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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民工职业教育：需求及其模式创新 

——基于制造和服务业 1141 个农民工的问卷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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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 25 省市区制造业和服务业 1 141 份农民工问卷调查发现，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需求强烈。现有的农

民工培训模式如农民工自发培训模式、政府主导的公共职业教育培训模式、企业培训模式和职业院校参与的教育

培训模式存在内容简单、培训体制不健全、培训经费短缺、经验欠缺、门槛较高以及缺乏针对性等问题。为此，

应借鉴国内外职业教育的成功经验，创办新型农民工职业大学，创新现有高职教育和广播电视大学办学模式，以

增强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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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questionnaires from peasant workers of 25 provinces in China, the paper found that, in one hand, 

peasant workers dem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strongly, in the other h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is the training 

mode of peasant workers exist many problems. The paper then proposed to establish peasant workers vocational school, 

referring to the domestic and abroad successful experience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innovate current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radio & TV university to meet peasant-worker demand for vocation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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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农民工问题一直

是社会科学研究的热点，但是专门针对农民工职业

教育培训的研究并不多，关于农民工培训模式的研

究更少。“在制度性歧视面前，与农民工培训问题

有关的‘发展问题’研究难以引起大多数学者的重

视。”直到 2003 年《2003－2010 年全国农民工培

训规划》这个首次专门针对农民工培训问题的文件

颁布，才真正引起学术界的高度关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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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是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的意义。这方面研

究成果最多。学者一致认为，大力发展农民工职业

教育不仅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需要，也是为经济

社会建设输送高素质劳动者，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协

调发展的重大举措。发展农民工职业教育有利于推

动就业、促进农民工市民化、促进产业升级和社会

和谐。[2-6] 

其二是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模式的构成要素

与分类。一般认为，农民培训模式主要由培训目的、

培训目标、培训主体、培训客体、经费来源、培训

内容、培训规则和培训评价体系等要素构成。按照

培训主体划分，农民工培训模式主要包括农民工自

发培训模式、政府为主导的公共职业培训模式、职

业院校主导培训模式、企业培训模式、非营利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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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培训模式和多元化农民工培训模式等。[7-9] 

