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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 

农村人力资源的现状及开发对策分析 

冷超
1
 

（江西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江西 南昌 330045） 

【摘 要】：当前，我国农村地区正在大力开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而要实现这一建设目标，首先就必须落实

好农村人力资源的开发与管理工作。本文笔者以江西省为例，首先分析了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对江西社会主义新农村

建设的意义，其次总结了江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农村人力资源的现状，最后针对这一现状提出了农村人力资源

开发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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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开发指的就是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充分发挥出人力资源对社会以及经济建设的有利作用，主要涉及人力资源素

质的提升、数量的把控及其优化配置等。农村人力资源指的是具备一定生产力的劳动人口。开展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工作主要是

为了提高广大农村地区劳动者的整体素质，从而为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奠定人才基础。江西省属于农村人力资源比较丰富的大

省，但是从整体上来看，这些人力资源的素质并不高，还无法充分发挥出其作为人力资本的价值。因此，江西省在农村人力资

源的开发上还面临着十分艰巨的任务。 

1 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对江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要意义 

1.1开发农村人力资源有助于提升农村人口的综合素质，促进农村生产发展 

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必然需要投入大量的高素质人才，这就体现出开发农村人力资源具有一定的必要性。江西省本身属

于山区较多的省，据相关数据统计，2008 年，江西省全省的实际耕地面积高达 283 万公顷，但人均占有量并不高，耕地资源仍

处于比较贫乏的水平，这就要求江西农业发展必须转变以往粗放式发展的模式，朝着农业产业化的发展方向前进，也就是要实

现农产品生产、加工和销售的一体化。通过科学合理地开发农村人力资源、提高农村人口的综合素质，可将相关专业理论、科

学知识等融入到农业生产之中，从而使农业的质量和产量得到最大化提升，这样一来就能增加农业生产效益，使农民的收入得

到进一步的提升。 

1.2开发农村人力资源有利于塑造江西人的良好形象，促进乡风文明、生产发展等目标的实现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直接参与人员就是农民，与此同时，农民也是我国强力号召的一线劳动人员，其肩负着重大的历史

                                                        
1作者简介：冷超（1998—），男，江西修水人，江西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劳动与社会保障系 2017 级本科生，研究方向：人力

资源管理与劳动社会保障。 



 

 2 

使命。要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这一重要目标的实现，首要前提就是落实好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工作。只有当农民自身素质得

到提升，其才能更加积极地发挥出自身的主观能动性，提高整体劳动效率与生产质量，进而增加自身的收入，也只有在这样的

条件下，才能形成邻里和谐、团结互助的良好氛围，从而使农村群众的建设意识、主人翁意识和参与意识得到有效提升，真正

融入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这一宏观环境之中，在建设江西、服务江西中充分发挥出自身的作用，在全国树立起江西人脚踏实

地、文明开放、敢于创新的良好形象，最终实现江西在中部经济区中的跨越式崛起。 

1.3开发农村人力资源有助于实现农村人口收入的增加，促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 

江西省开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要目标是实现农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改善农村生产力偏低的现状，推进“共同富裕”

发展目标以及现代化江西建设目标的达成。若农村人口不具备基本的科学文化知识与技能，则很难顺利开展科技含量较高的生

产工作，这就必定会导致农村生产效率低下，进而阻碍农村生产力的进一步提升以及农民收入的增加，这对和谐江西建设目标

的实现也是非常不利的。鉴于此，必须进一步提高对开发农村人力资源这项工作的重视度，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养，改变传

统的农业生产模式，从落后的粗放式农业转变为先进的精细化农业。当前，江西在开发农村人力资源的过程中也获得了不错的

成果，事实证明，通过开发农村人力资源，可塑造适应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新农民队伍，这对农民增收、和谐社会建设以及

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来说都是大有好处的。 

2 江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农村人力资源的现状 

2.1江西省农村人力资源的思想素质现状 

总的来看，江西省农村人力资源的综合思想素质还比较低，这就对本省农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造成了严重阻碍。虽然历经

改革开放几十年的洗礼后，全省各地区农村劳动人口的思想观念和以前相比都出现了明显的变化，但由于受到经济发展水平、

地理区位等因素的影响，不同地区的农民在思想素质上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性。江西省农村地区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并不高，许

