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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作为我国的首都，是一个人口超过

2 000 万的超大型城市。京郊的都市型现代

农业、“三农”发展及乡村振兴对全国具有

引领性、示范性和带动性作用。北京郊区农

业的发展历经多次重要转型，从以产量为目

标的发展阶段，到以质量为目标的提升阶

段，再到以都市型现代农业为方向的高质量

发展阶段，基本形成了业态丰富、功能多样、

环境友好、特色鲜明的都市现代农业产业体

系和支撑保障体系。北京的农业农村职业教

育在致力于打造大国工匠和能工巧匠方面发

挥了独特的作用，为北京都市型现代农业、

“三农”服务、乡村振兴，以及首都的高质

量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人才支撑。

一、相关政策综述

《诗经·大雅·文王》中提到，千秋基

业，人才为先。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教

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必须坚持科技

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

一动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

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辟发展新领域

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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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离不开农业农村现代化，农业农村现

代化关键在科技、在人才。新时代，农村是

充满希望的田野，是干事创业的广阔舞台，

我国高等农林教育大有可为。为推进农业农

村现代化、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提高亿万农

民生活水平和思想道德素质、促进山水林田

湖草系统治理，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推进乡

村全面振兴不断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1]。要

高度重视职业教育，大力推进产教融合，健

全德技并修、工学结合的育人机制，源源

不断为各行各业培养亿万高素质的产业生力

军，让职业院校毕业生在职业发展上也有广

阔空间 [2]。要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

教育协同创新，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

教融汇，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要加强基础

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加快建设中

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和优势学科 [3]。

2021 年 2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

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

的意见》指出，应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

坚持把乡村人力资本开发放在首要位置，大

力培养本土人才，引导城市人才下乡，推动

专业人才服务乡村，吸引各类人才在乡村振

兴中建功立业，健全乡村人才工作体制机

制，强化人才振兴保障措施，培养造就一支

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

伍，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

代化提供有力人才支撑。没有农业农村现代

化，就没有整个国家现代化。要发挥农业农

村职业教育在乡村振兴中的重要作用，走中

国特色职业教育发展之路，培养和造就更多

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涉农人才，真正

做到农业职业技术人才在乡村“下得去、留

得住、创业绩”，把毕业论文写在京郊大地

上，才能高质量服务首都乡村人才振兴 [4]。

2021 年 10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

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

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要支持办好面向农

村的职业教育 , 加快培养乡村振兴人才，即

要以职业教育赋能乡村人才振兴 [5]。2022 年

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

二〇二二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

见》进一步强调，要发挥职业教育“培养乡

村规划、设计、建设、管理专业人才和乡土

人才”的重要价值 [6]。

二、北京郊区乡村发展的特点

北京除了具备“大城市、小农业”“大

京郊、小城区”的空间特点外，还具有显著

的“四个中心”城市战略定位、超大城市发

展规模、疏解非首都功能政策导向、首善之

区高标准要求等鲜明特点 [7]。

（一）北京的战略功能定位对都市型现

代农业的发展呈现“高位移”态势

近年来，北京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取得新进展。通过

构建新发展格局，促进城乡经济循环，为农

业农村提供了新的发展空间；通过京津冀协

同发展和优化要素及其配置，在现代农业、

合作农业、智慧农业及农产品产销对接等

领域创新合作推进机制，提高了合作层次和

质量。通过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有效推进了

农业农村现代化。2022 年 4 月 23 日，中共

北京市委、市人民政府印发《北京率先基本

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行动方案》提出，要全

面实施稳产保供能力提升工程、现代农业发

展载体打造工程、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培育

工程三大工程，发展现代种业、绿色有机农

业、设施农业、特色农业、休闲农业与乡村

旅游五大产业，全面提升农业质量效益和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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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力。到 2025 年，要实现城乡规划一体化、

资源配置一体化、基础设施一体化、公共服

务一体化、社会治理一体化发展格局，农业

科技贡献率达到 77%，设施农业机械化率达

到 55% 以上，良种覆盖率达 98% 以上，蔬

菜、猪肉自给率分别达到 20%、10% 以上，

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覆盖率达 55% 以上，生

活垃圾处理实现全覆盖，煤改清洁能源覆盖

率达到 90%，农民中等收入群体明显扩大，

城乡居民收入比缩小到 2.4:1；基本消除年经

营性收入低于 10 万元的集体经济薄弱村等。

到 2035 年，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农

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

率先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十四五”

