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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国现有从事农业的人才结构、数量和质量不能够满足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当前需要和未来发展需求,存在人才结构性失衡和错
位,涉农人才类型及其能力结构层面进行供给侧改革具有迫切性。 利用价值工程函数分析可知,具有突出专项能力的人才机会成本小、
贡献系数大,这种拔尖人才是促进供需持续性平衡的关键。 阐释了我国农业人才现存问题,阐述了我国农业人才需求的演变与趋势,剖
析了我国农业人才供需平衡条件,阐释了农业人才所需的能力体系,最后提出了我国农业人才能力建设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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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tructure,quantity
 

and
 

quality
 

of
 

existing
 

agriculture
 

talents
 

in
 

China
 

can
 

not
 

meet
 

the
 

current
 

needs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
tion

 

development
 

and
 

the
 

needs
 

of
 

future
 

development,with
 

structural
 

imbalance
 

and
 

dislocation
 

of
 

talents. The
 

types
 

of
 

agricultural
 

talents
 

and
 

their
 

ability
 

structure
 

need
 

to
 

carry
 

out
 

urgent
 

supply-side
 

reform. Through
 

the
 

function
 

analysis
 

of
 

value
 

engineering,it
 

could
 

be
 

seen
 

that
 

the
 

opportunity
 

cost
 

of
 

talents
 

with
 

outstanding
 

special
 

ability
 

was
 

small,and
 

its
 

contribution
 

coefficient
 

was
 

large. And
 

this
 

kind
 

of
 

top
 

talent
 

is
 

the
 

key
 

to
 

promote
 

the
 

continuous
 

balance
 

of
 

supply
 

and
 

demand.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existing
 

problems
 

of
 

agricultural
 

talents
 

in
 

China,ex-
pounded

 

the
 

evolution
 

and
 

trend
 

of
 

the
 

demands
 

for
 

agricultural
 

talents
 

in
 

China,analyzed
 

the
 

balance
 

of
 

supply
 

and
 

demand
 

of
 

agricultural
 

tal-
ents

 

in
 

China,analyzed
 

the
 

capacity
 

system
 

needed
 

by
 

agricultural
 

talents,and
 

finally
 

put
 

forward
 

the
 

countermeasure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gricultural
 

talent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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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实现 2020 年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而实施的

人才强国战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才工作

的决定》提出了“人才资源能力建设”的概念,要求以能力建

设为核心,大力加强人才培养工作。 依托农业生存发展的农

村农民,是全面实现小康社会最重要的被关注主体,因此农

业的发展有利于农村农民实现小康。 当今我国农业农村现

代化优先发展的产业新形势下,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

推进、环境保护生态约束加剧、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加快,诸
多产业政策的导向与落实,改变了农业产业的增值发展模式

