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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本视角下的农业现代化与农民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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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我国１９９５—２０１１年相关数据，对我国提高单产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农业现
代化水平进行了动态测度，并对其与农户经营收入增加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结果表明，我国

农业现代化水平逐年稳步上升，并对农户经营性收入的增加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且以化学

化和水利化为主。当前我国农户人力资本水平与以化学化和水利化为代表的农业现代化相适

应，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显著地促进了化学化和水利化对农户经营性收入的增加；但却与机械

化和电气化为代表的农业现代化高度矛盾，农户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抑制了机械化和电气化

对农户经营性收入增加的促进作用。最后提出了提高农户人力资本水平的相关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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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自实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我国

农村经济获得了飞速发展，农业生产总值由１９７８
年的１０２７亿元增加到２０１１年的４７４８６亿元，年
均复合增长１２．３２％；农民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改
善，恩格尔系数由６７．７％下降到４０．４％，已摆脱
贫困，解决温饱，并迈入中等水平的小康社会；农

民收入水平显著提升，与１９９０年相比，农民人均
纯收入共增加了９．１６倍，年均复合增长１１．６７％。
农村居民经营收入占纯收入的比重由７６％下降
为４６％，年均下降１．４３％，但经营性收入仍然是
农村居民收入主要来源（陆耀邦，２０１１）［１］。
１９９０—２０１１年我国农村居民经营性收入的增长

速度仅为９．０１％，增长速度缓慢。由于农民市场

意识不强，农业生产经营的组织化程度低，单个农

户生产规模小，农业生产周期长，农田水利基础设

施不完善等原因，导致农业进一步发展和农民经

营收入的持续快速提高面临瓶颈问题。因此详细

分析影响农民收入，特别是经营性收入提高的影

响因素，明晰各自对农民增收的作用机理，并据此

提出针对性较强的对策措施，改善农村经济发展

环境并实现快速稳步提高农民收入的目标就显得

尤为重要。

财政支出是农民增收的 Ｇｒａｎｇｅｒ原因（刘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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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等，２０１０［２］），是影响农民增收的关键因素（陈
宏珍，２００４［３］），对农民收入水平的增加具有持续
影响（李建军，２００８）［４］，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有
赖于财政支农支出力度的加大和结构的调整（文

乐乐等，２００７）［５］。王阿娟（２０１０）［６］认为当前影
响我国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持续快速增长的主要因

素有城乡二元体制，农村土地制度，农田水利基础

设施的投入不足额，农产市场体系不健全，农民文

化素质偏低等。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并与农业生

产不断融合，农业现代化已成为农民收入持续快

速稳步提升新的突破口（宋磊，２００５）［７］，以机械
化为代表的农业现代化对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具

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单位土地面农业机械总动力

的提高对农民增收的作用甚至强于信息化对农民

增收的作用强度（蒋俊毅，２００８）［８］。农民是农业
建设的主体，其素质高低是决定农业现代化进程

的关键（滕卫双，２０１０［９］），是农业技术进步、农业
经济增长、农民收入水平提高的源泉（程静，

２００６）［１０］。农户人力资本水平高低是素质高低的
核心，农户人力资本的差异决定了现代先进农业

生产技术从创新到应用的时滞，拥有较高人力资

本的农户倾向于率先采用先进技术，获取超额收

益，对于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农村农业生产经

营环境的改善、劳动强度的降低起到了较大推动

作用，但由于我国农村地区农户人力资本存量小、

质量低（殷红霞，２００８）［１１］，加之人口过度增长与
人力资源匮乏高度矛盾，人力资本存量和投资增

量严重匮乏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农

民增收的重要因素（张晓一，２００７）［１２］，因此改革
当前约束农户人力资本存量不断增长、质量不断

提高的农村教育和经济管理体制，大幅降低农户

非生产性支出（张衔等，２００５）［１３］，有效化解农户
资源型人力资本投资不足的缺陷，快速稳步大幅

提升农户人力资本水平，培育“有文化、懂技术、

会经营”的创新创业型农民是传统农业向现代农

业转变的关键（蒋和平，２０１２）［１４］。
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外生因素对农民收入水

