龙头项目和支柱产业。二是突出示

范户示范效应。优化示范户发展环境，培养、扶持一

大批“科技示范户”当样板、作示范、传授技能，以收

到一户带多户的效益。三是突出经验示范。分期分

批组织乡村组干部、党员、农业生产大户到外地参

观考察，学习掌握外地先进经验，带动广大农户进

行种养技术革新，加快农民科技致富步伐。
（四）以市场为导向提高农民经营能力，提高农

民驾驭市场的能力

“会经营”即经营能力强，就是要求农民具有一

定的市场意识和一定的经营、管理能力，能及时捕

捉市场信息，懂得如何优化成本，能合理配置人力、
物力、财力等资源，组织生产和参与市场活动，获取

高的经济效益，使自己的回报达到最大化，进而实

现“经营农业”的目的。
首先，提高农民的经营理念。要改变“重农轻

商”、“重产轻销”的传统观念。由于绝大多数农民都

没有受过系统的经营管理知识培训，导致了他们无

法实现农业效益的最大化。因此，要积极开展经营

素质培训，提高新型农民的经营素质，学会判断市

场需求，找准市场需求，达到既增产又增收的目的。
其次，因地制宜，突出地方特色。我国各个地区

的农业生产条件千差万别，“经营农业”的方式也应

有所差异，应结合本地优势条件或有利条件开展经

营，不搞一刀切。
再次，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个体分散经营

模式不利于应对市场的变化，抗风险能力弱。要积

极引导农民发展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提高产业化水

平，以提高农民适应市场的能力。
最后，改进农村生产经营方式。新型农民不仅

需要具备一定的专业技能，更要有驰骋市场的能

力。要认真按照农业“四化”的目标，转变农业经营

观念，改进农业经营模式。一是要通过结构调整和

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高附加值农业，提高农产品

生产经营者的竞争力，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民生

活；二是通过转移农业劳动力，推进农村经济社会

发展，增加农民非农业收入，提升农民的生活质量。
这就要求对继续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进行各种专

项技能培训，提高他们的生产经营知识、农产品深

加工知识，同时加强他们的新视野的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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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ever, with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urban modernization, urban villages have become the bottleneck for restraining the
continuing urban development. The ultimate objective of the urban village upgrading is to integrate into the city. During the
process of integrating into the cities, there are many prominent problems such as disputes over assets disposal and distribution
of interests, poor administration system and concerns on living guarantee in the future. To achieve the objective of helping
urban villages integrating into the cities, it needs to follow the four- step paths of “asset restructuring — changing village into
urban community — linkage of social security — demolition and resettlement”, which should be implemented in an orderly
manner through different phases.

Key words: urban village upgrading; urbanization; asset restructuring; changing village into urban community; demolition
and resettlement

Study on the Differential Emotional Mode of Association and Cluster Tendency in Mass Disturbances
Sun Jing

Abstract: Some mass disturbances are reflection of social pains in extreme manners. From the emotional perspective of
mass disturbances, and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differential mode of association, this article makes preliminary exploration on
the emotional evolution and classification of groups for mass disturbances by dividing the groups into three cluster stages
including central group, boundary group and peripheral group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fferential emotional mode of association.
It can provide some helpful references for the study on social stability and development.

Key words: emotion；differential mode of association；mass disturbance；cluster tendency

Theoretical Formation and Practical Path for the Scientific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Theoretical Education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Zhou Yaohong

Abstrac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scientific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theoretical education has been formed
through the events such as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utting people first”concept, improvement of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formation of scientific system, proposal of guiding ideology and basic principles. The scientific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theoretical
education is the organic unity of the scientification of educational theory, the scientification of institutional design, the
scientification of education method and the scientification of value orientation. The practical path to realize the scientific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theoretical education is to serve for the socialist ideology, pay attention to humane care, and promote the
chinization, modernization and popularization of Marxism.

Key words: reform and opening- up; ideological and theoretical education; scientification; theoretical formation; practical path

Farmer Training Experience in Developed Countr ies and Its Inspirations for China
Ren Peng Li Jianming Gou Yingping

Abstract: The key to the development of new socialist countryside is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farmers. Many countries
have accumulated a lot of experience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farmers. Based on the foreign experience in farmer training,
China should make more efforts to strengthen education on farmers and speed up the training of new farmers in terms of
improving the strategic position, enhancing legislation procedures and innovating the educational concept.

Key words: developed country; farmer training; new farmer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among Subjects of National Image Dissemination
Li Yanbing

Abstract: The nation, social organizations and individuals are subjects of national image dissemination, and it is of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research on their relationship. They have different roles in the dissemination activities of national
image. The nation plays the leading role, and social organizations play supporting roles. The individuals, featuring with a large
number, flexible mobility and extensive distribution, also play the role in the national image dissemination that should not be
ignored. As for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he three subjects, there is a contradictory and unified relation between the nation the
social organizations in the dissemination activities. The dissemination activities of national image that focus on the main subject
of the nation should reflect the principal status of ordinary nationals in the nation, and the individuals (nationals) convey
national images in all round way with their real, specific, multi- contact and visual dissemination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national image dissemination; nation; social organization; individual

Analysis on Family Old- Age Support Model in Guangxi’s Rural Areas
Luo Xijiang

Abstract: Owing to its special social and historical conditions in Guangxi’s rural areas, the traditional family old- age
support model has undergone changes but remains as an important model together with other old- age support models. It
requires the whole society to jointly improve and innovate this old- age support model so as to address the pressing challenges
nowadays and to help it play positive roles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socialist countryside.

Key words: Guangxi’s rural area; family old- age support; innovative countermeasures

Building Sophisticated Policy Support System for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Guangxi
Liang Hongxiu

Abstract: A sophisticated policy support system for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an help further promote th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strategy in Guangxi. It is suggested to build the system from five aspects: building an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for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mproving diverse investment and financing system for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troducing human resources for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building organizational carriers
for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mproving the collaboration mechanism for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Key words: Guangxi;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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