其三是针对现有培训模式存在的问题提出对

策。学者普遍认为，职业教育培训要紧密结合农民

工的就业、培训意愿、重视培训的社会理念，[10]建

立机制以强化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激励、政府政策

及经费投入、规范各级培训机构、职业教育培训测

评等等，[11]需要加强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的研究并

循序渐进地切实推行。 

在此基础上，笔者拟选取制造业和服务业中职

业发展较好的农民工进行问卷调查与访谈，就农民

工职业教育培训的需求及其模式创新展开探讨。 

二、农民工对职业教育的需求分析 

笔者 2010 年 6～8 月分别选取以从事服装制

造、电子制造业和服装、皮具、精品商店导购及物

流服务业为主的农民工进行问卷调查。考虑到四类

农民工中，建筑业和零散就业农民工职业发展空间

极其狭小，制造业和服务业农民工存在较大职业发

展空间，因而重点选取制造业和服务业调查。其中，

制造业农民工的调查区域主要有珠三角(广东)、长

三角(上海、浙江)、沿海(福建)、中部(湖南)和西部

(四川)等 6 个省市；服务业的调查区域则涉及 23 个

省市区，一般选取省会城市的核心商圈的重点商

场、商业街、机场和高档酒店内的服装、皮具或精

品商店。总共涉及我国 25 个省市区横跨电子、制

衣与服装品牌、皮具皮鞋、五金电器、家具、百货、

机场与酒店、医疗器械与制药、机械及物流等 10

多个行业。选取这些省市区和工业、行业的原因还

在于笔者曾在东莞跨国公司工作 11 年，有除了西

藏、台湾等省份以外的其他所有省市区农民工同

事；最近 10 年从事的管理顾问工作涉及到多个行

业，有大量熟悉的优秀农民工，这为大范围的调查

提供了便利。 

调查实施之前，笔者分别在珠三角、湖南和四

川农民工中多次征询，而后设计出问卷初稿，在小

范围作了三次试调查。鉴于试调查中发现完全未经

历过升级、升职的初级农民工大多因概念不清，或

缺乏职业发展经验和感受而填写混乱，已升级、升

职的农民工对职业发展的各个问题回答比较真切

可信，所以调查时强调尽量选取职业发展较好的农

民工填写问卷。共收回调查问卷 1 403 份，有效调

查问卷 1 141 份。 

本次调查的农民工中，女性占 60.5%，多于男

性(39.5%)。其中，制造业男性 54.1%，女性 45.9%；

服务业男性 20%，女性 80%。这与调查选取的行业

有关，如核心商圈特别是男装专卖店中服务业女性

偏多。年龄方面，以年轻力壮的为主，20 至 40 岁

的农民工占 89.7%，其中 20～30 岁的占七成。30

岁以上的农民工中，制造业领域有 27.6%，服务业

中 17.7%。文化程度方面，小学学历者占 1.5%，初

中学历者占 34.6%，高中或中专学历占 55.3%，大

专学历占 8.6%。总体而言，受调查者学历层次尚可，

这与调查选取的职业发展较好的农民工对象有关

业。事实上，农民工群体中具有高中文化程度以上

者大多具有职业发展优势，他们也期望得到大专毕

业生类似的职业发展机会。经济收入方面，整体偏

低。年收入 1～3 万元的占 76%，其中，800～1 800

元/月(1～2 万元/年)的占 49.2%，1 801～2 500 元/

月(2～3 万元/年)为 26.8%。收入低的主要原因是人

力资本弱势。 

农民工接受职业教育培训的经历方面，得到入

职或入城培训者为 22.9%，受过单项或一个岗位技

能培训者为 25%，接受多项或不同岗位培训者为

20.4%，受过管理技能培训者为 15.5%。15.1%的农

民工没有得到任何职业培训。这相对于 2005 年《中

国农民工调研总报告》中未得到任何职业培训的农

民工 76.47%的比例降低了很多，[12]说明近年农民

工培训覆盖率已大幅提升。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农

民工反映，培训不够系统性，一些培训内容自己并

不感兴趣。 

农民工对职业教育培训的需求意愿与特征方

面，希望通过学习和参加职业技能训练而得到职业

发展的为 80.6%，只有 3.4%的受调查者表示“参不

参加无所谓”，说明大多数农民工对职业教育培训

的需求强烈。而且，初中毕业工作 2 年以上的农民

工中有 22.4%的希望在职获得职业教育方面的大专

学历，他们认为，自己务工半年的积蓄再加上在职

的收入能够承担接受职业教育的学费。他们期望通

过参加职业教育培训从而在所从事的行业和企业

获得更好的职业发展机会。打工经历中他人接受职

业教育和继续学习得到职级、职位提升以及随之而

来的待遇提高无疑也激发他们的积极性。调查表

明，农民工最希望接受的职业教育培训项目依次

是：工艺技术+管理技能培训(44.73%)、管理技能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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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21.12%)、工艺技术培训(9.9%)、维权知识培训

(9.4%)以及公民社交礼仪等知识培训(9.3%)，前三

者均与农民工个人升职、升级有关，反映了农民工

接受职业培训时的现实考量。他们往往从短期的视

角认为，参加职业培训既要付出包括学费、书费和

杂费等直接成本，又要丧失机会成本，如果学习的

内容与升职、升级无关，无疑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用他们的话说就是要“短平快，职业教育培训期间

就能升级加薪”。这也说明培训机构要将“理论知

识”与“职业技能训练”有机地结合起来。学历低

的农民工急需补充理论知识，但如果不同时进行职

业技能训练，理论知识与工作实际可能就是两张皮

粘不到一起而对农民工没有实际帮助。与农民工的

深度访谈还发现，农民工参加职业教育培训的前提

是不能耽误收入，否则他们不愿意。他们担心如果

脱产接受培训，“经济上受损失，也负担不起学费。” 

三、现有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模式及其缺陷 

1. 农民工自发培训模式 

它主要是指传统的跟师学艺。跟师学艺模式能

让农民学到手艺表面上不用交学费，对贫困农民工

具有很大吸引力。有学者调查发现，这种传统小规

模培训模式目前在农民工培训中发挥了主导作用，

但是只能停留在小规模的传统手工操作上，不能满

足社会发展需要。这是因为，师徒制缺乏系统性，

培训的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实际上很高，有些培训

内容与农民工所需不匹配。[13]亦工亦农兼业制约培

训投入、培训体制不健全与供需渠道不畅。[14]组织

机制与机构无序、未能真正引入市场机制、教育培

训手段落后导致效果不均衡，青年农民工未能认识

到这种教育培训模式的潜在价值。[4] 

