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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乡村振兴的关键是人才，如何办好农村教育以促进我国农村人力资本发展，更好服

务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不仅需要立足现在，还需要着眼未来。本文围绕如何优化不同年龄段教

育资源投入以提高农村教育和人力资本投资配置效率这一科学问题，在梳理人力资本培育领域

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农村学龄前教育、义务教育、后义务教育以及成人教育等方面存

在的问题、挑战和实践经验。结果表明农村不同年龄段教育资源存在错配现象，0～6 岁儿童学前

教育投入亟待加强，农村义务教育服务均等化有待改善，在如何利用现代信息技术等手段提高农

村教育服务质量上存在改善空间。最后，本文基于国内近年相关研究实践就提高农村教育和人

力资本培育提出了相应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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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乡村振兴，人才是关键”，

并特别强调要推动乡村人才振兴，把人力资本开发

放在首要位置，强化乡村振兴人才支撑。2021 年

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

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见》，要求通过大力培

养本土人才等方式，在农业生产经营、农村二三产

业融合发展、乡村公共服务、乡村治理和农业农村

科技等领域培育支撑我国实施乡村振兴发展战略

所需人才。因此如何办好农村教育以促进我国农

村人力资本发展，更好服务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助力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策问题。
为了全面实现到 2050 年我国乡村全面振兴，

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宏伟目标，“三步走”的

时间表还将跨越近 30 年。教育和人才培养规律加

上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长期性决定了服务于乡村

振兴战略实施的教育和人力资本发展政策不仅需

要立足现在，还需要着眼未来。农村教育服务提

供、人力资本培育以及农村人才培养要同时兼顾服

务当前 和 未 来 30 年 我 国 乡 村 振 兴 战 略 实 施 的

需要。
人力资本培育是一个跨越全生命周期的长期

累积过程。服务未来 30 年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需

要也决定了农村教育和农村人力资本培育必须从

娃娃抓起，涵盖 0～3 岁婴幼儿早期发展、3 ～ 6 岁儿

童学前教育、义务教育、后义务教育以及成人教育

等各个阶段。考虑到教育不仅为受教育者带来直

接受益，不同阶段教育服务可能存在不同正外部性

等特点，可能将导致农村教育和人力资本培育服务

存在资源错配情况，因此如何优化不同教育阶段教

育资源的投入以提高农村教育和人力资本投资的

配置效率是一个亟待回答的重要科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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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育和人力资本投资相关理论

教育和人力资本培育需要遵循大脑生长和发

育规律。脑科学研究结果表明，大脑发育包括主要

由基因调控的诱导、神经元增殖和迁移，以及越来

越依赖于个体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神经元连接、髓鞘

形成和修剪等后续过程( Carey，1990) 。为了满足

结构和功能优化需要，大脑在发育前期会生成大量

的神经元以及神经元连接( Katz 等，1996) ，但只有

和其他神经元形成连接并持续传导电化学信号的

神经元会保留下来，最终形成一个具有强大功能、
更高效的复杂大脑结构; 髓鞘形成贯穿人的整个生

命周期，可将神经元间的信号传递速度提高 100 倍

以上( Carey，1990) 。
教育和人力资本培育还需要遵循脑科学和心

理学等学科的相关理论。大脑发育过程遵循一定

规律，且存在敏感期。大脑结构的基础在生命早期

通过一系列连续的动态相互作用逐步建立，其中环

境条件和个人经历对基因的表达方式有重大影响。
特定经历影响特定发育阶段特定大脑回路的时段

称为大脑发育敏感期( Hess，1973; Knudsen，2004) 。
大脑结构中不同部位的敏感期发生在不同年龄段

( Council，2000) 。处理不同感觉刺激信号的敏感

期往往在出生前或出生后几年内结束( Daw，1997;

Jones，2000) ，而处理复杂信号( 例如语言和更高级

的认知功能等) 的敏感期则在出生后几年内出现。
大脑发育敏感期的经历在塑造大脑能力方面发挥

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原因在于敏感期结束后要改变

大脑特定神经回路将更为困难。大脑发育在敏感

期之外的其他时间段也会继续发育，因此大脑发育

存在较强的可塑性，且这种可塑性会长期持续，例

如负责学习的神经回路，会继续调整其结构以响应

整个成年时期的经历 ( Buonomano 等，1998; Keu-
roghlian 等，2007) 。此外，即使是敏感时期形成的

神经回路也会继续保持一定程度的可塑性( Bergan
等，2005; Karmarkar 等，2006) 。脑科学和心理学等

学科关于大脑发育的上述研究发现为如何开展农

村教育和人力资本培育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经济学的相关研究也表明，对儿童提供有质量