平提高的影响上，缺乏内生因素及其作用机制的

研究；理论研究为主，实证研究较少，将农民人力

资本与农业现代化结合起来分析农业现代化对农

户经营收入影响的研究更少；且现有研究未能很

好区分经营性收入与纯收入，也未对农业现代化

对农户经营收入的两种作用机制做很好的区分。

鉴于此，本文试图根据我国１９９５—２０１１年农业经
营相关数据，采用改进的 ＣＤ生产函数，将农户
人力资本纳入分析框架，重点考察提高单产的农

业现代化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现代化水平的提高

对农民经营收入增加的影响。

二、理论分析

（一）农业现代化的类型及其对农户增收的

作用

农业现代化主要是指用先进工业技术装备传

统落后农业，用先进生化技术改造农业，用市场机

制和组织方式管理农业，用经济方式推广农业，用

产业体系提升农业，用现代发展理念引领农业。

根据农业现代化的表现，可将其概括为“四化”，

即机械化、电气化、水利化和化学化。

机械化的主要特点是大范围多层次推广现代

农机具，用现代机器耕作代替传统手工劳动，用电

气提供的动力代替传统人力和畜力，有效降低劳

动者的劳动强度，改善农业生产经营环境，增强农

户抵御恶劣生产环境和自然灾害的能力，增加单

个劳动者的耕作范围，提高单个劳动者的产出水

平，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增加农户收入。因此采用

现代机械代替传统手工劳动是实现农民生产经营

性收入持续快速提高的有效途径（许广月，

２０１１）［１５］。
与机械化和电气化有所不同，化学化和水利

化主要是通过提高单位面积农作物的产出的方式

来提高农户的收益水平。在农业生产经营过程

中，农户可通过采用现代化先进生化科技改造提

升传统落后农业：大面积推广喷灌滴管技术，建立

起现代化先进农田水利基础设施网络，增强抵御

洪涝灾害和大旱等恶劣自然天气的能力，提高农

作物的成活率、生出率；充分借鉴基因工程等现代

先进育种技术的优秀成果，大面积种植经过改良

的高产优质高效、抗寒抗旱抗冻抗病虫害等恶劣

自然环境的良种；充分吸收生物科技和化学制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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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明成果，用除草剂代替人工除草，用化肥代替

农家肥，用农药祛除农业害虫代替生物圈食物链

相互制衡的机制，改善农作物的生长环境，提高农

作物的营养状况，增加单位土地的产出水平，提高

农户收益。

（二）农户人力资本与农业现代化

农业现代化水平的提高主要表现为先进农机

具、现代化电气设备、高效节水型农田水利基础设

施、现代生化产品和科技在农业生产经营各环节

的深入广泛使用。农户人力资本水平的高低严重

制约着现代文明成果和先进农业科技在农业生产

经营过程中推广的速度、广度和深度，农户足够高

的人力资本存量和质量是农业现代化快速稳步推

进的有效保障。拥有较高人力资本的农户，对先

进农业科技的接受和消化吸收能力较强，对农业

现代化对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劳动强度的降低、

单位土地面积产量的增加和农户收入水平的提高

之间的关系认识较为深刻，对农业科技在农业生

产经营各环节的应用和推广持欢迎态度，且由于

率先采用了先进农业科技，可获取一定的超额收

益，加之由于现代先进农业科技在农业生产经营

过程中的广泛运用，致使劳动生产率大幅提升，单

产大幅增加，收入水平显著提高，并进一步激励农

户增加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并进入人力资本水平

相对较高→对现代农业科技接受能力较强→生产
率提高、单产增加→收入增加→人力资本存量和
增量增加的良性循环；与此相反，人力资本水平相

对较低的农户，由于其人力资本水平相对较低，无

法满足现代农业科技在农业生产经营中的应用对

现代农户人力资本存量和质量提出的要求，加之

思想文化观念较为落后，对传统农业生产经营方

式怀有特殊情结，不肯轻易变革，对新生事物的接

受能力不强，对农业科技有助于农业生产效率的

提升、劳动强度的降低和收入的增加的认识存在

误区等原因，致使这部分农户对先进农业科技在

农业生产经营中的推广持抵制态度。由于未采用

相对先进的现代化农业科技，致使农户在新一轮

的农业生产经营竞争过程中处于劣势，致使其收

入水平相对下降，人力资本投资支出进一步降低，

并进入思想文化观念落后、文化素质相对较低→
无法胜任现代农业科技对农户人力资本提出的要

求→劳动生产率、农作物单产相对较低→无超额
收益、收益水平相对下降→人力资本水平进一步
相对落后的恶性循环。

三、模型设定

索罗模型表明，经济增长不仅是资金与劳动

力的生产函数，同时还与技术进步有关，即 Ｙｔ＝
Ａｔｆ（Ｋｔ，Ｌｔ），其中Ｙ、Ｋ和 Ｌ分别表示产出、资本和
劳动，Ａ表示技术进步。农业经济生态系统是一
个复杂而又开放的经济系统，其经济增长与技术