和农业产业组织模式。 农业产业发展和产业组织中最核心

的资源要素是人才,人才最关键的人力资本是人才的核心能

力,人才核心能力能够形成企业和产业的竞争优势,最终形

成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我国农业现代化推进过程中,产业的

转型升级对人才能力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
1　 我国农业人才现存问题分析

通过实地调研、专家访谈、资料查阅,总结了我国农业产

业人才现状,并对现存问题进行了分析。 第一,我国农业产

业从事主体规模大,但从事主体整体能力水平偏低。 我国农

业“小规模、大群体”的特征明显,迄今为止我国有 8 亿多农

民,他们受教育水平低,知识化、组织化程度较低[1] ,偏好停

留在舒适区,对未知信息和领域的探索欲望低且存在恐惧

感,对新技术和事物的接受能力较低[2] 。 标准化是农业现代

化的前提,由于学习创新能力不足,这些主体不容易参与标

准化,劳动成本高、劳动效率小、劳动质量低,根据达尔文的

优胜劣汰理论,不能进行选择适应的主体会被淘汰。 第二,
生产体系中主体偏多,但经营服务体系中人才偏少。 农业产

业链链条较长,所涉环节主体较多,如加工业、经销、消费、农
资、生产等主体及各环节的运行服务主体,越向产业链上游

现代化理念意识越偏低[3] 。 不同主体之间的差异非常大,理
念不一,价值认同较难,导致不同主体的信念、激励、绩效等

机制设计不同,导致环节之间或全产业链条价值传递、目标

协同、行为规范的复杂程度较高,所从事的主体偏少。
 

第三,
涉农高校供给数量增加,但企业招聘难且招聘员工仍需要进

行二次培训。 虽然人才供给数量逐年增加,并未出现人才供

不应求的情况,但农业高校所培养的学生到农业领域就职的

意愿较低,部分学生选择就职于其他非涉农领域。 供给质量

方面,学校对人才的培养与新时期企业对人才的思维和能力

需求不匹配,学校所学知识与实践所需有差距,企业招聘人

才后需要进行长时间的二次技能培训和思维开发。 由此可

见,目前农业产业中的人才供给数量不少,但所供给的人才

类型及其能力结构存在缺位、错位等失衡现象,亟需进行人

才能力层面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人才供需平衡,推动

农业发展。
2　 我国农业人才需求的演变与趋势

2. 1　 从生产函数分析产业人才需求的演变　 根据 Cobb-
Douglas 生产函数,见公式(1),分析我国农业产业人才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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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演变。 在生产函数公式中,资产、劳动力、技术水平为关键

变量,其中 Y 为产出,L 为劳动力(即人才),K 为资源、资产

包括在内的资本;A 为综合技术水平,其大小与资产和劳动

力质量有关,二者质量等级越高,A 越大;α 和 β 分别为劳动

力和资产的产出弹性系数,其中包括技术系数、政策系数以

及其他影响因素系数。
Y=ALαKβ (1)
资本(K)和人才(L)均可细分为数量和质量。 资产质量

代表资产结构,如通用资产多则资产可流动性强,反之专用

资产多则流动性差;资产质量可用从其成长性、重置价值和

交易价值 3 个维度进行评估,资产质量越高意味着资产与人

才配置的函数越好。 资本与劳动力的关系体现为单位资本

配置劳动力的数量,农业现代化过程应注重人力资本与物质

资本的匹配。 例如,随着养殖规模的扩大,投入资产增加,原
有较低的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不匹配,则会导致风险增大、
损失增加。