时期，北京将紧紧围绕农业高质高效目标，

塑强“服务市民、富裕农民”的都市型现代

农业；围绕乡村宜居宜业目标，打造国际一

流和谐宜居之都的“战略后院”和“美丽前

院”；围绕农民富裕富足目标，推动形成城

乡共建、共治、共享、共富的发展格局 [8]。

2022 年 7 月 5 日，北京市农业农村局、中

共北京市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

印发的《北京市加快推进数字农业农村发展

行动计划（2022—2025）》提出，要坚持问

题导向，不断夯实数字农业农村基础支撑，

持续推进数字技术与生产经营、行业监管、

乡村治理、公共服务的深度融合，全面提升

农民数字化素养与技能，全面引领“三农”

各领域数字化转型，缩小城乡“数字鸿沟”，

实现数字赋能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和首都乡

村全面振兴 [9] 。

（二）北京城乡“二元”分化特征明显，

农业产值占比不高

北京城乡“二元”分化十分明显，城乡

发展差距较大。2022 年北京统计公报数据显

示，2021 年，北京有 35 个乡政府、143 个镇

政府，3 748 个村民委员会，行政村常住户数

221.5 万户，行政村常住人口 569 万人，行政

村从业人员 340.3 万人。北京市 2022 年国民

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北京市常

住人口为 2 184.3 万人，60 岁以上人口为 465.1
万人，占比 21.3%，农村人口为 272.7 万人，占

比 12.4%。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33 303
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81 518 元），

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为 28.3%（城镇居

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为 20.8%）。2022 年北京地

区生产总值为 41 610.9 亿元，其中一产（农林

牧渔）总产值为 113.1 亿元，占比 0.3%；二

产 6 605.1 亿元，占比 15.9%；三产 34 894.3 亿

元，占比 83.8%，农业产值占比不高。北京市

“大城市，小农业”“大京郊，小城区”的特

征十分突出，乡村功能由生产、居住功能逐

渐向生态、生产、服务、居住等多元化转变。

（三）村庄类型多，承担城市功能多样化

根据北京 2019 年村庄人口、区位和发

展情况，北京的村可分为 5 类，第一类，没

有农村、农业和农民，只保留乡村集体经济

组织的“三无村”有 56 个；第二类，城乡

接合部地区村庄，流动人口和本地户籍人口

数量倒挂的“倒挂村”有 173 个；第三类，

整建制拆迁，处于向“三无村”过渡阶段

的“拆迁村”有 720 个；第四类，村庄劳动

力外流、人口老龄化，多数位于山区的“空

心村”有 48 个；第五类，没有什么显著变

化的“传统村”有 2 986 个 [10]。疏解非首都

功能以“减量”促高质量发展的背景明晰，

划定生态涵养区和生态保护红线严明，乡村

功能呈现多元化趋势。2021 年，北京都市

型现代农业生态服务价值年值为 3 923.30 亿

元（贴现值为 1 2146.52 亿元）。从构成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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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服务价值年值的 3 个部分（直接经济价

值、间接经济价值、生态与环境价值）看：

直接经济价值年值为 381.23 亿元（贴现值

为 381.23 亿元），占总价值的 9.7%，其中，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为 269.51 亿元（贴现值

