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西部大开发以来，我国

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但是我国民族地区经济与非

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仍然存在巨大的差距。由于历

史原因及自然条件的限制，大多数民族地区仍以农

业为主，农业经济在民族地区的发展中占有重要地

位，但农业经济的效益未得到充分发挥。职业技术

教育对于提高农业劳动者的素质，促进农业资源的

合理有效利用，进而加快民族地区农村经济的发展

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1 凉山州农村经济发展现状
1.1 凉山州农村经济发展落后

在凉山州，农业仍然是其主体产业，在凉山的

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由于凉山州独特的地

质地貌，农业基础设施相对薄弱，农民整体素质较

低，经济发展不平衡等因素造成了凉山州农业经济

发展的相对落后，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生态环境逐渐恶化，自然灾害频率较

高。凉山州境内多为高寒山区，山高、坡陡、谷深是

其典型的地貌特征。山地高原占全州幅员面积的

90%以上，土地坡度大、土层薄，平均坡度大于200

的斜坡面积占土地总面积的61.3%，这样的地势容

易造成水土的流失。也正是因为特殊的地形地貌，

致使凉山州的干旱、洪涝、泥石流、冰雹等自然灾害

频繁发生，加之农业基础设施相对薄弱，抵御自然

灾害能力不强，给原本脆弱的农业经济造成了更大

的损失。

其次，农民整体素质较低，严重制约农业经济

发展。近年来，凉山州农村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

农村人口的教育水平也有所提高。但相对于州外

发达地区农民，凉山州农村经济从业人员的素质依

然较低。第一，农村从业人员的文化程度整体偏

低，文盲、半文盲还占较大比例，不能具备学习和接

收科学文化技术知识的能力。且凉山州农业经济

从业人员中，农业推广人员数量较少，农业科技推

广人员比例小，层次较低。第二，凉山州农村经济

从业人员中掌握专业技能的人才十分稀少。农业

从业人员中接受过培训的人员相当少，绝大部分农

业从业人员没有接受过相应的职业教育培训。农

业从业人员的整体素质严重制约了凉山州农村经

济的发展，只有通过职业技术教育把农村沉重的人

口负担转化为巨大的人力资源才是推进农村经济

迅速发展的重要途径。

再次，农村经济发展不平衡，二元经济结构矛

盾突出。凉山州一市十六县中，处于安宁河流域的

西昌市经济近年来获得了突飞猛进地发展，但州内

尚有11个县属于国贫县（约占四川省的1/3），仍然

是全国贫困面最大、贫困程度最深、返贫率最高的

集中连片贫困地区。

最后，农业的科技含量低。凉山州蕴藏着丰富

的农业和自然资源。但是由于缺乏先进的现代化

技术，其目前主要采用的是粗放型的开发方式，资

源开发程度低，从而造成资源得不到合理的利用而

未能充分实现其经济价值，甚至由于资源的不合理

开发而造成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同时，凉山很多

地区的产业结构还处于以传统农业为主的状态，农

业中又主要以种植和畜牧为主的单一型产业结构，

凉山州特色产品在凉山州农村经济发展中未能充

分发挥其重要的作用。农业技术结构也不合理，优

质农产品较少。在发达国家，其农业的科技进步贡

献率在80%～90%，而在我国不到20%，而民族地区

更低。

1.2 凉山州农村经济极具发展潜力

凉山州拥有以州府西昌市为中心、以安宁河谷

为中轴的四川省第二大平原，是川西地区重要的农

业强州，南亚热带、亚热带、温带、寒温带立体分布，

具有冬暖夏凉、干湿季分明、垂直变化显著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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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照充足，年平均日照2432.1小时；积温高，年平均

无霜期273天，年平均降雨量1004.3毫米，得天独厚

的自然资源为优质农作物提供了良好的生长环

境。近年来，凉山州将苦荞麦、石榴、青花椒、烤烟、

花卉等作为特色产业，投入大量资金进行发展，其

中甘洛县充分利用其独特的地理优势（山地海拔高

于1700米）以及气候、土壤条件，大规模种植黑苦

荞，将市场开发价值极大的黑苦荞作为区域发展的

增长极，带动了整个凉山州苦荞麦种植的发展，荣

获了“世界苦荞在中国，中国苦荞在凉山”的殊荣；

州府西昌市以花卉为特色进行大力宣传与发展，以

花卉产业为增长极，通过自身的快速发展，形成了

四大鲜切花的主要产地，并于2000年在由国家林业

局、中国花协举办的全国花木之乡评选活动中，被

命名为“中国花木之乡”。通过多个增长极的带动

与乘数效应，凉山州逐步向“一乡一业、一村一品”