多农民还不具备基本的收入来源，再加上思想观念落后，对教育投资的认识不到位，存在读书无用的思想，导致当地诸多农村

青年都处于在家待业的状态。 

2.2江西省农村人力资源的文化素质现状 

江西省农村人力资源的综合文化素质并不高，在发展农村基础教育上还面临十分艰巨的任务。江西省属于农业大省，截止

到 2011 年末，该省的农村人口大约达到了 2400 万，尽管在多年的不懈努力之下，江西省具备高中及其以上文化水平的农村人

员数量有了一定提升，但农村人力资源的综合素质仍然比较低。据相关数据统计，截止到 2013年底，江西省全省的农村劳动人

口具备小学及其以下文化水平的大约占 36%，其中基本不识字的占 6%左右，而具备中专及其以上学历的仅仅占据 4%。 

2.3江西省农村人力资源的规模现状 

人力资源主要可分为质量和数量这两个层面的内容。其中，质量指的是个体的知识文化素养、身心素质等；数量指的是在

特定空间与时间条件下，具备一定劳动能力的人口总数。农村人力资源指的是在农村这一区域内具备一定生产力和劳动能力的

人口总和。结合《江西统计年鉴 2012》可知，从 2007年到 2011年，江西省农村人口数量显著下降，从 2630万左右降到了 2437

万左右，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也呈现出逐渐下降的趋势，从 2007年的 60%降低到了 2011年在 54%，上述这些数据说明，江

西省全省的城镇人口正不断增多，一些农村人口已经逐渐迁移到城市，成为城镇人口，但总的来看，农村人口的城镇化率还是

比较低的。 

3 开发江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农村人力资源的有效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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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实施科技兴农战略，将现代科技运用到农村人力资源开发中 

我国政府近些年在农村教育上逐渐增大了投入力度，同时也非常注重对农民科学知识的普及，诸多现代科技知识开始在农

村群众中得到广泛传播。结合当前江西省的教育投资现状，必须着力落实好农村九年义务教育方针，进一步发展高中中专教育，

为农村青年上大学提供有利条件。与此同时，还应当落实好农村职业教育和相关培训活动，适应教育向农村科技倾斜这一大方

针、大趋势，使有限的教育资本创造出最大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 

3.2改进和完善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管理体系 

在江西市场运行体系还不够健全的现状下，中央以及各地地方政府部门必须充分发挥出其宏观协调与管控的作用，加强对

劳动力供求关系的调控，建立科学有序的人力资源市场运行机制，通过切实有效的管理制度充分发掘出农村人力资源的价值。

例如，政府部门可适当扩大人力资源调控的覆盖面，从城市、乡镇区域逐渐扩展到农村基层地区，打造城乡一体化的人力资源

发展链条，拓宽信息传播路径，从而使农村人口的流动更为合理化。此外，还应当坚持以服务为立足之本，不断改进和完善农

村人力资源开发管理体系，使农村劳动人口更能适应当前新农村建设的需要，同时还必须采取适当的举措来留住优秀技术型人

才。 

3.3完善农村基础设施，为新农村建设的顺利推进扫清障碍 

要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发展目标，江西省就必须加强对农村公共基础设施的完善，不断开阔农村人口的视野，提升其科

学文化素养，彻底根除其思想中存在的与当前市场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观念，从而增强农村人口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

能力，实现其致富途径的多元化。各级政府部门应当做好农村公共基础设施的整体规划方案，增加公共文化基础设施的数量，

从而满足农村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提升其生活品位，不断缩小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发展差距，使农村城镇化事业得到进一

步推进。 

4 结语 

综上所述，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对江西省农村经济的发展来说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要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工

作的持续化、高效化开展，首先就必须对农村人力资源进行科学合理的开发。从当前的现状来看，江西省农村人力资源的总数

正逐渐下降，且文化素质也普遍不高，结合这一现状，必须在今后的新农村发展过程中实施科技兴农战略，将现代科学技术应

用于人力资源开发过程中，进一步健全农村人才保障体系，同时还必须完善农村各类基础设施，从而为江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

设工作的顺利开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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