的教育服务等方面的人力资本投资将产生最大的

经济回报( Knudsen 等，2006) 。相对而言，对困境

儿童( 如农村地区儿童和低收入家庭儿童等) 提供

教育服务和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率更高，且随着儿

童年龄增加，教育和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率将会逐

步降低( Knudsen 等，2006) 。上述研究发现进一步

为如何开展农村教育和人力资本培育以支撑乡村

振兴战略实施需要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和实践

指导。

三、我国农村劳动力的受教育状况

在进一步分析支撑我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

农村教育和人力资本发展路径前，有必要先了解我

国农村劳动力教育情况。为此，本研究以 8 个有一

定全国代表性的大型调研数据库为基础①，汇总合

并后分三步进行样本筛选。首先，剔除年龄低于

16 岁以及大于 65 岁的非劳动年龄人口。第二步，

剔除从未有过就业史的个体，但保留有工作或处于

失业状态但正在寻找工作的个体。第三步，分别采

用两种筛选方法选取有受教育信息的农村样本。

方法一根据受访者当前居住地进行判断，保留当前

居住地为农村的个体后得到 62291 个样本，下文称

为“农村居住地样本”; 方法二根据受访者当前户

口进行判断，保留当前户口为农村户口的个体后共

得到 78082 个样本，下文称为“农村户口样本”。
本节主要关注的结果变量是农村劳动者受教

育年限。在 8 个数据库中，有些直接给出了受访者

的受教育年限( “八省调查”数据库) ，有些则给出

了受访者最高受教育阶段( CGSS 数据库) 。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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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 2019 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 CHFS)



只给出了受教育阶段的数据库，本文将受教育阶段

转化为教育年限，以便于进行汇总和分析* 。同时

本文还进一步生成了性别、年龄和是否从事非农就

业三个变量，以便于考察农村劳动年龄段人口中不

同群体受教育年限的特征。考虑到 8 个数据库中

某些数据库存在部分省份样本偏多的情况，本文根

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中各省人口占比数据，用样

本省份人口占比除以该省份样本量作为每个样本

的权重。表 1 报告了权重调整后的农村劳动者受

教育年限的分析结果。

表 1 农村劳动年龄人口的受教育年限 ( 年)

项目 农村居住地样本 农村户口样本

全部样本 7. 8 8. 1

性别

男性 8. 7 8. 8

女性 7. 0 7. 5

出生时间

1950—1959 5. 8 5. 8

1960—1969 7. 0 7. 1

1970—1979 7. 7 7. 8

1980—1989 9. 8 10. 0

1990—1999 11. 4 11. 7

2000 年以后 10. 2 10. 3

就业类型

农业就业 6. 8 6. 4

非农就业 9. 1 9. 1

基于上述 8 个具有一定全国代表性的大型调

研数据的分析，农村劳动年龄段人口平均受教育年

限仅 8 年左右。具体而言，基于农村居住地样本的

平均数是 7. 8 年，基于农村户口样本是 8. 1 年。从

人口统计学和就业特征来看，农村居住地样本( 农

村户口样本) 中 53% ( 54%) 为男性，47% ( 65%) 从

事非农就业，平均年龄为 45. 8 岁( 45. 1 岁) 。两套

样本在人口统计学和就业特征方面的差异体现了

受教育程度更高、更年轻的农村户籍劳动者更愿意

迁往城市居住，并寻求更多的非农就业机会，而有

城市户口的劳动者并未迁往农村居住。
无论是基于居住地还是基于户口算，不同群体

间也存在一定差异。农村劳动年龄人口中女性、农
业就业者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显著低于男性和从事

非农就业的劳动者。分年龄段来看，越年轻的劳动

者平均受教育年限越高。农村居住地样本( 农村

户口样本) 中女性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 7 年( 7. 5
年) ，远低于男性的 8. 7 年( 8. 8 年) ，稍低于初中毕