A 用于反映技术结构水平,农业产业领域可用创新研发

投入占整体收入的比例表征。 创新研发投入可以体现在知

识产权指标上,知识产权越多意味着对知识量的控制力越

强,人才的综合层次水平越高,验证了对于农业产业而言发

展是第一要务,创新是第一动力,人才是第一资源。
农业产业经历了由资源到资产再到资本的阶段。 劳动

力与资源结合为最低级配置,几乎不存在知识产权,与资产

结合为中级配置,只有与资本结合才是最高级配置。 资源配

置阶段的劳动力多,属于劳动密集型阶段;当资产替代了一

部分劳动力,人员数量减少,属于技术密集型阶段;在资本增

值阶段,显著增加创新投入,与资产阶段相比劳动力数量规

模和质量结构均有所提升,属于资本密集型阶段。 我国农业

产业人才随产业发展阶段的演变趋势见图 1。 从图 1 可以看

出,我国农业产业会经历产业所需人才数量规模减少的阶

段,再逐步演变至对高等级质量结构的人才需求增加的阶

段,需要人才供给侧结构的改革升级。

图 1　 农业产业人才需求演化趋势

Fig. 1　 Evolution
 

trend
 

of
 

talent
 

demand
 

in
 

agricultural
 

industry

2. 2　 我国农业人才未来需求趋势的预判　 在当今科学技

术、商业模式、政策体制的推动下,我国农业产业正处于转型

升级的关键时期,未来“种养殖规模化、管理精益化、设备设

施智能化、全链条经营闭环平台化”是必然发展趋势[4] 。 我

国农业现代化推进新时期,因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进入,

未来农业产业人才的需求数量逐步增加,但所需人才的层次

水平要求较高,亟需战略型、应用型、服务型人才[5] 。
基于农业人才现存问题、未来农业产业发展趋势以及人

才需求演变的理论分析,可知未来农业现代化的推动,需要 3
种类型人才:与产业新引入的高端的科技、信息、装备、金融

等资源要素所匹配的高层次人才;具有面向产业实践的集成

创新、系统创新能力的复合型人才;能够跨产业链环节并跨

领域进行链接的界面性人才。
目前,农业产业人才的能力培养大多采用分段化的学知

识、做试验,缺乏经过情境化的训练,而农业产业实践系统较

为复杂,处于不可控的多因素作用的环境中,现有培养模式

难以适应新时期农业产业人才的需求[6] 。 未来农业产业发

展所需人才的数量规模、质量结构、层次水平与现存人才状

况和现有供给状况不平衡,加上人才培养的周期性,因此必

须进行农业产业人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满足当下和未来的

产业发展需要。
3　 我国农业人才供需平衡条件分析

利用价值函数分析人才供需平衡的条件。 农业产业人

才的供给渠道主要包括:①涉农高等院校或高等院校涉农专

业所提供的人才;②农业产业内部培养的行业人才;③信息

领域、金融领域等非涉农领域进入农业领域进行农业信息化

平台、农业供应链金融等产业融合的人才。 根据价值工程理

论,将人才供给方当期的所得效用与所有投入之比作为 t 时
期可获得的价值 Vs(t);将当期收入作为当期效用,即其获得

的薪资报酬,记为 P( t);当期投入包括 t 时期的实际平均成

本[actual
 

average
 

cost,记为 ACa( t)]和机会平均成本[oppor-
tunity

 

average
 

cost,记为 ACo(t)]。 构建人才供给方的价值函

数,见公式(2)。

Vs(t)= P(t)
ACa(t)+AC0(t)

(2)

　 　 农业产业涉农人才的需求方主要包括:①农业产业内的

企业;②涉农高等院校;③涉农的政府部门或事业单位,如中

国农业产业化龙头产业协会、中国农业机械流通协会、京津

冀蛋鸡产业协同发展联盟等行业联盟或协会。 根据价值工

程理论,将人才需求方当期的所得效用与所有投入之比作为

t 时期可获得的价值 Vd(t);当期收入是所获得的人才为公司

所带来的总体效用,包括直接显性贡献和间接隐性贡献,记
为 U(t);当期投入是其购买人才的当期时间精力所支付的

费用,即人才的薪资报酬,为 P( t)。 构建人才需求方的价值

函数,见公式(3)。

Vd(t)= U(t)
P(t)

(3)

　 　 2 个价值函数分别对 P(t)求偏导数,可得:
Vs(t)
P(t)

= 1
ACa(t)+ACo(t)

(4)

令:
Vd(t)
P(t)

= -U(t)
P2(t)

(5)

Π(t)= Vs(t)+Vd(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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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使供给方和需求方的总体价值最大化,则公式(6)求

对 P(t)求偏导数,可得:
Π(t)
P(t)

= 1
ACa(t)+ACo(t)

 

-
 U(t)
P2(t)

(7)

　 　 令
Π(t)
P(t)

= 0,可获得总体价值最大化的条件,即:

P(t)= U(t)×[ACa(t)+ACo(t)] (8)
则:

P(t)= U(t)×[ACa(t)×[1+
ACo(t)
ACa(t)

] (9)

人才供给方为人才需求方所做的效用 U( t)应是其所进

行的实际投入 ACa( t)的函数,设贡献系数为 k,且 k> 1,则
得到:

U(t)= k×ACa(t) (10)
将公式(10)代入公式(9),获得人才供需平衡的条件:

P(t)= ACa(t) k[1+
ACo(t)
ACa(t)

] (11)

由公式(11)可知,人才的薪资水平不仅由其实际平均成

本决定,还与
ACo(t)
ACa(t)