2. 政府主导的公共职业教育培训模式 

比较典型的有“阳光工程”和“温暖工程”。

它们一般是由政府或政府管理下的民间组织牵头

组织一定的经费和培训力量在一定范围和地区对

需要帮助的对象实行各种形式的援助。我国在农民

工转移培训相关政策中规定的以及在实践层面真

正实施的以这种培训模式为主。有研究者认为，政

府直接参与农民工培训存在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

如“政府失灵”、数量质量不高。在农民工培训的

过程中存在普遍的不完全市场和不充分信息问题，

完全可能产生“政府失灵”现象，因此，政府直接

干预农民工培训不奏效。此外，这种模式存在着资

金投入不足、培训设施薄弱、机构规模小、师资短

缺、导致培训数量与质量难以提高，难以满足市场

对农村劳动力的技能需求。 

3. 企业培训模式 

我国 2010 年颁布的新政策中特别强调要发挥

企业培训的作用。有关研究也认为，企业具有对农

民工提供培训的可能性，只要市场机制能产生合适

的激励，而且企业提供的培训更具有针对性、培训

效果也更好。但这种模式因为农民工的流动性使得

培训更具有“溢出效应”、企业追求利益的最大化

决定它会选择没有培训的农民工、农民工集中的行

业只需从事简单劳动等，这些因素决定企业参与农

民工培训的意愿不强。 

事实上，农民工企业内部培训通常不足，尤其

是旺季，企业往往要求农民工加班加点，多数企业

一个月只在发工资的翌日放假 1 天。即使是愿意培

训农民工的企业，由于不了解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

的方法，培训内容简单，大多是一些岗前培训即入

职与安全培训，谈不上对农民工进行系统性和针对

性的培训。通过对相关企业的深入调查发现，有些

企业名为“培训”，实为“教训”。企业培训的目

的是为了让农民工提高工作效率。一般在农民工出

现差错时才培训，因此出现一些追查责任、教训式

的所谓“培训”。 

4. 职业院校参与的教育培训模式 

职业院校参与培训，在专业设置、教学内容、

师资队伍、实践基地和就业信息服务等方面具有明

显优势，如能建构与运行社会多元支持系统，高职

院校在农民工培训中的优势能得到更好发挥。同

时，职业院校在开展农民工培训实践中还存在很多

问题：在目前政策设计中，培训工作基本考虑的是

区县的中职校、技校等，很少考虑高职院校的介入，

导致高职院校介入农民工教育培训工作的动力不

足；教育观念滞后、办学模式僵化、培训经费短缺、

经验欠缺；现有高职院校及成人高等教育在农民工

教育培训方面设置了较高的门槛，农民工必须通过

成人高考等方式才能获得机会，这对于以初中文化

程度为主的农民工群体来说，能克服种种困难参加

正式职业教育的是极少数人。 

总之，现有高职院校与成人高等教育等职业教

育培训体系，远不能满足农民工的职业教育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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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对其颇有怨言。表 1 显示，面向农民工的高