业水平。这反映出女性农村劳动者在受教育机会

方面可能还面临一定程度的性别不平等。
从出生时间看，随着年龄增加，劳动者的平均

教育程 度 越 低。农 村 居 住 地 样 本 ( 农 村 户 口 样

本) 中 1950—1959 年出生的农村劳动者平均受教

育年限尚不足 6 年。而成长于《义务教育法》实施

后的农村劳动者的平均教育年限均超过了 9 年，其

中 1990 年以后农村劳动者的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

了 11. 4 年( 11. 7 年) ，接近高中毕业的水平。2000
年后农村劳动劳动者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稍小于

1990—1999 年出生的农村劳动劳动者，原因可能

在于部分高学历农村青年尚未结束学校教育因而

—34—

罗仁福等: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教育和人力资本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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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踏入劳动力市场。
从就业类型看，非农就业劳动者教育程度要高

于农业 劳 动 者。农 村 居 住 地 样 本 ( 农 村 户 口 样

本) 中农业就业者的平均受教育水平 6. 8 年( 6. 4
年) ，显著低于非农就业者的 9. 1 年。导致上述现

象的原因可能来自于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从需

求角度看，和农业就业相比，非农就业对劳动者的

受教育水平、技能水平、认知和非认知能力有着更

高的要求，需要高素质劳动者。从供给的角度看，

非农就业的工资回报比农业就业更高，因此能吸引

教育水平较高的农村劳动者从事非农就业。非农

就业对农业就业形成了“人才虹吸效应”，或许不

利于我国农业产业向高值农业和现代农业转型。

四、我国农村教育和人力资本培育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 一) 0～3 岁儿童早期教育

我国农村 0～3 岁儿童人力资本培育面临巨大

挑战。从服务提供角度看，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

在幼有所育上取得进展，但农村地区幼有所育公共

服务提供基本处于缺失状态。作者研究团队使用

贝利婴幼儿发展量表评估了我国陕西、河北、云南、
贵州、河南 5 省低收入农村儿童以及北京、郑州和

西安三市的流动儿童共计 3353 个 0 ～ 3 岁样本儿

童的早期能力发展状况，发现高达 85%的样本儿童

在认知、语言、运动和社会情感四种能力中，至少有

一种能力存在发育滞后，其中 49%的农村样本儿童

存在认知能力发展滞后，52%的样本儿童存在语言

能力发展滞后，53%的样本儿童存在社会情绪能力

发展滞后，运动能力发展滞后占比也有 30% ( Wang
等，2019) 。根据作者研究团队对近 10 年我国 19
个农村儿童能力发展评估研究( 涵盖近 20000 名