有关,当人才的当期机会成本过大时,其

所期望的薪资越高。 因此,某方面能力越是拔尖的人才,机
会成本越低,所期望薪资水平相对客观,企业也希望聘用这

种拔尖人才,需求方所希望支付的薪资与供给方所期望获得

的薪资水平相当。
从需求价值函数来看,贡献系数 k 越大,人才供给方可

能为产业需求方做出的贡献越大,对产业的吸引力越大;从
供给价值函数来看,k 越大,产业需求方愿意支付的价格越

高,对人才的吸引力也越大。 因此,产业人才需求方与人才

供给方之间形成良性循环吸引。
因此,产业更愿意招聘机会成本较小且贡献系数大的某

方面能力突出的拔尖人才,如具有环节专业技能、或环节之

间链接、或全产业链体系化运营等能力的高精尖人才,因此

人才能力结构维度的精准匹配是供需平衡的关键。
4　 农业人才所需的能力体系分析

为解决当今农业产业人才现存问题并满足未来农业发

展对 3 种类型人才的需要,新时期农业产业实践需要跨领域

跨环节的全产业链的知识体系、思维结构和创新素质,所需

要的人才能力包括以下 3 方面。
4. 1　 学习运用交叉融合知识的综合素质能力　 农业产业科

研成果的落地转化是价值链的延伸和实现,需要多领域、多
学科、多专业的交叉融合的“理论知识和技术方法”,才能完

成知识价值“发现与创造、认知与传导、评价与分配”的循环

过程。 细分领域上专门问题的科学研究主体,通常不能将科

研成果顺利转化,影响知识价值的循环。 交叉融合的知识和

方法影响不同主体对知识价值的认知与认同,以致关联主体

的协同度不同使得价值无法顺畅地传导和连接,导致知识价

值循环中所聚集、吸引的高端要素不同、所形成的组织形式

不同、所产生的组织杠杆效应不同、所形成的价值分配与激

励不同。 知识价值循环的不同组织形式,如农业产业的一体

化组织、战略伙伴、交易关系等,所承担的风险、收益、效率、
成本、机会都不相同。

面向农业产业需要“科学研究→技术方法→产品服务”
不断迭代提升的过程,需要交叉、集成、配套的体系化解决方

案。 农业产业链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系统,需要基于理论的多

学科教育、基于实践的多领域方向的科研、基于理论与实践

结合的多专业的知识和方法。 农业产业的人才,主要缺乏跨

界融合的知识体系以及面向终极应用和需求的技术与方法

集成。 因此,农业产业人才需要提升高效学习与运用多领

域、多学科、多专业交叉融合知识与方法的综合素质能力。
4. 2　 认识分析农业产业链巨系统的思维逻辑能力　 由原来

的单一领域方向、单一学科、单一专业,过渡到多个领域、多
个学科、多个方向,面临着许多的未知性、不确定性。 由原来

的舒适、可掌控的区域跨越到充满困惑和恐惧的不可控的、
未知边界的系统,需要具有思维逻辑能力形成思考与思路,
消除进入新的知识信息复杂系统的困惑与恐惧,实现价值的

提升与跨越。
依据农业产业链知识信息的复杂程度,可将其分为知识

信息舒适区、过渡区和恐惧区,不同的主体在不同区的价值

感知是不同的。 根据马斯洛的需求理论,可知:①在知识信

息的舒适区,该领域高层次人才感觉无聊无趣,所感知的价

值大多是负的;求知欲较高、勇于开拓的人感觉一般,所感知

的价值是较低的;追求安逸、不思进取的人感觉不错,所感知

的价值是较高的。 ②在知识信息的过渡区,高层次人才所感

知的价值升高、求知欲高的人所感知的价值稍有下降、追求

安逸的人所感知的价值直线下降。 ③在知识信息的恐惧区,
高层次人才从取得的创新成果中获得乐趣,所感知的价值非

线性增长;求知欲高的人会面临困难和困惑,所感知的价值

缓慢下降,直至知识信息复杂到使其所感知的价值有可能变

为负值;追求安逸的人会面临较大的恐慌和恐惧,所感知的

价值持续下降。 不同类型的主体对不同复杂程度知识信息

的价值感知见图 2。
