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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村教育事业的发展是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推动力之一，也是提升农民职业技能、就业水平和职业

素质，支持乡村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然而，目前广东省粤中西地区的农村职业教育仍然面临一系列突

出问题，包括教育水平偏低、人才供需矛盾尖锐、保障机制不健全等。因此，有必要提升农民的认知水

平和专业技能，加强产业与教育的深度融合，充分发挥农村职业教育在服务产业发展中的功能。同时，

在政策、招生和就业等方面进行创新，增强农村职业教育的吸引力，推动其更好地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

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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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education is a core driving force behind China’s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playing a crucial role in enhancing farmers’ vocational skills, employment levels, and 
occupational qualities, thereby supporting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However, rural vocation-
al education in the central-western region of Guangdong province is currently confronted with 
several prominent issues, including low educational levels, acute contradictions in talent supply 
and demand, and an inadequate safeguard mechanism.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elevate far-
mers’ cognitive levels and professional skills, strengthen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and fully leverage the role of rural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serving industrial develop-
ment. Simultaneously, innovation in policies, enrollment, and employment is essential to enhance 
the attractiveness of rural vocational education, facilitating its better contribution to the imple-
mentation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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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教育和经济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互相促进的双向关系。经济繁荣为教育提供物质支持，决定其规

模、质量、速度和结构。而教育则通过提升劳动力素质、推动创新和提高管理效率，对经济产生积极影

响。在这个互动过程中，职业教育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为经济提供了关键的劳动力

资源，同时经济的发展也为职业教育提供了物质基础和发展条件，决定了其规模和速度[1]。 
在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我国提出了适应经济发展需要的举措。在这情境中，中等职业

教育需要与经济发展更紧密协调，确保规模和质量与经济发展及产业结构一致。尤其是在欠发达地区，

中等职业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协调发展成为关键目标。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调在制度、机制和技术层面推进结构性改革。制度方面主要指经济制度中的产

业结构调整对社会发展的作用，机制层面则更加强调教育供给和人力资本培养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技术

则指科技创新对经济发展的贡献[2]。 
因此，有必要深入研究欠发达地区中等职业教育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相关因素。我们需要了解中等职

业教育的规模、质量与产业结构、国民生产总值、财政公共投资经费以及城乡收入等之间的关系，以促

进职业教育更好地为经济发展服务。同时，需要从经济层面加大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调整和优

化产业结构，确保经济发展为职业教育提供充分保障，实现两者的协调发展，共同推动地区经济社会的

全面进步。 

2. “乡村振兴战略”内涵及高职教育助推乡村振兴建设的实践意义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确立的当前和今后我国农村发展的方向、战略和基本途径。教育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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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是乡村振兴的原动力。2018 年 6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视察时强调，乡村振兴，人才是关键，要积

极培养本土人才。2018 年，国务院印发了《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强调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具

有同等重要地位，提出中等职业教育要服务乡村振兴战略，为广大农村培养以新型职业农民为主体的农

村实用人才[3]。职业教育作为连接教育与“三农”的枢纽和培养新型农业技术技能人才的主阵地，在大

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质量强国战略的大背景下，农村职业教育必须同步优先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4]。
广西壮族自治区地区的农村人口比例大，农村整体文化素质偏低。以来宾为例，来宾地区是广西壮族自

治区的一部分，农村人口占比较大，整体文化素质较低。尽管来宾位于广西城市群中，拥有独特的地理

位置优势，但仍然是该城市群中农村化水平较高、城镇化水平相对较低、经济较为滞后的城市之一。为

更好、更快地融入自治区城市群的发展，加速城镇化建设，实现乡村振兴发展是当务之急。在乡村振兴

的战略中，农村教育事业的发展至关重要，而职业教育被视为提升村民职业技能、就业技能和职业素质

的重要途径。因此，解决来宾贫困地区农村职业教育发展面临的困境成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任务

之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3. 来宾中等职业教育和经济发展状况分析 

来宾市地广人多，土地面积达到 1.34 万平方公里，地处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域。这里拥有丰富的土