0～3 岁儿童) 相关结果的分析，也发现类似的结

论。进一步分析表明，导致贫困农村 0 ～ 3 岁儿童

早期能力发展滞后的主要原因是营养不良( 42%的

样本儿童存在贫血) 和缺乏有助于促进其能力发

展的养育环境( 例如家长很少给宝宝讲故事、读故

事书、唱儿歌和玩亲子互动游戏等) 。
( 二) 3～6 岁儿童学前教育

我国农村面向 3～6 岁儿童的教育和人力资本

培育也面临较大挑战。在 2011 年我国正式实施学

前教育行动前，我国农村学前教育投入低，普遍存

在服务短缺和质量差的状况，农村地区儿童学前教

育入园率很低，3～6 岁儿童能力发展滞后的情况也

较为普遍，学前教育服务大多是由私人提供( Luo
等，2012) 。较高的学前教育费用成为制约农村儿

童接受学前教育的主要障碍。
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农村学龄前儿童有园上的

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但是“入园贵”和“上好园”依

然面临较大挑战。根据北京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

院和中国农业政策研究中心的 2022 年八省调查的

分析，随着国家学前教育行动计划的实施，农村学

前教育服务有所改善，但样本村有幼儿园的比例仍

然仅有 43%，农村学前教育服务提供短缺的情况仍

然存在。根据 Chen 等( 2021) 湘西 2 县 26 所农村

幼儿园的调研数据，2021 年虽然农村适龄儿童基

本上都有园上，但 27%的儿童上的并不是离家最近

的幼儿园，29%的儿童需要由看护人带着孩子在幼

儿园附近租房以方便入园，给家庭造成了额外的经

济和时间负担。从入园费用来看，一年一个孩子的

托幼费达到 2060 元，占当年当地农民人均纯收入

的 36%。
与此同时，农村幼儿园的师资和儿童发展状况

令人担忧。和城市幼儿园相比，农村幼儿园专任老

师短缺。根据国家统计数据，2018 年我国农村幼

儿园阶段的幼儿 /专任教师比为 26∶1，远高于该

年城市幼儿园的 14∶1。由于编制、职称、收入等

方面原因，农村幼儿园教师队伍极不稳定，教师流

动性 大，不 利 于 儿 童 的 成 长 与 发 展 ( Yang 等，

2021) 。根据前述湘西 2 县 26 所农村幼儿园的调

研数据，约 1 /3 的 3 ～ 5 岁在园儿童罹患不同程度

的贫血，言语理解能力和工作记忆方面处在临界或

低弱水 平 的 比 例 分 别 为 31% 和 21%，远 远 高 于

8. 9%的全国常模( Chen 等，2021) 。
( 三) 九年义务教育

虽然我国农村地区义务教育经过多年发展已

经取得显著成效，但是城乡学生学业表现仍存较大

差距。2020—2021 年一项针对我国中部省份 36
所城市小学和 9 所农村小学 7647 名样本学生的调

查显示，城市小学语文教师第一学历为大专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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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占比显著高于农村小学，但农村学校与城市学校

在生均建筑面积和生均教育经费并不存在显著差

异，某些方面( 例如生师比、语文教师职称) 甚至稍

好。但从学生学业表现来看，无论是语文、数学还

是阅读成绩，城市本地儿童的表现最优，其次是就

读于城市小学的农村户口的流动儿童，再次是父母

双方全年陪伴的农村儿童，而农村留守儿童的相关

表现则最差。
进一步的分析发现，城乡学生家庭教育和课外

辅导的差异也是造成这一差距的主要原因之一。
城市学生有更多机会获得家庭教育与课外辅导，城

市家长有更高的教育水平、有能力且愿意花更多的

时间 辅 导 孩 子 学 习 ( 黄 艾 丽 等，2007 ) 。基 于

2020—2021 年一项针对我国中部省份 36 所城市

小学和 9 所农村小学 7647 名样本学生调查数据的

分析，发现农村学生在家庭成员最高学历、家庭辅

导、家庭阅读等方面和城市学生间存在较大差距

( 见表 2) 。在家庭成员教育水平、家庭对作业的重

视程度以及家人陪同学生读书方面，从高到低排序

分别为城市本地儿童，农村户口流动儿童，父母全

年陪伴的农村儿童以及农村留守儿童。通过比较

儿童参与课外辅导的时长，发现城市本地儿童日均

用于辅导班和兴趣班的总时长为 131 分钟，位居四

类儿童首位，然后分别是农村户口流动儿童( 104
分钟) ，父母全年陪伴的农村儿童( 83 分钟) 以及农

村留守儿童( 81 分钟) 。

表 2 城市儿童与农村儿童家庭教育状况

项目
( 1)

农村留守
儿童

( 2)
父母在家
农村儿童

( 3)
城市流
动儿童

( 4)
城市儿童

组间差异
( 2) －( 1)

组间差异
( 3) －( 1)

组间差异
( 4) －( 1)

家庭最高教育水平为
大专或以上占比

0. 13
( 0. 34)

0. 20
( 0. 40)

0. 26
( 0. 44)

0. 73
( 0. 45)

0. 07( 0. 02)
＊＊＊

0. 12( 0. 02)
＊＊＊

0. 59( 0. 02)
＊＊＊

对学生作业重视程度
高家庭占比

0. 52
( 0. 50)

0. 64
( 0. 48)

0. 65
( 0. 48)

0. 69
( 0. 46)

0. 12( 0. 03)
＊＊＊

0. 13( 0. 02)
＊＊＊

0. 17( 0. 02)
＊＊＊

家人陪学生阅读或读
书给学生听占比

0. 52
( 0. 50)

0. 66
( 0. 47)

0. 80
( 0. 40)

0. 83
( 0. 37)

0. 14( 0. 03)
＊＊＊

0. 28( 0. 02)
＊＊＊

0. 31( 0. 02)
＊＊＊

日均 课 外 辅 导 时 长
( 分钟)

80. 70
( 162. 80)