为 269.51 亿元），供水价值为 111.72 亿元（贴

现值为 111.72 亿元），主要是由于粮食与蔬

菜生产快速增长、农林牧渔总产值由负转

正、河湖补水量大幅增加等；间接经济价值

为 1 095.78 亿元（贴现值为 1 095.78 亿元），

占总价值的 27.9%，其中文化旅游服务价值

年值为 627.33 亿元（贴现值为 627.33 亿元），

主要由文化旅游服务价值拉动；生态与环境

价值为 2 446.28 亿元，占总价值的 62.4%，

主要是由于水源涵养（存蓄）量大幅提升，

造林绿化面积增加，水生态持续改善，永定

河综合治理与生态修复等，全市河流、水库

等健康水体占比达 85.8%，主要河流成为候

鸟迁徙的重要廊道等 [11]。

三、北京农业农村职业教育人才培养

现状

北京的农业农村是北京现代化的主要短

板，如住在乡村的 60 岁以上老年人居多；乡

村缺乏主导产业支撑，主要表现在农业产业

化生产不足，农业科技优势尚未充分发挥，

农业高效设施技术储备不足，生产效率低等；

农业经营主体分散，带动性不强，乡村集体

经济经营效益下降，乡村公共服务和基础设

施建设薄弱，农民持续增收难度加大等。

职业教育、专科教育及各类培训，是乡

村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和提高的主阵地，也是

首都乡村振兴新生力量的主要来源，其人

才培养质量直接影响着首都现代农业、“三

农”服务和乡村振兴的发展。北京涉农专业

人才的培养与提高主要是通过全日制学历教

育、成人教育与培训以及各类短期培训班等

方式来开展的。近年来，通过“美丽乡村建

设”“百所示范村建设”“派驻第一书记”等

项目提升了乡村治理水平，通过“进村入户

走基层”“科技挂职”“耕耘者振兴计划”等

活动，农业农村职业教育培养了村务管理人

才、高素质农民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

等，使村干部和村民的整体素质得到了显著

提升，村容村貌得到了很大改观，农业科学

技术也得到了有效应用与推广。但是，农业

农村职业教育与首都高质量发展对涉农职业

人才的需求相比，其数量和质量还存在着一

定的差距。

目前，北京市农业农村职业教育及相关

专业人才培养，主要分为 3 种形式：普通专

科（高等职业教育）、成人专科及网络专科

教育等。专业涉及教育部职业教育专业目录

（2021 版）的 9 个学科大类：农林牧渔、土

木建筑、水利、装备制造、生物与化工、食

品药品与粮食、电子信息、财经商贸、旅游。

根据北京市教育事业发展统计概况 2022—

2023 年的数据，2022 年职业教育、成人专科

教育及网络专科教育招生人数为 50 484 人、

毕 业 生 数 为 80 649 人、 在 校 学 生 数 为

150 099 人，相关数据见表 1。此外，农村成

人文化技术培训学校结业生数为 320 178 人，

包括县办 92 175 人、乡办 165 847 人、村办

62 136 人。北京市涉农职业（专科）人才储

备量为 400 827 人。考虑到成人专科、网络

专科教育及培训主要面向成人教育，假设该

部分人才均已从事涉农领域岗位，则 2022
年北京都市型现代农业、“三农”服务和乡

村振兴可新增涉农领域人才数量为 19 843
人，预计 2023 年可释放人才资源 62 74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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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大类

普通专科学生数 成人专科学生数 网络专科学生数
毕业生

合计

中职学生数

毕业

生数
招生数

在校

生数

毕业

生数
招生数

在校

生数

毕业

生数
招生数

在校

生数

毕业

生数
招生数

在校

生数

农林牧渔 1 656 1 320 3 870 339 19 48 1 146 0 866 3 141    687 1 162 2 214

土木建筑 1 117 1 018 2 585 211 227 386 1 551 1 306 4 299 2 879     261 537 1 231

水利 108 59 138 0 0 0 23 0 22 131       25 74 146

装备制造 1 415 1 720 4 117 418 204 490 7 156 749 4 682 8 989    422 666 1 747
食品、药品、
粮食

253 242 544 55 2 44 15 0 15 323    230 175 678

电子信息 3 483 3 308 8 927 677 335 807 13 800 7 173 18 924 17 960 1 206 2 466 6 887

财经商贸 3 663 2 982 8 224 2 252 1 161 2 540 31 014 13 078 45 700 36 929 1 205 1 945 4 833

旅游 785 595 1 536 251 120 315 810 468 3 683 1 846     581 1 310 2 974

文化艺术 1 061 1 478 3 470 378 267 519 710 2 120 4 016 2 149 1 685 2 198 8 622

合计 13 541 12 722 33 411 4 581 2335 5 149 56 225 24 894 82 207 74 347 6 302 10 533 29 332