　 　 为了获得跨领域、跨学科、跨专业的体系化知识和集成

的方法,需要提升处理复杂系统信息和解决复杂问题的思考

能力和思路能力,形成思维逻辑,更好地获得交叉融合的知

识和方法。 因此,农业产业人才需要提升系统认识与分析农

业产业链这一巨复杂系统的思维逻辑能力,包括结构思维逻

辑、系统思维逻辑、创新思维逻辑。
4. 3　 促进产业多链融合的组织机制创新能力　 农业产业链

的中上游创新链为下游价值链提供依据和支撑,下游价值链

实现、放大上游创新链的价值。 现今农业产业链的“微笑曲

线”几乎变成“哭泣曲线”,由原来的侧重创新链上游、侧重价

值链下游的“双高”变成了“双低”,原因在于上游对下游的

科学支撑不够、中游的生产服务不完善、下游对上游的价值

经营不足。 根据俄国 Genrich
 

Altshuller 的“TRIZ 理论”分析

可知,主要原因是缺少中间链接上下游的“服务桥”,“服务

桥”的缺失源于组织人才、机制制度的创新不足,见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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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农业产业不同主体对知识信息的价值感知

Fig. 2　 Value
 

perception
 

of
 

different
 

subjects
 

in
 

agricultural
 

in-
dustry

 

to
 

knowledge
 

and
 

information

图 3　 产业链上中下游提升示意

Fig. 3　 Lifting
 

diagram
 

of
 

upstream,midstream
 

and
 

downstream
 

in
 

industrial
 

chain

　 　 农业产业链由“哭泣曲线”向“微笑曲线”的转变,需要

通过中游组织机制的创新促进人才的开发和制度的变革,提
升服务链,达到逃出洼地、走向双高的目标。 农业产业链上

游创新链与下游价值链的结合需要价值重构和价值创造,需
要相匹配的组织实现价值,因此需要组织创新。 不同产业组

织所需要的特定人才结构不同,需要特定情境场景下合适人

才的胜任力、核心能力、竞争优势的培养、开发、培训;不同的

组织所需要的可持续运行机制不同,需要关联主体的驱动、
传导、响应、反馈机制创新,进而推动相适应制度的变革。

农业产业链多链融合过程中需要协同创新、集成创新、
体系化创新与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自主创新[7] ,需要农业

产业人才具有认识和分析产业链的思维逻辑能力、交叉融合

运用知识和方法的综合素质能力,促进农业产业链价值的发

现创造、评价认同、交换分配、循环留存。 因此,农业产业现

代化需要具有组织、机制创新与制度变革能力的人才。
综上所述,3 种能力的辩证关系如下:产业链融合的组

织机制创新能力(能力 3)有利于认识分析产业链系统的思

维逻辑能力(能力 2)的形成,进而有利于学习运用交叉融合

知识的综合素质能力(能力 1)的形成,能力 3 也能促进能力

1 的形成,同时能力 1、能力 2 均能促进能力 3 的形成。
5　 我国农业人才能力建设的对策

我国农业产业人才资源的能力建设,需要通过政府、社会

以及各类机构所开展的各种教育和培训活动,塑造、改善、培
育、拓展人才资源发挥作用的环境和空间,不断增强其学习能

力、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从而提高其对产业的贡献能力[8] 。
5. 1　 提高对农业产业主体的价值认同　 现今从事农业种养