83. 00
( 102. 50)

104. 00
( 124. 10)

130. 80
( 132. 30)

2. 31( 11. 50) 23. 30( 7. 16)
＊＊＊

50. 10( 6. 81)
＊＊＊

观测值 739 452 2512 6908 1191 3251 7647

注: 括号内为标准误，* 、＊＊、＊＊＊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水平上显著

( 四) 高中阶段教育

中等职业教育在提高农村学生高中阶段入学

率上发挥重要作用。2002 年《国务院关于大力推

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规定》要求面向农村的

年招生规模达到 350 万人( 国务院，2002) ，在“面

向农村招生、面向中西部招生，面向贫困地区招

生”等招生政策的推动下，中职教育规模大幅扩

张。全国高中阶段招生规模已经由 2002 年的 1150
万增加到 2010 年的 1707 万，普职比也由 2002 年

的 1. 42 降低到了 0. 96，职业教育学生占高中阶段

学生的 51%。虽然后期有所下降，到 2018 年职业

教育学生占高中阶段学生比例回落到 41%。根据

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在 2020 年对全

国 24 个省份 399 所中职学校的抽样调查，农村户

口学生占中职学生总数高达 62%，而统一居民户口

和非农户口的学生占比分别为 23%和 15%。近年

大量农村学生接受中职教育显著了提升农村地区

高中阶段教育入学率( 杨娟等，2020) 。
但是，大量农村学生接受职业教育( 而不是普

通教育) 对缩小城乡差距的长期影响却并不明晰。
首先，中等职业教育目前面临着教育质量不高的问

题。有研究发现，相对于上非重点普通高中学生而

言，中职学生在校期间不仅没能显著提升学生的专

业知识，还导致学生通识知识退步，辍学率增加。
一些旨在促进中等职业教育质量提升的政策也被

证明未能达到显著的效果。同时，中职教育质量和

普职 5∶5 硬性分流压力还有可能加剧社会分层。
在现代社会，教育制度是社会分层的原因和结果。
中上阶层的孩子更可能进入普高，毕业后获得更高

地位的职业; 而社会底层的孩子更可能进入中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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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了他们获得( 高质量) 高等教育机会和相应更

高地位的职业的可能性，最终限制了社会流动，达

到“有效维持社会不平等”的目的。
最后，即便同样在中职学习，城乡学生也表现

出显著的差异。根据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

研究所在 2020 年对全国 24 个省份 399 所中职学

校的抽样调查，本文发现农业户口学生与非农户口

及统一居民户口的中职学生在专业选择、职业证书

以及未来就业计划上都存在显著的差异( 见表 3) 。
与非农业户口及统一居民户口生源的中职学生相

比，农业户口学生进入信息技术、加工制造、财经商

贸专业的比重更高，进入文化艺术与医药卫生专业

的比重更低。在职业证书方面，农业户口学生在中

职期间取得相关职业证书的比重更低。在未来计

划上，与非农户口及统一居民户口的中职学生相

比，农业户口学生计划参加升学考试的比例更低。
而在未来就业选择上，与非农户口及统一居民户口

的中职学生相比，农业户口学生显示出更高的从农

意愿。

表 3 样本中职学校不同户口类型学生就读专业、在校学习、未来计划及就业意向

项目
( 1)

农业户口
( 2)

非农业户口
( 3)

统一居民户口
差异

( 1) －( 2)
差异

( 1) －( 3)

专业大类占比

信息技术 0. 20 0. 17 0. 18 －0. 03＊＊＊ －0. 03＊＊＊

加工制造 0. 12 0. 10 0. 11 －0. 02＊＊＊ －0. 02＊＊＊

财经商贸 0. 10 0. 09 0. 12 －0. 01＊＊ 0. 02＊＊＊

教育 0. 11 0. 10 0. 11 －0. 01 0. 01*

文化艺术 0. 07 0. 14 0. 13 0. 07＊＊＊ 0. 06＊＊＊

医药卫生 0. 08 0. 12 0. 07 0. 04＊＊＊ －0. 01*

交通运输 0. 08 0. 08 0. 05 －0. 00 －0. 03＊＊＊

其他 0. 24 0. 20 0. 23 －0. 03＊＊＊ －0. 01*

参与技能大赛备赛占比 0. 22 0. 22 0. 23 0. 00 0. 01*

取得职业资格证书占比 0. 24 0. 28 0. 31 0. 04＊＊＊ 0. 06＊＊＊

计划参加升学考试占比 0. 75 0. 80 0. 77 0. 05＊＊＊ 0. 02＊＊＊

就业从农意愿( 1～ 5，数值越高
从农意愿越高)