进步模式同样符合索罗模型所揭示的发展路径，

因此农业生产系统的技术进步可看成是农业现代

化的函数，即 Ａｔ＝Ａ（Ｍｔ），而 Ｍｔ＝Ｍ（Ｂｔ，Ｅｔ，Ｗｔ，
Ｃｔ），其中Ｍｔ、Ｂｔ、Ｅｔ、Ｗｔ和 Ｃｔ分别表示农业现代
化、机械化、电气化、水利化和化学化。但随着科

技的不断进步，现代科技在农业生产领域的大范

围持续推广，农户人力资本水平的高低成为制约

农业现代化的推广和水平提高的重要因素。因此

本文在分析农业现代化对农民增收的影响时将人

力资本一并纳入，综合考察农业现代化与人力资

本结合对农民经营性收入的影响，因此农业生产

系统的生产函数可以表示为Ｙｔ＝Ａ（Ｍ（Ｂｔ，Ｅｔ，Ｗｔ，
Ｃｔ，Ｈｔ））ｆ（Ｋｔ，Ｌｔ），其中 Ｙｔ、Ｍｔ、Ｋｔ、Ｌｔ分别表示农
民经营性收入，农业现代化水平、农业生产性固定

资本和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数量，采用 ＣＤ生
产函数、将所有变量转化为人均变量，假设规模报

酬可变并将上述数理模型对数线性化可得：

ｌｎＹｔ＝ａ０＋ａ１ｌｎＭｔ＋ａ２ｌｎＫｔ＋εｔ （１）

ｌｎＹｔ＝ａ０＋ａ１ｌｎＭｔ＋ａ２ｌｎＫｔ＋ａ３ｌｎＨｔ＋εｔ（２）

　　四、变量说明及数据来源
与固定资本存量水平估计相一致，假定人力资

本的积累也服从累积迭代模式，即Ｈｔ＝Ｈｔ－１（１－
δ）＋Ｉｔ／Ｐｔ，其中 Ｈｔ表示人力资本投资，ζ为人力
资本的折旧率，Ｐｔ为人力资本价格指数，Ｉｔ新增人
力资本投资，假设在较长时期内，人力资本投资的

平均几何增长率与人力资本存量的增长率相等且

均为ｇ（张军等，２００４［１６］；单豪杰，２００８［１７］），令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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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并将Ｈｔ／Ｈｔ－１代入可得，Ｈ０＝Ｉ１／（ｇ＋δ），取折
旧率δ＝１５％，Ｐｔ为采用消费者价格指计算的以
１９９５年为基准的人力资本调整价格指数。

中国统计年鉴中给出的是农村生产性固定资

产原值，采用５％的折旧率对其进行折旧，并按照
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进行平减，调整至以１９９５

年为基准的可比水平。财政支农支出、农业机械

总动力、农作物有效灌溉面积、化肥使用量、农村

用电量、农村每户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中文教

用品及服务支出、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消费者

价格指数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１９９６—
２０１２）》。各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１所示。

表１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测值个数 极小值 极大值 均值 标准差

人均纯收入（元） １７ １５７７．７４ ６９７７．２９ ３３１８．４０ １５５６．６９

人力资本（元） １７ １０２ ４２０ ２４３．０６ ９０．９２

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亿元） １７ ２７７４ １６０８８ ６６８３．９９ ３３８２．８１

