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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根据2012年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农民培训调查情况，文章结合动机理论和诱因理论建立理论分析框架，以解
释产业发展对农民培训供需契合度的影响作用，得出产业发展对提高农民培训供需契合度具有促进作用；利用调研数
据采用多元排序选择模型实证检验了理论分析结果。研究表明，通过发展少数民族地区产业可以有效提高农民培训供
需契合度，是地方政府增强农民培训效果的重要途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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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Impact of Industry Development on Farmers Training Needs-Supplies Fit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in the Southwest Minority Rural Areas

YANG Jin-xiu，GAO Yun-l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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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ccording to the farmers training investigation in the southwest minority rural areas in 2012，this paper establishes
a theoretical analysis framework combined with motivation theory and incentive theory，in order to explain the effects of the de⁃
velopment of industry on the farmers training needs-supplies fit，and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can effec⁃
tively improve the farmers training needs-supplies fit；Using multiple ordered choice model with the survey data empirically
tests the theoretical analysis results. Research shows that，the farmers training needs-supplies fit can be effectively improved
through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y in the minority areas，and it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ways for the local government to
enhance farmers training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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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2004-2013 年，连续十年中央一号文件聚焦“三农”，

2012 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更是把农业科技摆上更加突出的位

置，提出要加强教育科技培训工作，全面造就新型农业农村

人才队伍。农民培训是农村人力资本形成和农民素质提高的

重要途径。舒尔茨通过实证分析证实了农民教育培训对促进

农村经济发展和农业现代化具有重要作用［1］；钟甫宁认为解

决“三农”问题的关键在于农村人力资源的开发［2］；付晓丹

通过定量分析发现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对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和国内生产总值都具有显著影响，且这种影响大于农村固定

资产投资［3］。到目前为止，我国陆续组织了“绿色证书工

程”、“阳光工程”、“新型农民科技培训工程”、“星火计划”

等培训工程，但农民培训供不应求和供求错位的问题在总体

上比较严重［4~6］，即培训供需契合度较低。针对这些问题，

蒋寿建认为政府应该通过地区产业分析等渠道，增强培训的

针对性，并在培训项目的规划、实施、监测和评估的各个阶

段强调农民的参与性［7］；罗攀柱等以油茶产业发展为例，指

出农业产业发展需要加强科技推广以及人才培养，构建农林

业科技推广体系［8］。可见，研究农村产业发展对提升农民培

训供需契合度的影响，从而更好地发挥培训效应，调整培训

政策导向和重心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将心理学领域的契合度理论应用于农民培训的研

究中，用农民培训供需契合度来表示农民培训供给和需求

的匹配度，目前没有发现学者们针对这方面的研究。以往

学者对农民培训的研究大多偏重发达地区的农民工技能培

训，而对于少数民族地区农民培训的研究较少。少数民族

地区一般地处偏远贫困山区，农户大多以务农为生，农村

劳动力大量剩余，为改善这些地区农户的生活状况，国家

投入了大量资源，多渠道多形式提供相应的技能培训，以

期提高农民的增收创收能力。课题组在对西南少数民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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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四川、云南、贵州）的农民培训专题调研中发现：有