3. 08 2. 86 2. 87 －0. 22＊＊＊ －0. 21＊＊＊

观察值个数 31421 6579 14237

注: * 、＊＊、＊＊＊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水平上显著

( 五) 成人教育与培训

我国农业正处在转型发展关键时期，农业生产

结构转变，农业新技术应用、农业劳动力转移需求

等都对 农 民 素 质 提 出 了 更 高 要 求 ( 黄 季 焜 等，

2022) ，我 国 的 农 村 成 人 教 育 取 得 了 一 定 成 效。
2003—2020 年，我国农村成人文化技术培训学校

累计培训结业 6. 73 亿人次，是 2020 年乡村就业人

员数的 2. 34 倍。农村实用人才培育、高素质农民

培育等政策也为乡村振兴培养了大量人才，2020
年我国农村实用人才总量达到 2254 万人，其中高

素质农民 1700 万( 人民日报，2020) ，为目前我国乡

村振兴人才培育和保障做出了重要贡献。
我国农村成人教育仍面临一些挑战，表现为培

训规模下降，且农村转移劳动力非农就业培训中政

府作用发挥有限。近年来，我国农村成人文化技术

培训规模总体呈下降趋势，农村成人文化技术培训

学校的培训结业人次数量由 2003 年的 5765 万人

下降至 2020 年的 2132 万人，培训结业人次占乡村

就业人员比重也由 2003 年的 12. 14%下降至 2020
年的 7. 41%。农民工培训上也呈现类似趋势，我国

农民工接受培训的比例由 2009 年的 48. 9%下降至
2017 年的 32. 9%。农民工中接受过非农职业技能

培训的比例也仅在 30%左右。尽管国家自 2003 年

起倡导流出地及流入地政府对农民工提供培训
( 国务院办公厅，2003) ，但两者均供给不足。调查

显示，当前我国农民工培训的主体以企业、行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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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培训机构等为主，多数培训为以盈利为目的收费

培训项目，高成本阻碍了农民工的参与 ( 杨东梅

等，2019) 。从流出地来看，北京大学 2022 年对全

国五个省份 179 个村开展的“乡村振兴战略智库数

据平台建设项目”调研显示，超过 80%的样本村在

2021 年未通知开展过非农就业培训，开展过非农

就业培训的样本村中，参与培训的人次数量平均也

仅占村内总劳动力数量的 15%左右。

五、我国农村教育和人力资本培育实践

面向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和在幼有所育服

务上取得进展的需要，一些社会机构、专家学者和

地方政府相关部门合作，从 2014 年开始在我国贫

困农村地区开展 0～3 岁儿童早期发展服务试点项

目。依托这些项目，作者及其研究团队开展了多个

随机干预实验研究，探索不同类型儿童早期发展服

务对农村儿童早期发展和家庭科学育儿的影响。
2014 年启动的相关研究主要探索乡镇计生工作人

员工作转型( 从负责计划生育工作到指导家长科

学育儿) 对儿童早期能力发展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 Sylvia 等，2021) 。该研究的样本包括陕西省商洛