职及成人教育，包括电大、函授与自学考试等办学

形式的负面评价达到 65.9%。 

表1  农民工对高职院校教育培训的评价 

问题项 选项人数 % 

教材紧密联系工作实际 231 10.2 

教材与工作实际没联系 439 19.4 

教师教书有丰富经验和深刻理解 232 10.2 

不能快速增长职业技能 238 10.5 

只有理论无实际操作知识 564 24.9 

组织教学对学员规定不符合实际 72 3.2 

主要是收费，然后走过场发文凭 489 21.6 

四、农民工职业教育模式的创新 

鉴于农民工职业教育的需求未得到满足以及

现有职业教育培训模式的缺陷，亟需借鉴国外成功

经验，创新农民工职业教育模式，重点是创办新型

农民工职业大学，创新高等职业教育，改革广播电

视大学办学。 

1. 创办新型的中国农民工职业大学 

面向市场创办农民工职业大学必须坚持学历

教育和职业技能训练并重的办学方针，树立包括职

业教育、技术教育与培训在内的大职业教育观念，

实行“零距离”教学，探索建立与农民工市民化相

适应的开放办学模式。 

为适应和服务于职业升迁目的性、流动性强的

中国农民工对于职业教育的需求，新型农民工职业

大学办学模式可借鉴美国阿波罗社区教育模式的

经验，[15]将办学目标锁定为文化程度和收入相对较

低但职业升迁愿望强烈的农民工群体。同时实行阿

波罗模式连锁经营，逐步扩张经营网络的覆盖面。

阿波罗教育模式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租用校舍而不

需圈地，无需宿舍、不独占教室，大部分教师为兼

职教师，成本运作较低，资金限制少。国内的“新

东方”就是借鉴阿波罗教育模式开展连锁经营多校

区的成功案例。因此，新型农民工职业大学应在农

民工集中的工业园区设立连锁教学网点，送教上

门，授课时间也要考虑农民工工作的特点。 

资金来源方面，考虑到农民工职业教育极大的

社会公益性，新型农民工职业大学的资金来源除农

民工的学费外，也应该包括中央政府、输入地政府

和所服务企业的资助。可以按一定比例和项目确定

中央政府、输入地政府和所服务企业的分担费用。

农民工学费标准的确定应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

上，以初中毕业工作 2 年以上的农民工在当地的职

业收入足以承担学费为妥。同时对于经济困难的学

员应允许其弹性处理学习时间段以减轻或去除学

费压力。当然，农民工职业大学成功创立独立品牌

后也可以考虑上市融资。 

课程模式可引进国际劳工组织开发的MES职

业技能模块组合，[16]力求学习单元灵活方便、内容

简明扼要，并适于农民工自学，符合其“短、平、

快”并节省费用的培训要求。实践表明，特色课程

是形成职业教育培训独立品牌并获得社会真正价

值认同不可缺少的要素，学员愿意为高质量的品牌

课程支付相应的高学费。新型农民工职业大学的课

程设置对于农民工要有针对性和实用性，如对部分

农民工精英开展“管理技能培训”就可聘请丰富经

验的企业高管，更多地以典型案例和实操训练包括

所在公司实景讨论来组织培训课程。教师应组织小

组课后交流并主导讨论答疑。毕业论文可采用企业

诊断咨询报告等多种形式。基于此，新型农民工职

业大学应坚持专兼结合，即专职讲师+经理兼职，

加强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技能训练原则上必须由

经验丰富的公司经理来教学。 

总之，应将阿波罗式模式和 MES 课程模式贯

通，在学习美国社区职业大学的基础上融合中国成

人和职业教育具体国情，形成独特高效的中国农民

工职业大学办学和课程教学模式。 

2. 创新高等职业教育办学模式 

目前，一方面是高职院校招生不足，另一方面

是对高职教育有着强烈需求却缺乏诉求机会的庞

大农民工群体。因此，高等职业教育若要获得持续

发展，应适当调整办学面向，将农民工群体作为其

事业发展新的支撑和增长点。各地区的高职院校要

与所在地区产业升级发展规划相适应，主动服务于

产业结构调整。高等职业教育要真正为农民工和产

业升级服务，不能仅仅停留在以农民工就业为导向

的教育培训上，还要考虑为农民工的职业发展提供

所需的高层次职业教育培训。 

具体而言，高职院校必须深化教育教学改革，

实现办学模式等一系列创新。其一是要从单纯的职

前教育转向就业之后的职业发展所需的各层级各

阶段的职业技能训练。其二是聘请经验丰富并且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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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培训能力的企业高管承担职业技能训练教学，