 表 1  2022 年北京农业农村职业教育及相关专业大类学生情况                                      人 

《北京市“十四五”时期教育改革和发展

规划（2021—2025）》指出，应增加职业教育

适应性，深化高水平技能型大学建设。要贯

彻城教融合发展理念，面向高精尖产业结构、

城市运行与发展、高品质民生需求，培养更

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

匠，重点加强养老、护理、学前教育、托育、

家政服务、健康管理、轨道交通、城市运行、

非遗传承等专业人才培养 [12]。中共北京市委

办公厅、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

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提出，

要紧密围绕首都高精尖产业发展、超大城市

运行管理、高品质民生需求对应用型人才的

需要，持续优化职业学校的专业布局，不断

提升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

的匹配度；要优化技术技能人才供给结构，

优先发展智能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

医药、人工智能等产业需要的新兴专业，加

快建设养老服务、学前教育、护理和托育等

人才紧缺专业，撤并淘汰供给过剩、就业率

低、不符合首都产业发展方向的相关专业 [13]。

四、构建新农科职业教育体系

农业农村职业教育作为涉农类型职业教

育，具有服务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服务

“三农”及乡村振兴的独特优势和社会责任，

承担着为乡村培养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主

力军，服务“三农”的专业化团队，以及乡

村振兴所需的各类人才的职能。

2023 年 3 月，教育部等五部门印发《普

通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改革方

案》指出，要推进新农科建设。应面向新农

村、新农业、新农民、新生态，要推进农

林学科专业供给侧改革，服务支撑农业转型

升级和乡村振兴。为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对

人才培养的新要求，应主动运用现代生物技

术、信息技术、工程技术等改造提升现有涉

农学科专业。要服务国家种业安全、耕地保

护建设、现代农业发展、生态系统治理、乡

村建设等战略需求，以及森林康养、绿色低

碳等新产业新业态发展，开设生物育种、农

理、农医、农文深度交叉融合创新发展，培

育新兴涉农学科专业。要全面加强涉农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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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读教育，将耕读教育相关课程作为涉农专