市 131 个村 592 名 18 ～ 30 月龄的样本儿童及其照

养人，干预模式是培训乡镇计生工作人员，让他们

通过每两周一次家访的方式带着玩具和绘本到干

预组家庭为婴幼儿照养人提供科学育儿指导服务。
研究结果表明，和对照组儿童及家庭相比，干预组

家庭接受乡镇计生干部的科学育儿服务后，干预组

儿童的认知能力有显著提高，其中家庭在育儿时间

等投入方面的增加和照养人科学育儿技能的提高

是实现儿童早期能力成长的关键。异质性分析结

果表明，那些认知能力发展落后的儿童以及家庭科

学育儿方面投入低的儿童在接受乡镇计生干部提

供的科学育儿服务中受益更大。值得注意的是，乡

镇计生干部在提供科学育儿服务后还显著改善了

干群关 系，村 民 对 乡 镇 计 生 干 部 的 好 感 度 显 著

提高。
考虑到乡镇计生干部通过家访提供科学育儿

服务在今后服务推广方面可能存在的挑战，在上述

研究基础上，作者及其研究团队进一步探索利用村

级层面资源提供科学育儿服务的可行有效和可推

广的模式。为此开展随机干预实验分别研究村级

卫生工作人员通过家访提供科学育儿服务，以及通

过村儿童服务中心提供科学育儿服务促进农村儿

童早期能力发展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在贫困地区

农村开展的利用村级卫生工作人员通过家访提供

科学育儿服务的随机干预实验研究涵盖河北和云

南两省 43 个行政村的 449 对 6 ～ 18 月龄儿童及其

照养人。该研究仍采用每两周一次的家访模式为

干预组儿童及其家庭提供科学育儿服务。研究结

果表明，干预一年后和对照组儿童相比，为期一年

的家访服务促进了儿童认知能力发展( 0. 24 SD) ，

并使儿童罹患腹泻的风险降低 8. 1%，家庭科学育

儿能力也有显著改善( Luo 等，2019) 。在陕西省商

洛、汉中和安康市 100 个行政村开展的包括 1720
名 6～24 月龄儿童的随机干预实验项目研究了在

村儿童服务中心使用当地服务人员提供科学育儿

服务对儿童早期发展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

果表明，以村儿童服务中心为基础，面向农村家庭

的科学育儿服务能显著提高家庭育儿方面的物质

和时间等投入，但对儿童早期发展的影响要小于家

访服务模式的干预( Sylvia 等，2022) 。作者及其合

作伙伴对过去 20 年 10 篇关于中国农村儿童早期

发展服务的随机干预实验研究的效果进行综述

( Emmers 等，2021) 。该综述的结论和上述研究结

果基本类似，也就是通过提供科学育儿服务可以有

效的促进 0～ 3 岁儿童早期发展，改善照养人的科

学育儿知识、技能和实践。
在学前教育阶段，贫困农村儿童的发展不仅受

制于学前教育服务提供不足，还受到学前教育服务

质量不高的制约。在我国河南鲁山县开展的针对

150 名 4 岁儿童的学前教育有条件现金资助随机

干预实验研究显示( Wong 等，2013) ，包括学费减

免和以出勤率为条件的现金资助干预，不仅可以有

效提高入园率，出勤率也提高了 35%。然而该干预

对儿童的能力发展没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主要原因

在于学前教育教学和设施等质量差。
如何改善义务教育阶段我国农村地区义务教

育儿童学业水平，缩小城乡教育差距对实现乡村振

兴至关重要。为了探索可行有效促进我国农村地

区义务教育学生和城市流动儿童家庭教育辅导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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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对学生学业表现的负面影响，作者及其研究团队

借鉴国际经验，在陕西农村和北京打工子弟学校为

义务教育阶段儿童提供计算机辅助学习服务，目的

是提高农村义务教育学生和打工子弟学生的学业

表现。2011 年在陕西农村学校为义务教育学生提

供计算机辅助学习的随机干预实验中，通过在学校

利用课外时间使用计算机及其配套学习软件对寄

宿制学生开展每周两次、每次 40 分钟的数学课外

辅导，研究样本为陕西省 72 所农村学校的 4000 多

名三年级和五年级学生( Mo 等，2014) 。研究结果

表明，和对照组相比，接受计算机辅助学习服务的

学生数学成绩显著提高了 0. 16 个标准差。2010
年秋季学期在北京打工子弟学校开展了类似的计

算机辅助学习服务研究，样本学生来自北京市 43
所农民工子弟学校 98 个班的 4103 名学生，随机干

预试验研究结果显示，利用课外时间免费为流动儿

童提供的计算机辅助学习服务能显著提高学生的

学习兴趣、干预组学生的标准化数学测试成绩提高

了 0. 15 个标准差，且父母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学生

从该项目中获益更多( Lai 等，2015) 。
“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科学有效地实