殖业的主体年龄大多在 45 岁以上,这部分群体的孩子都不

愿意接替继续从事农业,而且这部分群体自身也不愿意其后

代继续从事农业,根本原因是“去农文化”的存在。 许多人对

农业存在偏见,一提到“农”就认为是位置低的、弱势的、低价

值的。 采用高者向下降格、低者向上升格的对策,提升对从

事农业人才的价值认同和尊重。
根据能量势差理论[9] ,农业产业的发展,需要将高位的

人向下降一些,将低位的人向上升一些,使得产业主体越来

越靠近越容易凝聚,促使产业主体分化并使得能力得到提

升,产业发展的整体方差变小,集中度提升,高效完成发展的

目标,带动整个产业人才水平的提升,使得产业组织水平得

到提升,促进产业整体竞争力的上升。
涉农的政府公职人员、科教研究人员、整合产业资源的

企业家等都需要“下降”半格,务农主体需要“上升”半格,拉
近心理距离,引导扶持农业的现代化发展。 低位主体提升程

度最高,受益最多,高位主体提升程度相对较小,高位主体起

到公益带动帮扶的作用,低位主体发展得到激励,为农业产

业吸引更多的人才。
5. 2　 注重专业与综合能力的差异化培养　 农业产业链上游

的主体相对比较爱静、比较专,下游的主体相对比较爱动、比
较活,能够将上下游融合联通的人才需要依靠集体型、团队

型、联合型 3 种类型的“学习型组织”进行以上 3 种能力的提

升。 依据人才的性格禀赋,需要进行差异化的能力培养。
农业产业链中,上游注重基于政府的科教创新逻辑、下

游注重基于产业的市场价值逻辑、中游注重基于工程的企业

系统逻辑,基于上述分析高校应重点培养能够利用科学与产

业的工程化系统集成解决方案的服务主体。 若进行融通上

下游的界面人才能力建设,农业产业链的上游人才需要在集

体型学习组织中进行开发,农业产业链的下游人才需要在团

队型学习组织中进行培训,农业产业链的中游人才需要在联

合型学习组织中培养。
因此,农业产业人才能力建设需要区分主体类型,通过

开发、培训、培养,提升面向领域方向的综合能力、面向专业

学科的专业能力,形成产业人才梯次结构,打造农业全产业

链发展的新模式(图 4)。
5. 3　 完善涉农高校的培养和考核体系　 教育是人才资源能

力建设的基础。 农业高校作为一种重要的农业产业人才的

供给渠道,需要针对未来的需求,改革现有的培养目标和定

位、培养体系和方案,真正为农业产业的现代化推进输出所

272 　 　 　 　 　 　 　 　 　 　 安徽农业科学　 　 　 　 　 　 　 　 　 　 　 　 　 　 　 　 　 　 　 　 　 　 　 　 　 2019 年



需要的匹配的人才。 依据未来农业产业所需的人才能力体

系,针对学术专业型的科学研究类人才和专业应用型的产业

实践类人才等建立不同的培养体系和考核体系。

图 4　 综合能力与专业能力改善示意图

Fig. 4　 The
 

improvement
 

of
 

comprehensive
 

and
 

professional
 

ca-
pacities

同时,目前农业高校对于教师的考核体系主要是科学研

究相关文章发表情况的考核,对于服务产业的考核体系具有

弹性而缺乏刚性,使得教师进行产业服务的机会成本大,忽
视了全产业链系统的知识体系的掌握和认知实践能力的培

养,服务产业发展难度增加。 农业高校应当建立关于教师的

科研考核、教学考核、产业服务考核三重考核体系,进行三重

激励、三重分配,有效促进了产学研的合作,加强人才的利

用、培养和开发。
6　 展望

在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的推进过程中,土地的规模化、
畜禽圈舍的规模化会使得种植业、养殖业朝着机械化、标准

化、智能化发展,使得产业主体进行分化,产业链上游的主体

大部分将被淘汰,且其不愿从事农业的后代也会进入城市。
我国农业产业转型升级中这 2 代人的就业与生存值得研究,
转型升级后是否仍然具有发展空间、城镇是否能够提供足够

的就业空间有待进一步研究。
人才供给方的价值函数中,仅用当期所获得的薪酬作为

其当期所获得的效用具有局限性。 根据马斯洛的需求理论

可知,所获得的效用还包括隐性间接的效用,例如所在农业

产业组织中所获得的自我价值实现所带来的心理与精神层

面的效用、所处组织中的组织文化氛围所带来的身体与心灵

层面的效用等,这些效用可能是正的,也可能是负的,有待进

一步研究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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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 加强传统知识、农业生物遗传资源、地理标志、植物新

品种、专利、商标等多种类型农业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
管理,完善当归农业知识产权保护。
3. 9　 保护与运用农业知识产权　 保护与运用农业知识产

权,发挥知识产权在道地性保护、农业科技创新驱动发展、农
耕文化传承发展提升、区域公用品牌打造等方面的作用,提
升经济活力、创新力和竞争力,推进当归产业知识化,发展知

识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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