的高效经济增长模式发展。

要改变凉山州农业落后现状，充分开发和利用

其现有资源，实现农业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职

业技术教育是实现这些目标的有效途径。

2 职业技术教育对促进农村经济的作用
职业技术教育通过向受教育者传授其特定教

育内容，使他们能很快提高其生产技能和操作水

平，在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促进社会经济增长方面发

挥重要作用，直接促进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社会经

济的发展。通过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可在较短的时

间内提高农业劳动者技能，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人

才支持，为优化农业经济结构提供人才基础，可充

分地开发当地农业资源，提高资源利用率，有效保

护生态环境，实现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1 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是农民增收的基础和前提

当前，由于凉山州民族地区的农民文化知识水

平较低，技术水平和科技素质不高，影响了当地资

源的有效开发和利用，当地特色资源不能发挥最大

的经济效益，最终影响农民的收入。要增加农民收

入，培养当地农民具有不断增收的能力，就需要通

过农村职业技术教育提高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

2.2 通过职业技术教育提高农业从业人员的素质，

推进民族地区农业现代化

与发达地区相比，凉山民族地区农业发展落

后，农业的科技含量相对较低，农业的现代化程度

也相对较低。民族地区的农业要实现由高投入、低

产出向低投入、高产出的转变，由低层次的劳动密

集型向科技知识型农业的转变，这就迫切需要提高

农民素质，需要掌握先进农业生产知识和生产技能

的高素质劳动者。通过发展农村职业技术教育，提

高民族地区农村劳动者的生产技能和知识水平，他

们可将最先进的知识运用于生产，加快民族地区农

业的现代化进程。

2.3 发展民族地区农村职业技术教育有利于充分开

发、利用当地资源

凉山州具有高海拔、低纬度的地形，冬暖夏凉，

光照充足，年温差小，日温差大的特点。这些特点

为动植物的生长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使该地拥有非

常丰富的农业资源。但由于其历史原因及地理位

置的特殊性，这些地区生活条件艰苦，难以吸引高

水平的农业专业人才，当地人又缺乏先进的农业生

产职业技能，专门人才的缺乏造成了当地资源的开

发利用程度不高，未能充分发挥农作物的经济效

益，束缚了当地经济的发展。职业技术教育能够立

足当地实际，根据当地的资源优势、社会需求有针

对性地进行专业人才的培养，这样可有效解决民族

地区经济发展中专门人才缺乏的难题，充分开发和

利用当地特色农业资源。

2.4 发展农村职业技术教育促进民族地区农村剩余

劳动力的转移

凉山州拥有人口400多万，具有丰富的劳动力

资源，但是很大一部分的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偏低，

劳动力资源未得到充分利用，也影响了当地经济的

发展。通过农村职业技术教育，提升农村劳动力的

知识和技能，将潜在的劳动力转化为现实的劳动

力，这样不仅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同时也能促进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顺利转移。

3 凉山州职业技术教育现状
职业技术教育在凉山州农村经济的发展过程

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凉山州职业技术教

育存在办学效益低下，与当地农村经济发展脱节等

问题，这些都严重影响了职业技术教育服务当地农

村经济发展的功能的实现。

3.1 办学效益低下

凉山州共有1市16县，其中9个县市有职业学

校，西昌市就有13所。地域分布极为分散。在这些

学校的专业设置中，很多学校的专业都是重复设

置，如计算机及应用、旅游与管理、电子技术应用等

这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在这些职业学校中也很

少涉及农业方面的专业。

其次，据2008年的统计，凉山州共有公办职业

技术学校21所，这些学校主要培养中等专业人才。

易 莉：论凉山民族地区职业技术教育与农村经济发展 ··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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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山州职业学校在校生人数达到10381人，其中凉

山卫校1578人、铁路技校1417人、德昌职中1253

人，共占职业教育总人数的42%。而林业学校只有

52人、喜德职中只有51人、州工业技校40人，共占

职业教育总人数的14%。除学生人数较多的三所

学校产出较高外，其他学校的发展难以为继。

3.2 师资水平较低

师资队伍水平低是制约农村职业技术教育发

展的重要原因。凉山州职业学校中，教师的学历普

遍较低，文化课教师较多，专业课和实践课的指导

教师普遍不足，“双师型”教师缺乏。另外，一些老

教师知识老化，接受新知识的能力较弱，知识更新

缓慢，这些都不利于学校的发展。在职业技术学校

中，农业类的职业技术学校办学条件更为艰苦，教

师待遇不高，难以留住高学历、高职称的人才，因此

其师资情况更为糟糕。

3.3 与当地农村经济发展脱节

虽然凉山州的公办职业技术学校在2008年就

达到21所，但涉及农业方面的学校较少，设置与农

业经济发展相关的专业就更少。这些学校主要设

置计算机专业、电子技术等专业，他们在设置专业

时更多地是考虑能让学生就业，促进农村剩余劳动

力的转移，而没能考虑如何培养人才去充分利用和

开发凉山州丰富的农业资源，促进农村经济的发

展。即使是在设置有与农业相关的专业的学校里，

更多地是讲授专业理论知识，不能有效培养学生的

操作能力，因此，学用脱节，即使学生掌握了相关的

理论知识但不能用于实践，不能为农村经济的发展

服务。

4 民族地区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策略
民族地区农村经济的发展受到当地教育及人