施教师绩效考核对提高义务教育资源利用效率具

有重要作用。为了探索可行、有效的教师绩效工资

方案，作者团队于 2013 年在陕西和甘肃随机抽取

16 个县 216 所农村学校的 243 名教师及其近 1 万

名学生作为样本，采用随机干预试验研究方法，开

展了为期一年多的政策模拟试验。该研究将样本

教师随机分成 4 组，分别为 1 个对照组和 3 个干预

组。一是“成绩的绝对值组”，该组教师的绩效工

资将取决于教师所在班学生在某一次考试( 即学

年末考试) 中的成绩; 二是“成绩的增加值组”，该

组教师的绩效工资将取决于教师所在班学生在一

段时期内两次考试成绩的变化即增加值; 三是“成

绩增加值的百分位组”，该组教师的绩效激励方案

将成绩好的学生和成绩差的学生分开比较，即“好

的跟好的比，差的跟差的比”。研究结果表明，与

对照组相比，平均而言，基于成绩绝对值的激励奖

金方案和基于成绩的增加值的激励奖金方案，对学

生的成绩没有显著影响，但是，“基于成绩增加值

百分位”的激励奖金方案显著提高了学生数学成

绩( 0. 12 个标准差) ( Loyalka 等，2019) 。
虽然有学者开始关注后义务教育阶段及成人

教育方面存在的问题和挑战，但目前仍缺少针对后

义务教育阶段及成人教育不同类型实践的科学影

响评估研究，需要在今后开展更多研究。

六、结论和政策建议

通过研究本文发现我国农村劳动者的受教育

程度仍然较低，不利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和

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需要进一步采取措施提高我

国农村劳动力教育水平和人力资本。我国农村教

育和人力资本投资方面资源配置确实存在和脑科

学、心理学以及经济学相关理论不匹配的情况，集

中体现在大脑发育敏感期( 主要集中在学前教育

阶段，特别是 0 ～ 3 岁阶段) 投资不足，农村义务教

育学生学业表现低于城市，中职教育质量低，成人

教育培训规模下降和人力资本投资成本效益不高

等方面。
基于 上 述 研 究，本 文 提 出 如 下 政 策 建 议。

( 1) 进一步加大学前教育阶段教育投入力度，提高

农村学前教育服务可得性及质量，给 0 ～ 3 岁儿童

家庭提供科学育儿知识和技能培训，为农村学龄前

提供有利于其大脑发育的环境条件和个人体验，为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人力资本培育打下长期坚实

基础。( 2) 在义务教育阶段，考虑到农村教育服务

存在的问题和挑战，建议发挥现代信息技术优势，

整合利用优质教育资源提高农村义务教育质量，弥

补农村家庭教育资源的不足，完善现有教师激励体

系激发教师的积极性，提高农村儿童人力资本培育

成效。( 3) 在后义务教育阶段，提升职业教育质

量，适当加强后义务教育阶段通识教育内容，让农

村学生不仅有学上、能学好，有效提升农村学生人

力资本，还要帮助学生为将来深造、就业和发展打

下更坚实基础。( 4) 在成人教育方面，完善农业职

业教育与培训体系，建立涉农职业学校、农业科研

院所、农业企业、农广校、农技推广部门等多主体积

极参与的农业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以市场需求和

农民需求为导向建立多层级培养机制，针对不同培

养对象和目标，分类、分层次进行培养，推进农业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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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职业资格认证制度，保障教育与培训的标准与质

量，同时促进不同类型、不同层次教育与培训间的

对接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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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velopment Path of Ｒural Education and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in the Context of Ｒural Ｒevitalization

LUO Ｒenfu，LIU Chengfang，TANG Yalin，TIAN Zhilei，YI Hongmei

Abstract: The key to rural revitalization lies in talents. To ensure that rural education help lay a
solid human capital foundation to better support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Ｒural Ｒevitalization Strategy，

we need to look ahead based on the present. This paper focuses on optimizing the distribution of educa-
tion resources in different stages of the life－cycle to improve the allocation efficiency of rural education
and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s. Based on reviewing the literature of human capital cultivation，we ana-
lyze the problems，challenges，and experiences of rural preschool education，compulsory education，

post－compulsory education，and adult education in China. The results show a mismatch in educational
resources across different stages of life cycle in rural areas. The investment in preschool education for
children aged 0 － 6 needs to be strengthened，and the equalization of rural compulsory education
services needs to be improved. There is room for improvement in using moder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other methods to enhance the quality of rural education services. Finally，based on recent relevant
research practices in China，this paper proposes several policy recommendations for improving rural ed-
ucation and human capital culti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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