特色产业的地区农民培训效果与没有特色产业的地区存在

显著差别，特色产业发展好坏与政府组织培训的针对性也

高度相关。因此，政府开展的各项培训与农户需求是否契

合，地区产业发展对农民培训是否有影响等问题值得研

究。本文引用动机理论和诱因理论分析产业发展对农民培

训供需契合度的影响，并根据实地调查数据选用多元排序

选择模型进行实证分析。

二、产业发展对农民培训供需契合度影响的理

论分析

（一）农民培训供需契合度和西南少数民族地区

产业发展概况
契合度理论又称为个人—环境契合理论（Person-Envi⁃

ronment Fit theory，简称P-E fit），其研究最初来源于互动心

理学。Kristof指出个人—环境契合度是当一个个体和一种工

作环境的特征较好地匹配时两者之间所具备的兼容性［9］。契

合理论被引入管理学领域后，得到广泛应用，成为目前西方

人力资源管理与组织行为学领域重要的研究课题之一。Ed⁃
wards在论述个人—工作契合度时将其概述为两个基本概念：

需要—能力契合 （Demand-Abilities fit）和需求—供给契合

（Need-Supplies fit or Supplies-Value fit）。其中需求—供给契合

是指个人从事的工作与他们需要、想要和偏好的工作一致［10］。

本文基于契合理论在管理学中的应用，将契合理论应用于公

共资助农民就业培训的研究中，用农民培训契合度表示农户

所参加的培训与他们需求和偏好的培训的一致性或契合程

度。如果农户所参加的培训与他们所想要参加或偏好的培训

一致，则表明农民培训契合度较高，较高的培训契合度会大

大提高农户参与农民培训的积极性和参与度，从而会提高农

民培训效果。

产业发展是指产业的产生、成长和进化的过程，既包括

单个产业的进化过程，又包括产业总体，即整个国民经济的

进化过程。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虽然地处偏远、信息闭塞、农

业科技水平低下、管理人才和经营人才缺乏，但是这些地区

丰富的土地资源、多样的生物物种、优越的环境质量、充足

而价廉的农村劳动力为西南少数民族农村地区优势特色产业

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目前西南地区已经大力发展了多种特

色产业，如云贵高原气候条件非常适宜生产烤烟，目前是我

国最大的烤烟集中产地；四川、贵州两省是南方菜籽油的重

要生产供应基地；四川和云南两省也逐渐发展成为我国南方

蔗糖、特色果蔬生产的重要基地［11］。利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

自身的相对优势因地制宜地推动地区产业发展不仅对这些地

区经济发展产生有效的拉动作用，也能解决大量农村劳动力

就业问题。

（二） 产业发展对农民培训供需契合度的诱因

分析
农民培训市场上有两个主要的行为主体，即培训的需

求者和培训的供给者。农民培训的需求者主要是农户，从

动机心理学来看，农户对参与农民培训的需求或者农户参

与农民培训的意愿最终都要体现为一定的行为方式：参与

培训或者不参与培训，然而这样的行为方式会受到外界因

素的引致诱导［12］。目前我国农村地区农户经营规模较小，

农村劳动力转移面临着诸多现实困难，这些都可能会限制

农户的培训需求或者导致其需求处于潜在状态，难以有效

地转化为现实需求。处于潜在状态的培训需求在多大程度

上能够转化为现实需求，取决于外在条件如市场和经营信

息、新技术供给、示范榜样的激发诱导作用等诸多方面［7］。农

民的培训需求对于产业发展具有一定的从属性和派生性，

农村地区产业发展能有效突破家庭分散经营的局限和区域

壁垒，引导小农户进入大市场，扩大农户的经营规模，形

成区域规模和产业规模，产生聚合规模效应，生成农业自

我发展动力［13］。同时，农村产业发展也拓宽了农业的生产

领域，从而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促使农业剩余劳动力

的转移。因此，地区的产业发展预期结果能够诱使农民培

训需求向相关产业契合，变政府强制推动型培训需求为市

场诱导型培训需求。

农民培训的供给主体主要有政府、企业、农村社区和

农村非营利性组织。其中，政府是现阶段最核心的供给主

体，由于农民培训所具有的准公共品属性，以及它所具有

的巨大的外部溢出效益决定了农民培训不能完全由私人市

场来筹资，政府的筹资或经营是必要的［14~15］。发展地区特

色产业对作为培训供给行为主体的政府来说，其诱导性在

于地区产业发展对地方经济和农民收入巨大的带动效应，

产业发展有利于优化产业结构，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地区

竞争力。而地区产业发展过程中农户对相应的特色产业发

展所需人力资本和技术需求，必然要求政府拿出切实有效

的培训措施和针对性的培训内容，克服产业进入壁垒［6，16］。

同样，地区特色产业发展也能对企业、农村社区和农村非

营利性组织等其他培训主体也起到类似的诱导作用。因

此，发展地区特色产业对地区发展的预期作用会激发农民

培训的主体做出提供契合农户需求的培训内容的行为，促

进供需均衡。

不论从作为农民培训需求者和参与者的农户的角度来

讲，还是从作为农民培训提供者和组织者的政府等供给主体

的角度来讲，产业发展都能够有效拉动农户对农民培训的需

求，诱导农户产生与当地产业发展相关的培训需求；同时，

产业发展能够有效推动政府等主体对农民培训的供给，诱导

这些供给主体提供与当地产业发展相关的培训内容，从而促

使农民培训市场的供需契合，即提高农民培训的供需契合

度。产业发展对农民培训的影响研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相关实践也在现实中不断涌现。

三、数据来源与描述分析

（一）数据来源与调查方法
本文所用数据来自调查组于 2012 年 7-8 月在四川、云

南、贵州三个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的以“公共资助就业培

训在少数民族农村地区实施效果”为主题的调研活动。研究

遵循调查对象设定的广泛性和代表性原则，对四川、云南、

贵州三省少数民族聚居县分别按照经济发展情况的优、中、

差状况进行分层抽样，调查对象主要是参加公共资助就业培

训的农户以及村委会干部。村庄和农户的选择则选用随机抽

样的方法。研究主要采用访问调查法，调查人员进行入户访

问并填答问卷。本调查共发放问卷 900 份，收回问卷 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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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其中有效问卷776份，问卷有效率为95.2%。

