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业高职人才供求分析 

文/黄晓辉 周 静 

   农业高职人才是指能够适应农业和农村经济建设发展的、满足农业和农村生产、建设、管理
及服务第一线需求的高等技术应用性人才。农业高职人才必须具备与高等教育相适应的基本知识、
理论和技能，掌握相应的新知识、新技术和新工艺，以较强的实践动手能力和分析、解决生产实际
问题的能力区别于普通高等教育培养出的人才。 
   一、农业高职人才的需求状况 
   农业高职人才需求是指各级各类用人单位对高职毕业生的需求。从宏观上讲，由于我国是农
业大国，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关系到中国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问题，没有农业、农村的现代
化，就没有真正的工业现代化，农村现代化，最根本的是人的现代化，是农村居民的现代化，而要
实现农村居民的现代化，就需要提高现有农村居民的整体素质，并不断充实各类高级专门人才。从
微观上讲，农业产业化问题、农民素质问题、农村建设问题、农产品开发及推广应用方面都迫切需
要大批适应市场需求的高素质、高技能的劳动者。因此，无论从服务“三农”还是社会主义新农村
建设，都需要大量农业高职人才。并且随着社会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社会各行各业的发展步
伐加快，一些新型的行业层出不穷，这就使得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呈现出快节奏和多元化的特点。 
   二、农业高职人才供给状况 
   农业高职人才供给的主体是各类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几年来，广大农业高职院坚持为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方向，立足农业和农村经济建设对各类技能人才的需求，为社会培养和输送了
大批高质量的高技能人才。然而，由于社会对人才需求的多变性和现时性以及人才需求信息反馈的
滞后性，使一些高校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存在着一系列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主要是：在专业设置
上，不少学校不是以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需求特别是新生产业、新的岗位群需求为依据，而是局
限在现有的专业教师上，有什么教师就设什么专业，从而使传统专业培养的人才越来越多，而农业
现代化建设急需的高技能人才不能及时培养出来，像农业标准化、农产品质量监督检测、农业外经
外贸等方面的人才当前社会急需且需要量非常大，但能够培养这方面人才的农业高职院却比较少。 
   三、以社会需求为导向，实现农业高职人才的市场均衡。 
   通过上面的分析不难看出，农业高职人才的供给，在总量上与我国农业、农村经济建设的发
展需求相适应，但在结构上却存在着较为突出的矛盾，由于社会需求制约着职业教育的供给， 劳
动力的流向影响着职业教育的专业结构和专业设置，这使得传统专业人才供大于求，现代农业建设
急需的“上手快、能力强”的高技能人才却供不应求，这种人才结构从数量性紧缺向结构性紧缺的
转变，致使毕业生的就业问题日益突出，严重地制约了社会经济发展和高等职业教育的健康发展。
实现供求平衡就是使供求双方的愿望都得到满足，社会不存在人才过剩或短缺，并能够人尽其才。
解决好供需矛盾，实现市场均衡的最有效的措施就是要以就业为导向，不断完善农业高职人才培养
的途径和办法。 
   1、要树立正确的办学理念和人才培养目标。要认真落实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和《国务院
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精神，树立职业教育要“为经济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服
务，为促进就业和再就业服务，为农业、农村和农民服务，为推进西部人开发服务”的现代农业高
职教育新理念。以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需要为依据，以就业为导向，以实施岗位能力教育为本位，
以技术与技能培养为主线，以学生基本素质、职业岗位业务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培养为核心，
深化教学运行体制和管理体制改革，突出实践教学，促进产教结合，大力培养“下得去、用得上、
留得住”的农业高技能人才。 
   2、要制定与农业高职人才培养目标相适应的运行途径。 
   首先，在专业建设方面，一定要深入农村、深入市场进行调查，掌握市场对高职人才需求的
现状与未来的趋势，要本着有利于推动区域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有利于培养适用对路人才以及适
度的预见性、超前性等原则制定专业规划，专业设置面应根据实际情况尽可能放宽，进一步打破专
业设置界限，积极培养复合型的技术应用型人才并及时根据就业状况做好专业调整。 
   其次，要制定全程实践教学计划，突出和加强实践教学。职业技能的培养，重在训练，重在
实践。突出实践教学，确立实践教学的主体地位，是构建新的农业高职人才培养模式的首要任务。 
   第三，要以产教结合为先导，以职业教育教师资格标准为基础，以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为重
点，切实加强“双师型”师资队伍建设。要根据各专业的实际情况，制定“双师型”教师标准和培
养计划。让教师定期到生产第一线参加锻炼，进行培训，不断提高教师的素质、能力和水平。 

 



   第四，要推进制度创新，积极进行教学改革，建立灵活的教学管理制度和教学运行机制。要
进一步优化教学内容，主动面向生产；优化教学过程，突出能力和技能培养；优化教学手段，加强
电化教学；优化教学检测机制，不断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总之，利用供需平衡理论，正确地分析农业高职人才供求矛盾，建立农业高职教育有效的市
场机制，做到高职教育与市场需求一致，构建农业高职教育新的人才培养模式，是当前一项十分迫
切的任务（作者单位：辽宁沈阳农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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