农业机械总动力（亿千瓦） １７ ３．６１ ９．７７ ６．３４ １．９１

有效灌溉面积（万公顷） １７ ４９２８１ ６１６８２ ５４９６０．７６ ３４３５．１３

化肥使用量（万吨） １７ ３５９４ ５７０４ ４５９４．６５ ６３７．７５

农村用电量（万千瓦时） １７ １６５６ ７１４０ ３８４８．６２ １８４１．７８

　　五、人力资本、农业现代化与农民增收

的实证分析

（一）农业现代化水平

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将机械化和电气化看成

一个组分，将化学化和水利化看成另一组分，分别

提取各自适合的主成分，综合成单一因素，综合考

查其农业现代化水平的高低。在进行主成分分析

前，需对变量间的相关关系进行检验。本文采用

了Ｂａｒｔｌｅｔｔ球形度检验和ＫＭＯ检验法。各变量间
相关性检验结果如表２所示：

表２　ＫＭＯ，Ｂａｒｔｌｅｔｔ检验

农业现代化形式 提高生产率和单产 提高生产效率 提高单产

衡量指标 机械化、电气化、化学化和水利化 机械化、电气化 化学化、水利化

ＫＭＯ ０．７５ ０．７３ ０．７６

Ｂａｒｌｌｅｔ ０ ０ ０

　　从表２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出，Ｂａｒｔｌｅｔｔ检验结
果所对应的概率为０．００，在５％的显著性水平下
拒绝了原假设，说明原始变量系数矩阵不是单位

矩阵，变量间存在一定程度相关关系。从ＫＭＯ检
验值可看出，各主成分分析是否适合做主成分分

析的程度为一般。综合考虑，本文认为这些变量

间适合做主成分分析，并采用 ＳＰＳＳ１７．０软件对
各主成分得分进行了测算，具体情况如表 ３
所示。

从表３中可以看出，部分年份的部分主成分
得分为负，但后续分析需要对主成分得分取对数，

因此需对这些得分时间序列进行正规化处理。本

文采用了 ｓｉｔ＝Ｓｉｔ＋（ｍａｘＳｉｔ－ｍｉｎＳｉｔ）的转化方法，
其中Ｓｉｔ、ｓｉｔ分别表示第ｉ个主成分分析第ｔ年的原
始得分和经过正规化处理后的得分，ｍａｘＳｉｔ、ｍｉｎＳｉｔ
分别表示第ｉ各主成分分析第 ｔ年的原始得分中
的最大值和最小值，经正规化处理后各主成分得

分如表３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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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主成分得分

年份 Ｓ（Ｍ） Ｓ（ＣＷ） Ｓ（ＡＥ） ｌｎ（ｓ（Ｍ）） ｌｎ（ｓ（ＣＷ）） ｌｎ（ｓ（ＡＥ））

１９９５ －１．４７ －１．６２ －１．３１ ０．６０ ０．６２ ０．５９

１９９６ －１．２４ －１．２８ －１．２１ ０．７２ ０．７９ ０．６４

１９９７ －１．０５ －１．０３ －１．０７ ０．８１ ０．９０ ０．７１

１９９８ －０．８８ －０．７９ －０．９７ ０．８８ ０．９９ ０．７６

１９９９ －０．７４ －０．６３ －０．８４ ０．９４ １．０５ ０．８２

２０００ －０．６０ －０．５２ －０．６７ ０．９９ １．０８ ０．８９

２００１ －０．４７ －０．３７ －０．５５ １．０４ １．１３ ０．９４

２００２ －０．３３ －０．２９ －０．３８ １．０９ １．１６ １．００

２００３ －０．２４ －０．２８ －０．１９ １．１２ １．１６ １．０７

２００４ ０．００ －０．０４ ０．０４ １．１９ １．２４ １．１５

２００５ ０．２１ ０．１５ ０．２７ １．２６ １．２９ １．２２

２００６ ０．４５ ０．３８ ０．５２ １．３２ １．３５ １．２９

２００７ ０．７２ ０．６３ ０．８０ １．３９ １．４１ １．３６

２００８ １．０１ １．０２ １．００ １．４６ １．５０ １．４１

２００９ １．２６ １．２７ １．２４ １．５２ １．５６ １．４７

２０１０ １．５４ １．５５ １．５３ １．５８ １．６２ １．５３

２０１１ １．８３ １．８６ １．８０ １．６４ １．６８ １．５９

　　其中Ｍ表示以机械化、电气化、水利化和化
学化为代表的农业现代化水平。ＣＷ表示以化学
化和水利化为表现形式的农业现代化水平，ＡＥ表
示以机械化和电气化为表现形式的农业现代化水