地资源，其中可耕地面积为 35.84 万公顷，宜林地面积为 54.15 公顷，宜牧地面积也有 20.21 万公顷，此

外，还有 3.18 万公顷的水域面积。值得一提的是，该市的森林覆盖率高达 43.4%，生态环境十分优越。

总人口 241 万，包括多个民族，主要以壮族居多，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 74.6%，农业人口占 85.9%。行政

设置上，全市划分为 30 个镇、45 个乡，下辖 768 个村(居)委会。尽管地理位置优越，位于桂中地区，同

时拥有高铁、高速公路和运河等交通便利设施，但来宾的发展前景并不容乐观。地理位置使得来宾被夹

在南宁和柳州之间，南临首府南宁，北靠工业城市柳州，如同夹心饼干一般，受到两头挤压。尽管地理

条件看似有利，但由于自身实力相对较弱，一直以来都受到周边城市的吸引，特别是南宁和柳州的竞争

压力较大。中国未来的发展模式趋向于人口和资源向地区中心城市聚集，而来宾并非这样的“中心城

市”。一流城市主攻金融，二流城市专注制造业，三流城市以发展旅游业为主。鉴于来宾的交通优势，

可以有力地发展旅游、农业和物流业。由于来宾难以承担起工业和房地产的发展，北面有柳州在工业领

域的竞争，南边则有南宁繁荣的地产市场。因此，来宾需要避免直接竞争，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方能

在广西取得一席之地。金秀、合山、忻城等地都是丰富的旅游资源，再加上地处桂中地区和红水河的物

流便利性，来宾具备了广泛的发展空间。而来宾还拥有广袤的平原，适宜发展精致农业和农产品加工。

未来，来宾有望发挥向精致小城发展的潜力，实现在广西的可持续发展。 

4. 农村中等职业教育转型的方向 

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农业经营的产业化、农民就业及收入的非农化、农村建设的城镇化等新

趋势，迫切需要解决农村中等职业教育的问题。而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确定农村中等职业教育的发

展方向。在此，笔者认为，农村中等职业教育应以为城乡统筹发展服务、为终身教育服务、为技能人才

培养服务为方向进行转型。这不仅有助于适应农村发展新形势，也能更好地满足农民多层次的教育需求，

推动农业与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4.1. 促进城乡统筹发展 

尽管“离农”职业教育有可能促进社会阶层的流动，但它也可能对农村的进步带来不良影响。相反

地，“为农”职业教育则专注于培养愿意为农村发展贡献力量、并在农村扎根的人才。虽然这样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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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农村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有积极的影响，但它也可能阻碍了农村居民向城市流动的机会，这在某种程度

上与社会公平的原则产生了冲突。因此，农村中等职业教育似乎既难以满足社会的需求，又难以充分促

进个人的发展。随着我国城镇化速度的加快，我们有必要建立一个城乡统一的教育和培训体系，以及一

个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以适应新的战略需求[5]。因此，顺应这一战略趋势，为城乡统筹发展服务，

就成为农村中等职业教育转型的方向。从价值目标上看，农村中等职业教育的定位应是为城乡统筹发展

服务，它需要兼顾“为农”和“离农”来建设农村职业教育体系。 

4.2. 促进终身学习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 18 届大会在 1974 年修正的《关于技术和职业教育的建议》，现代职业教

育被分为三个层次。首先是职业入门教育，这是普通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次是职业准备教育，

为学生未来在特定职业领域的就业做好充分准备。最后是职业继续教育，这是个人职业生涯发展中不可

或缺的一部分。这样的划分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和实施职业教育[6]。各国应重视并改进技术和职业教育

的结构，同时将其纳入终身教育政策的整体框架中。这一建议为许多国家提供了改革职业教育、打造终

身学习型社会体系的重要参考。目前，终身教育的理念已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了深远影响，并得到了广泛

传播。我国农村中等职业教育作为职业教育不可或缺的一环，应积极响应这一国际趋势，努力推动自身

的转型与发展[7]。 

4.3. 促进技能人才的培养 

农村中等职业教育为技能人才培养服务的着手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培育农村经济发展的人