能有效解答农民工实际工作中的问题。其三是全面

推行学分制或弹性学分制度。职业教育和技能训练

是农民工进行的人力资本投资，但由于农民工自身

的局限，社会各界与高职院校应最大限度减轻其经

济压力，为其完成学业提供便利。其四，建立农民

工职业教育成本分摊机制。教育培训能提高农民工

职业技能和劳动效率，企事业等用人单位效率也必

然得到提高，也是职业技能训练的受益者，应当承

担部分成本，这也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

法》的制度安排。其五，高职院校可以成为新型中

国农民工职业大学、广播电视大学的同盟者，通过

联办实现设施、教员、经验、品牌等优质资源共享。

总之，要通过创新努力使高职院校成为农民工低入

学门槛、低学费、高水准的职业技能训练的职业教

育培训服务平台。 

3. 改革广播电视大学办学模式 

广播电视大学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产物，取得了

巨大成绩。应当说，广播电视大学教育系统及其现

代远程开放教育办学模式，在培养生产、服务一线

应用型专门人才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17]对农民工

进行现代远程教育优势明显，对于开展农民工职业

教育培训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如电大的全国网络

能满足农民工学习时间不确定、流动性强、学习地

点变化等要求，其网上学习交作业等方式可以大大

方便农民工。为此，应利用该优势，改革办学模式。 

一是加强校企合作。针对农民工的培训，要重

视产业部门的作用。在有条件的企业，根据用工需

要按照一定比例设置农民工预备岗位，结合岗位开

展针对性培训。政府及有关部门应采用减免税或税

前抵扣培训费用等措施对企业给予支持，调动企业

参与的积极性，加快建立农民工劳动预备制度，实

现培训、转移、就业一体化，使培训更加直接、实

用、有效。 

二是创新教学培训模式。加大对农民工培训的

创新力度，可以增强农民工的岗位适应性，对促进

他们的再就业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要改变传统的

“请进来”的培训模式，大胆尝试“走出去”的培

训方法，集中指导，现场演练相结合。农民工习惯

于眼见为实的经验感性模仿学习，理论联系实际并

能够演示出来才能让农民工有切身感受。如果没有

紧密联系实际的当场辅导，他们不经过必要的感性

认识和经验思维则难以理解和接受。因此，应为农

民工提供切合实际需要的尊重农民工经验感性学

习模仿特性的模拟实战演练式的职业技能训练。 

为保证培训效果，电大对农民工的培训还应打破

以往单纯的“讲课——听课”教学模式，变“一锅式”

培训为“分灶式”培训，变“被动式”培训为“主动

式”培训，变“派出去”学习为“请进来”培训，以

多元化的培训方式满足农民工需求的多样化。 

参考文献： 

[1] 俞雪琴.社会流动视角下的农民工教育培训[J].教育探

索与实践，2007(9)：85. 

[2] 张志增 .论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J].职业与教育，

2011(7)：7-10. 

[3] 张红雨.论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教育[J].现代农业科技，

2010(5)：373. 

[4] 温州企业直奔东莞“围猎”技工 东莞技工荒再添新堵

[N].东莞日报,2011-04-19. 

[5] 简新华.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的农民工问题研究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21；24-25. 

[6] 刘叶云，游钊. 中国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评价体系的

构建[J].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38. 

[7] 易全勇，周谊.关于农民工职业教育的调查与理性思考

[J].西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2)：77-80. 

[8] 李文彪，夏  兰. 城市农民工职业教育的现状、问题及

对策[J].农业考古，2010(6)：138-140. 

[9] 张  佳，赵宝柱.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研究综述

[J].武汉电力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1(6)：21-24. 

[10] 葛晓萍，郭金峰，范晓斌.对现阶段农民工职业教育的

调研与思考[J].成人教育，2010(8)：55-56. 

[11] 张  衡.建立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机制的探讨[J].中国

商界，2010(1)：235. 

[12] 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M].北京：

中国言实出版社，2006:4-6. 

[13] 刘小年.重新认识农民工——兼论农民工认识上的 4 大

误区[J].安徽农业科学，2006，34(15)：3802-3804. 

[14] 曾晓洁.新生代农民工的母语能力缺失与补偿[J]. 湖南

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8)：39-44. 

[15] 李明华.从教育市场大趋势看阿波罗模式在中国的适用

性[J].高等教育研究，2006(3)：40-46. 

[16] 胡小凤.MES 课程模式：农民工培训的必然选择[J].中

国培训，2006(2)：35-36. 

[17] 苻  城.创造教育史上的奇迹——中央广播电视大学

30 年改革发展综述[J]. 中华儿女，2011(5)：62-64. 
 

责任编辑：陈向科  

http://dlib.cnki.net/kns50/detail.aspx?dbname=CJFD2011&filename=HNNS201102005
http://dlib.cnki.net/kns50/detail.aspx?dbname=CJFD2011&filename=HNNS201102005
http://dlib.cnki.net/kns50/detail.aspx?dbname=CJFD2011&filename=ZHEV201105023
http://dlib.cnki.net/kns50/detail.aspx?dbname=CJFD2011&filename=ZHEV2011050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