平，Ｓ表示原始主成分分析得分，ｓ表示经正规化
处理后的主成分得分。

从主成分得分结果可以看出，无论是从总体

上，还是从 ＣＷ、ＡＥ所表征的农业现代化水平，都
表现出了强烈而显著的增长趋势，表明我国农业

现代化水平总体呈不断上升之势。

（二）单位根检验

为有效防止伪回归，需对变量的平稳性情况

进行检验，本文运用 ＥＶＩＥＷＳ６．０软件，采用ＡＤＦ
检验法对各变量的平稳性状况进行了检验，结果

如表４所示。

表４　单位根检验

时间序列 检验形式 ＡＤＦ值 ５％临界值 结论

ｌｎｙｔ （ｃ，ｔ，３） －２．９８ －３．８３ 不平稳

Δｌｎｙｔ （ｎ，ｔ，１） －３．９９ －３．７９ 平稳

ｌｎＭｔ （ｎ，ｎ，０） ９．１１ －１．９６ 不平稳

ΔｌｎＭｔ （ｎ，ｔ，０） －４．００ －３．７６ 平稳

ｌｎｓ（ＡＥｔ） （ｃ，ｔ，３） －２．９１ －２．９１ 不平稳

Δｌｎｓ（ＡＥｔ） （ｃ，ｔ，０） －３．５７ －３．０８ 平稳

ｌｎｓ（ＣＷｔ） （ｃ，ｔ，０） －２．６０ －２．６０ 不平稳

Δｌｎｓ（ＣＷｔ） （ｎ，ｎ，０） －２．５４ －１．９７ 平稳

ｌｎｈｔ （ｎ，ｎ，１） ０．８４ －１．９７ 不平稳

Δｌｎｈｔ （ｎ，ｎ，０） －２．１８ －１．９７ 平稳

ｌｎＫｔ （ｎ，ｎ，０） １．７８ －１．９６ 不平稳

ΔｌｎＫｔ （ｎ，ｎ，０） －１．７ －１．６ 不平稳

　注释：（ｃ，ｔ，ｎ）分别表示单位根检验方程中是否包含常

数项、时间趋势项以及待检测时间序列的滞后阶数，若不

包含时间趋势项或常数项，则以ｎ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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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单位根检验结果可以看出，ｌｎｙｔ、ｌｎｓ（Ｍｔ）、
ｌｎｓ（ＡＥｔ）、ｌｎｓ（ＣＷｔ）、ｌｎｈｔ和 ｌｎｋｔ均为非平稳时间
序列且均为一阶单整。

（三）协整检验

从单位根检验结果可知，各变量均为非平稳

时间序列，但各变量的单整阶数相同，存在协整的

可能性，具备进行协整检验的前提条件。本文采

用ＥＧ两步法，各模型协整检验结果如表５所示。
表５　协整检验

检验对象 检验形式 ＡＤＦ值 ５％临界值 是否平稳 是否协整

Ｍ模型残差 （ｎ，ｎ，０） －２．３６ －１．９６ 平稳 协整

ＨＭ模型残差 （ｎ，ｎ，０） －２．１１ －１．９６ 平稳 协整

ＡＥ模型残差 （ｎ，ｎ，０） －２．４５ －１．９６ 平稳 协整

ＨＡＥ模型残差 （ｎ，ｎ，０） －３．５１ －１．９６ 平稳 协整

ＣＷ模型残差 （ｎ，ｎ，０） －２．４２ －１．９６ 平稳 协整

ＨＣＷ模型残差 （ｎ，ｎ，０） －２．５７ －１．９６ 平稳 协整

　　（四）回归分析
协整检验表明，变量间存在长期稳定均衡关

系。为探明变量间的具体数量经济关系，运用

Ｅｖｉｅｗｓ软件采用 ＯＬＳ法对各模型进行了回归分
析，结果如表６所示。

表６　回归分析

　 Ｍ模型 ＡＥ模型 ＣＷ模型 ＨＭ模型 ＨＡＥ模型 ＨＣＷ模型

Ｌｎｓ（Ｍ） ０．３１ ０．１８７

Ｌｎｓ（ＡＥ） ０．１５ ０．１２７

Ｌｎｓ（ＣＷ） ０．３１ ０．９０

ｌｎｋ ０．６２ ０．１５ ０．６３ ０．２７ ０．４２ －０．３８

ｌｎｈ －０．９４ －０．６４ ０．５６

Ｃ １．９４ １．１５ １．７９ ９．３９ ６．９５ ４．２５

Ｒ２ ０．９６ ０．９６ ０．９６ ０．９９ ０．９７ ０．９７

调整的Ｒ２ ０．９５ ０．９５ ０．９５ ０．９８ ０．９７ ０．９６

Ｄ－Ｗ １．９６ １．１７ １．１１ ０．９７ １．２２ １．１３

　　　　　注：、、分别表示在１％、５％和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在１％的显著性水平
下，提高单产方式的农业现代水平的提高对农户