（二）变量描述和样本统计

对于培训供需契合度的阐释，主要分为培训内容契合度

和培训层次契合度两个方面。培训内容契合度表示农户所参

加的培训内容与他们所想要参加的培训内容的契合程度；培

训层次契合度表示农户所参加的培训层次与他们想参加的培

训层次的契合程度。对于培训供需契合度的测量，采用了

Likert五级尺度量表，被调查者根据自己的需求情况选择自

己想要参加的培训内容或者层次，并按重要程度排序，与实

际参加的培训内容或层次进行对照，按照契合情况赋予数

值。如对培训内容契合度的测量，问题设置包括 5个内容选

项（A种养殖培训、B转移就业培训、C创业培训、D学历培

训和E其他），被调查者选择其中的3项并按照自己的需求程

度排序，排在第一位的培训需求与他们所参加的培训内容一

致，则表示契合度较高并赋值为 3；排在第二、第三位的培

训内容需求与所参加的培训内容一致分别赋值为2、1；被调

查者所排序的三项培训需求没有与所参加培训对应的情况，

表明该被调查者培训契合度较低，赋值为 0。对培训层次契

合度的测量采用同样的方法处理并赋值。

本文所考虑的主要解释变量是产业发展状况，对产业

发展状况的测量主要选取两个指标，即当地特色产业发展

状况和当地是否有产业基地。特色产业发展情况的调查数

据来源于调查所在地村干部调查问卷和乡镇干部调查问

卷，并根据特色产业发展好坏对调查地产业发展情况赋

值，取值 2、1、0分别表示表明当地特色产业发展很好、一

般、不好或者没有特色产业；当地是否有产业基地也是反

映农村地区特色产业发展情况的一个客观变量，该变量数

据同样来源于村干部和乡镇干部问卷，赋值为 0、1分别表

示当地有产业基地和没有产业基地。另外，本文选取被调

查农户的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婚姻状态、是否担任

村干部、培训经历、当地企业数量和合作社数量作为研究

的协变量。本文调查涉及的变量以及样本数据的描述统计

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原始数据描述统计

变量名称

被解释变量

内容契合度

层次契合度

解释变量

特色产业
发展状况

产业基地
情况

协变量

性别

年龄

受教育年限

婚姻状态

是否是
村干部

培训经历
企业数

合作社数量

变量定义

被调查农户参与培训内容
契合度情况

被调查农户参与培训层次
契合度情况

0=不好或没有
1=一般
2=很好

农户所在村是否有基地或
大型项目

0=女
1=男

被调查农户的年龄（岁）

被调查农户受教育年限
（年）

0=未婚
1=已婚
0=不是
1=是

参加培训次数
农户所在村企业数量（个）
农户所在村合作社数量（个）

样本数

契合度=0 ∶ 328
契合度=1 ∶ 3
契合度=2 ∶ 36
契合度=3 ∶ 409
契合度=0 ∶ 364
契合度=1 ∶ 3
契合度=2 ∶ 36
契合度=3 ∶ 373

61
194
521

有：525
没有：251

418
358

60
716
687
89

比例
（%）

42.27
0.39
4.64

52.7
46.9
0.39
4.64

48.07

7.86
25.00
67.14
67.65
32.35

53.87
46.13

7.73
92.27
88.83
11.47

样本
均值

1.68

1.54

1.59

0.68

0.46

39.85

7.44

0.92

0.11

2.45
2.05
1.3

四、实证分析

（一）模型估计
由于因变量取离散的数值且有多个选择，本文采用多元

选择模型（multiple choice model），通过EViews5.0软件采用排

序选择模型估计方法（Ordered Choice）对相关数据进行多元

回归，得出的结果如表2所示。表2的数据包含了培训内容契

合度的排序Probit模型和培训层次契合度的排序Probit模型的

估计结果，给出了各参数的估计值、z检验值以及相应的p值。

表2 排序选择模型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性别

年龄

受教育年限

婚姻状况

是否村干部

培训经历

企业数量

合作社数量

基地情况

产业发展

LIMIT_C(1)

LIMIT_C(2)

LIMIT_C(3)