才的制约，因此要发展民族地区农村经济就要先发

展教育，然而，在各类教育中，由于职业技术教育自

身的特殊性，所以，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对于促进农

村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4.1 改变对职业技术教育的认识

当前，很多学生家长及用人单位重视普通教育

而轻视农村职业技术教育。领导、群众的观念直接

影响了当地农村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因此，要让

领导、群众树立科学的教育观，让学生家长形成行

行出状元的人才观，让他们认识到，农业管理人员、

技术人员也是人才。

首先，政府应提高认识，认识到科教兴州的重

要性，重视职业技术教育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

作用。制定有效的职业技术教育发展规划，并将此

列入农村经济发展与科教兴国战略，全盘规划，长

期实施。

其次，民众也应改变对职业技术教育的认识。

不能仅仅只把普通高等教育作为跳出“龙门”的途

径，还应认识到职业技术教育在提高劳动者技能、

科技水平等方面也具有重要作用，它同样是人们获

得生产、生活技能的重要方式之一。

4.2 增加投入，优化布局

经费的短缺是制约民族地区农村职业技术教

育的重要因素。解决经费短缺的这一难题，不仅需

要政府的努力，还需要学校、家长及社会各界的努

力。首先，政府要规范拨款机制。在国家教育经费

有限的情况下，不可能保证所有类型和层次的教育

都获得优先的发展，但是，应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

确定什么教育需要优先发展，当前，发展农村经济，

缩小城乡差距是我国全面小康社会需首先解决的

问题。但农村地区由于各种原因难以吸引和留住

人才，特别是在凉山州的农村地区。因此，政府应

加大对农村职业技术教育投资的力度，在经费投入

上适当向凉山州这类民族地区倾斜，在州内适当向

农村职业技术教育倾斜。其次，加强校企合作，吸

引企业对农村职业技术教育的投资。企业行为的

动机来自于对经济利益的追求以及应对外部的竞

争压力。凉山州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这也吸引了

很多企业到此投资发展，而企业的发展也需要人才

的支持，因此，吸引企业向职业技术教育投资是可

能的。通过校企合作，学校可根据企业的实际需要

为其提供专门人才，从而使企业在竞争中获得优

势。因此，应增加企业对农村职业技术教育的投

资。再次，增加个人对农村职业技术教育的投资。

要吸引有经济实力的个人对农村职业技术教育的

投资，就要完善激励个人投资办职业技术教育的机

制，制定相应的政策，为个人投资办农村职业技术

教育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凉山州人口分布不均匀，经济发展不平衡。因

此，在凉山民族地区不应过分强调农村职业技术教

育学校的数量，而应重视办学的质量和效益。因此

应集中办好几所基础好的职业学校，对专业进行整

合，充分发挥这几所职业学校的优势，在人口数量

不多，没有相应的经济实力和师资条件开办农村职

业技术教育的县，可以和附近的县合作，集中财力、

人力办好一所农村职业技术教育学校，这样既能保

证教学质量又能提高办学的经济效益。另外，还可

支持当地的普通高等院校通过内部专业调整或是

·· 100



第2期

与外部合作举办二级职业技术学院，开设当地需要

的农村职业技术教育的相关专业。

4.3 提高师资队伍水平

提高凉山职业技术学校师资的现有水平，一方

面要加强现有教师的在职培训，不仅提高他们的理

论素养同时要提高他们的操作能力。对在职教师

进行定期培训，加强与同行的交流，不断更新教师

的知识。组织教师到生产第一线进行锻炼，提高教

师解决问题的能力。另一方面，充实教师队伍。通

过制定各种优惠政策，吸引优秀人才到民族地区任

教。同时，也可聘请各行业有丰富经验的专业技术

人才到学校任教，充实教师队伍。

4.4 因地制宜，设置专业

农村职业技术教育的专业设置应具有灵活性

和针对性。一方面专业的设置要主动适应当地农

村经济发展和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在农村

经济发展和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农村职业

技术教育学校应根据凉山州当地社会发展对人才

的需求对其专业进行适时地调整。另一方面，凉山

州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农村职业技术教育应针对

当地的资源优势，设置当地特色专业，培养相应的

人才，对当地的自然资源进行有效的开发和利用。

4.5 拓宽就业渠道

就业问题是影响学生是否接受职业技术教育

的一个重要原因。要解决就业难的问题，一方面鼓励

职业技术学校毕业生在农村创业及鼓励他们在农村

发展非农产业，以劳动需求来拉动毕业生的就业。其

次，职业技术学校与企业合作，学校为农村中小企业

定向培养人才，这样既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同时

又为这些企业的持续发展提供了人才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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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Development of Professional Technical Education and Rural Economy in Liangs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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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present situations of rural economy and professional technical education

in Liangshan Prefecture, this paper proposes corresponding measures to promote the rural economy’s development

such as changing the idea of rural professional technical education, increasing input, optimizing distribution, raising

the level of teaching staff and so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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