才基础，即千千万万个新型职业农民；二是培养产业转型升级的人才依托，即数以百万计的技术型工人。

要想增加农业的吸引力，使农业生产有利可图，就需要提高农业生产的科技含量，实行规模化经营，逐

渐走向专业分工和市场化。这些内容反映到人力、资源领域，实质上是一个农民职业化的问题。职业农

民以农业作为终身职业，专注于农业生产，将其作为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方式。职业农民是“有文化、

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是集经营管理、生产示范、技术服务为一体的新一代农业管理者和经营

者[8]。 

5. 新时代背景下高职教育助力来宾农村经济发展路径研究 

5.1. 对接农村电商建设的实践研究 

快速推动农村电子商务体系的构建不仅加速了农业现代化进程，还对激活农产品流通、促进农民增

收、推动来宾农村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来宾市政府与各中职院校密切合作，特别是在电商培训、学

生实践、学术研究以及拓展生源等方面。通过充分发挥智力资源优势，提升人才培养水平，不断探索和

实践，总结经验，实现合作共赢，为来宾农村经济蓬勃发展提供有力支[8]。以沈阳市供销合作社倡导的

“一村一站”“一村一品”战略为例，这一战略在农产品流通领域形成了一个完善的闭环，包括生产、

批发、农产品再加工、物流体系、零售终端、供应链整合以及专业农村电商服务体系[9]。为加速农村电

商服务体系建设，来宾市供销社与高职院校展开合作，通过派遣教师和学生到乡村进行电商构建和直播

带货培训，致力构建“市、县、村”三级农村电商体系。同步整合金融服务和农产品物流体系，开展水

果蔬菜、米面等零售模式的探索，旨在降低农产品销售成本、拓展新的销售市场、推动农村脱贫。因此，

高职院校应积极参与农村电子商务的建设，一方面培育农产品品牌特色、完善物流体系，另一方面进一

步加大对农村电子商务的推动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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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反哺乡村振兴，加强乡村旅游、金融服务等实践研究 

来宾市政府鼓励各类资本、大学生和返乡农民工等积极参与贫困村旅游开发，推动建设休闲农庄、

乡村酒店、特色民宿以及自驾露营、户外运动和养老养生等多样化的乡村旅游产品，同时支持培育乡村

旅游创客基地。面对广西人才流失严重的问题，特别是高职院校的农村毕业生流失现象，相关地方政府

应制定相应政策，鼓励和支持毕业生回到家乡服务、参与乡村振兴事业[10]。此外，为了提供经济发展的

金融支持，应加强对农民关于股权、产权、融资等方面知识的培训，以推动金融服务的提供[11]。因此，

地方院校需紧密围绕人才培养，加强新鲜血液的引入，充分利用农村生源占比较高的优势，巩固人才基

础，鼓励这些对农村有深厚感情的毕业生运用所学知识和技能，改善农村面貌，为乡村振兴贡献不可或

缺的力量。 

5.3. 高端智库服务，助力乡村研究振兴 

提倡设立“乡村振兴”研究机构，鼓励来宾市主动创建高职教育院校的智库机构或乡村振兴服务中

心，依托国家的决策规划，积极探讨新课题、捕捉新动向，确保理论研究深植于服务乡村振兴的实践中。

在实践中寻找研究方向，聚焦前瞻性、针对性、实用性研究。高职院校应强化与政府的紧密合作，建立

多样形式的研究与咨询服务机构，透过组织乡村振兴论坛、举办农村经济研讨会等方式，向来宾市政府

有关部门提供最佳决策建议和最新成果。 

6. 结语 

新时代背景下，农村中等职业教育应转型为城乡统筹发展、终身教育及技能人才培养服务，以适应

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新趋势。同时，高职教育在助力农村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可通过对接农村电商

建设、加强乡村旅游和金融服务实践研究以及提供高端智库服务等方式，推动来宾农村经济的蓬勃发展。

这些举措不仅有助于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和技术工人，促进农民增收和农业现代化，还能为乡村振兴提供

智力支持和人才保障，实现合作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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