经营性收入的增加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提

高生产率方式的农业现代化对农户收入水平的促

进作用仅在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才显著，故在不
考虑农户人力资本水平的情况下，农业现代化水

平的提高对农户经营性收入的增加的推动作用主

要依靠化学化和水利化驱动。但当加入人力资本

变量后，提高单产的农业现代化对农户经营性收

入的增加的促进作用更为强烈，且人力资本对该

形式的农业现代化的作用方向为正，这说明以化

学化和水利化为代表的农业现代化与我国农户的

人力资本水平相匹配；但提高生产率的农业现代

化对农户经营性收入的促进作用有所减弱，其弹

性系数由０．１５下降为０．１７，与此同时，人力资本
对提高生产率的农业现代化的作用为负，这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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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当前我国农户的人力资本水平普遍偏低，掌

握的现代农业机械和电气化知识甚少，这严重阻

碍了我国农业现代化的整体推进。

六、小结

在过去的十多年内，我国农业现代化水平显

著稳定提升，当前我国农业现代化的推进主要以

化学化和水利化为主，机械化和电气化对农业现

代化水平的提升作用有限，在农业现代化整体评

价体系中话语权较弱，且由于当前我国农户人力

资本水平普遍偏低，不能满足机械化和电气化对

农户人力资本水平的需求，但却与化学化和水利

化为代表的农业现代化对农户人力资本水平的需

求相匹配。因此农户过低的人力资本存量与以机

械化和电气化为代表的农业现代化对农户人力资

本水平的需求间的矛盾是当前我国农业现代化进

程中的主要矛盾，在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中，要

注重加强对农户人力资本的投资。为实现该目标

农业生产主管部门可与其他相关政府部门协同攻

关，抽调有专长、懂业务、熟悉农业现代化工作的

精干力量组成农业现代化推进和农户人力资本水

平提高专项工作组，专司农业现代化水平的推进

工作，并在以下方面有所作为：

（１）强化基础教育和现有农村各形式各层次
教育资源在提高农户文化素质和人力资本水平中

的重要作用，合理调整教育资源在城市与农村中

的配置关系，改善农村教育软硬件设施，为农村子

弟提供更加完善的教育服务和教学体验，继续推

进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免费教育的政策，并根据各

地经济发展状况和财政实力状况，将免费教育层

次向高职高专扩展，进一步提高基础教育在农户

人力资本水平提高中的作用。

（２）积极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举办各种形式
和层次的农民专业技能教育，通过为其提供税收、

金融、土地、工商等方面的优惠政策，鼓励社会资

本进入教育行业，弥补政府财政教育经费不足的

缺陷，改善当前我国农村地区教育软硬件基础设

施相对落后的状况，填补农村地区农民接受职业

教育的空白。

（３）对农户主动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提供财政
补贴，调动给农户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性，提

高农户人力资本水平，弥补农户在进行人力资本

投资时的市场缺陷，助推农业现代化进程。

（４）派遣或聘请农机具专业科技人员深入农
户家中、田间地头，为农户讲解农机具工作原理、

操作方法、维修保养等知识，并通过操作示范等言

传身教的方式，加深农户对现代农机具相关知识

的了解程度，有效缓解农户对农业生产方式的变

革产生的恐惧感，降低农业机械化和电气化推进

的阻力。

（５）有效整合和利用当前“三支一扶”大学生
资源，合理引导大学农科和其他相关学科毕业生

到农村基层就业，并在人事、财政等方面提供有力

支持，建立起引导农业科技人员扎根农村、服务农

业的长效机制，充实农村农业科技推广力量，让现

代农业科技与人力资本水平较低的农户形成有效

对接，降低现代农业科技的推广阻力，加快现代农

业科技的成果转化、推广和普及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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