内容契合度排序Probit模型

参数值

-0.098348

0.013072**

0.029495**

0.560676***

-0.245480*

0.007251

0.011821

-0.023072

0.343855***

0.278504***

1.671088***

1.681725***

1.808284***

z检验值

-1.049131

2.504921

2.009161

2.817195

-1.732741

0.332235

0.897946

-0.507086

2.676795

2.945400

5.632983

5.667991

6.083533

相伴概率

0.2941

0.0122

0.0445

0.0048

0.0831

0.7397

0.3692

0.6121

0.0074

0.0032

0.0000

0.0000

0.0000

层次契合度排序Probit模型

参数值

-0.207551**

0.010349**

0.011985

0.263604

-0.171862

0.030213

0.112387***

-0.030530

0.414247***

0.090339

1.196636***

1.207448***

1.338646***

z检验值

-2.176108

1.995369

0.891053

1.329480

-1.169146

1.300450

5.501251

-0.673874

3.186920

0.935024

4.156545

4.193572

4.641657

相伴概率

0.0295

0.0460

0.3729

0.1837

0.2423

0.1934

0.0000

0.5004

0.0014

0.3498

0.0000

0.0000

0.0000

注：*、**、***分别表示参数通过了10%、5%、1%的 z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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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回归结果讨论
（1）根据内容契合度的排序 Probit 模型回归结果显示，

LR统计量=77.50027，相应的概率值 P非常小，三个临界点

的估计值 c
∧
1 =1.6711、 c

∧
2 =1.6817、 c

∧
3 =1.8083，临界点的估

计值是递增的，模型的估计系数整体上是显著的，通过了显

著性检验，具有统计学意义；层次契合度的排序Probit模型

回归结果显示 LR 统计量=119.3825，相应的概率值 P 非常

小，三个临界点的估计值 c
∧
1 =1.1966、 c

∧
2 =1.2074、 c

∧
3 =

1.3386，临界点的估计值也是递增的，该模型的估计系数整

体上显著，也通过了统计检验。

（2）培训内容契合度的排序 Probit 模型回归结果显示，

协变量中年龄、受教育年限、婚姻状况、是否村干部等变量

都对农民培训内容契合度有显著影响；其中，年龄、受教育

年限、婚姻状况对农民培训内容契合度都有正向显著影响，

是否担任村干部对农民培训内容契合度有负向显著影响。产

业发展两个研究变量即产业基地情况和特色产业发展情况对

农民培训内容契合度都有正向显著影响，说明参与培训农户

所在地产业发展状况能够显著影响当地农户参与农民培训的

契合度，产业发展越好的地区农户参与农民培训契合情况也

就越好，这与实际调查情况相符，也与我们的理论分析相

符。对调查数据做统计分析发现，产业发展水平没有、一般

和好的地区，农户参与农民培训内容契合度的平均水平分别

为0.5911、1.5309、1.8599。没有建设产业基地农村地区农民

培训内容契合度平均水平为1.2169，而建设有产业基地的农

村地区农民培训内容契合度平均水平为1.8899。这说明，农

民培训内容契合度水平受农户所在地区特色产业状况影响

很大。

（3）培训层次契合度的排序 Probit 模型回归结果显示，

协变量中性别、年龄、企业数量等变量对农民培训层次契合

度有显著影响，年龄和企业数量与农民培训层次契合度正相

关，性别与农民培训层次契合度负相关。产业发展两个研究

变量对农民培训层次契合度都有正向影响，产业基地情况与

农民培训层次契合度显著正相关，而特色产业发展情况对农

民培训层次契合度有正向影响，但是影响不显著。从统计结

果分析来看，特色产业发展没有、一般和好的地区，农户参

与农民培训层次契合度的平均水平为 0.6393、 1.4010、
1.6948。没有建设产业基地农村地区农民培训层次契合度平

均水平为 1，而建设有产业基地的农村地区农民培训层次契

合度平均水平为1.7989。这说明，农民培训层次契合度水平

受农户所在地区产业发展状况影响很大。

五、结 论
本文从动机理论和诱因理论出发，分析了西南少数民族

农村地区产业发展状况对当地农户参与农民培训的供需契合

度的影响情况，并利用四川、云南、贵州三个少数民族地区

农户的调查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得出主要结论如下：第一，

农民培训供需契合度确实受到农户所在地产业发展状况的影

响，并且产业发展越好的地区，农户参与农民培训的供需契

合度也就越高。第二，农户所在地基地或大型项目情况和特

色产业发展情况对农民培训内容契合度都有正向影响，有基

地或者大型项目的地区农民培训契合度明显高于没有基地或

者大型项目的农村地区农民培训契合度；特色产业发展好的

地区农民培训内容契合度也明显高于产业发展不好的地区农

民培训内容契合度。第三，农户所在地基地或大型项目与农

民培训层次契合度显著正相关，特色产业发展情况对农民培

训层次契合度存在正向影响，但是影响不显著。

本文的研究的政策含义，是地方政府在开展农民培训时

应转变政府职能，变政府推动型培训为市场诱导型培训，通

过发展农村地区的特色产业，建立产业发展基地来提高农民

培训的供需契合度。在发展地区产业时要因地制宜、突出特

色，力求一乡一品，利用产业发展的诱导作用促使农民培训

市场的供需均衡，这对于提高农民培训的效果、促进农村地

区经济发展和建设新农村也具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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