业学生必修课。要深入实施卓越农林人才教

育培养计划 2.0， 加快培养拔尖创新型、复

合应用型、实用技能型农林人才。用生物技

术、信息技术等现代科学技术改造提升现有

涉农专业，建设一批新兴涉农专业。要引导

综合型高校拓宽农业传统学科专业边界，增

设涉农学科专业。要加强乡村振兴发展研究

院建设，加大涉农专业招生支持力度。要加

强农林高校网络培训教育资源共享，打造实

用精品培训课程体系。应加快发展面向农村

的职业教育，要加强农村职业院校基础能力

建设，优先支持高水平农业高职院校开展

本科层次职业教育，采取校企合作、政府

划拨、整合资源等方式建设一批实习实训基

地。要支持职业院校加强涉农专业建设、开

发技术研发平台、开设特色工艺班， 培养基层

急需的专业技术人才。应采取学制教育和专

业培训相结合的模式对农村“两后生”进行

技能培训。要鼓励退役军人、下岗职工、农

民工、高素质农民、留守妇女等报考高职院

校，可适当降低文化素质测试录取分数线 [14]。

（一）完善农业农村职业教育体系

2021 年 4 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应

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加快构建现代职业教

育体系。《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提

出，要支持一批优质的高职专科学校独立升

格为职业本科学校，指导符合条件的高职专

科学校举办本科层次的职业教育。中共中央

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推动现代

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中明确指出，

到 2025 年，职业本科教育的规模将不低于

10%。北京市发布的《关于推动职业教育高

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也提出，支持在若干

专科层次高等职业学校、技师学院高水平骨

干专业群开展职业教育本科专业试点。 

实际上，乡村振兴包括“产业振兴，人

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5
个方面，而人才需求涉及到方方面面。9 个

专业大类的学生显然已经不能满足新时代首

都现代农业、“三农”服务和乡村振兴各个

方面的需求。要强化以工补农、以城带乡，

加快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

共同繁荣的新型城乡关系。应让农业成为有

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

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北京的战略功能定位、现代农业发展、

“三农”服务及乡村振兴，需要构建完善的农

业农村职业教育体系，以保障对人才的多层

次需求。针对首都现代农业、“三农”服务

及乡村振兴的特点，构建服务都市型现代农

业高质量发展、服务首都“三农”和乡村振

兴需求的新农科农业农村职业教育体系，为

“三大工程”“五大产业”，培养“三融”互通

的服务国家和首都发展，面向新农村、新农

业、新农民、新生态的拔尖创新型、复合应

用型、实用技能型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能工巧匠和大国工匠，造就掌握新农科知识

与技能的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因此，首都

农业农村职业教育还需要根据首都现代农

业、“三农”服务和乡村振兴特点，有机统筹

资源环境与安全大类、能源动力与材料大类、

生物与化工大类、轻工纺织大类、交通运输

大类、医药卫生大类、新闻传播大类、教育

与体育大类、公安与司法大类、公共管理与

服务大类的相关专业技能型人才与现有的 9
个专业大类，科学设置新农科职业教育体系，

培养满足服务首都“三农”的涉农职业人才，

增大相关领域急需的新生人才储备量。新农科

职业教育体系定位功能框架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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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优化调整农业农村职业教育结构

北京郊区乡村缺乏主导产业支撑，主要

表现在农业产业化生产不足，农业科技优势

尚未充分发挥，农业高效设施技术储备不

足，生产效率较低，农业经营主体分散，带

动性不强，乡村集体经济经营效益下降，乡

村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弱，农民持续增

收难度加大等。

农业农村职业教育改革、体系优化和转

型升级需要优化农业农村职业教育专业布

局，聚焦“服务首都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

‘三农’服务及乡村振兴”设置专业及专业

群，实现职业院校专业布局与首都产业发展

布局高度契合，提高涉农职业教育人才培养

与乡村振兴中的行业、产业、岗位之间的匹

配度，加速布局数字农业、生物农业、农

业现代物流领域的学科专业，提升服务乡

村振兴的精准度。要精准推进涉农人才培

养与乡村振兴需求的有效对接，解决好人

才模式化、标准化培养与乡村振兴个性化、

差异化需求的矛盾，提升办学水平和农业

农村职业教育的社会认可度，在全国发挥

示范引领作用。

教育部办公厅印发的《新农科人才培养

引导性专业指南》（教高厅函 2022-23）指出，

新农科职业教育专业设置应面向新农业、新

农村、新农民、新生态，对接粮食安全、乡

村振兴、生态文明等国家重大新业态，促进

专业设置与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深度融合、

有机衔接。应对接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服务

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的新产业新业态，面

向粮食安全、生态文明、智慧农业、营养与

健康、乡村发展等五大领域，设置生物育种

等 12 个新农科人才培养引导性专业 [15]。

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核心使命是培

养更多适应性强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能工巧匠和大国工匠，以与乡村振兴需要

壮大人才队伍的需求相匹配；而乡村振兴

的深入推进，为农业农村职业教育质量提

升、培养方向和模式创新提供了新的发展

思路和实践空间。农业农村职业教育的高质

量发展为乡村振兴赋能增量，乡村振兴为农

业农村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延伸定向，两者

存在同频共振、互构发展的逻辑关系，既需

要内源性力量，也需要外源性力量的协同配

合。首都农业农村职业教育体系及专业结

构，应根据《新农科人才培养引导性专业指

南》，结合首都现代农业发展特点、“三农”

图 1  新农科职业教育体系定位功能框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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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应合理调整新农科专业布局，增

强学科专业设置的前瞻性、针对性和实用性，

科学研究基础学科和交叉学科的融合，形成

专业动态调整机制，主动适应区域发展的变

化。为首都现代农业、“三农”服务和乡村振

兴增加技术技能型人才的储备，不断提高农

业农村职业教育服务首都农业农村高质量发

展的能力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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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ng a Modern Urban Agricultural Voc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for High Quality Talents Training in the Capital

GAO Xiuqing

(Beijing Vocational College of Agriculture, Beijing 102442, China)

Abstract: For the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modern agriculture in capital, the basic support from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alents is extremely important. Beijing agricultural and rural vocational 

education undertakes the important mission of cultivating professionals who master the advanced 

technology and skills of modern agriculture and serve the "agriculture, rural areas and farmers"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According to the development orientation of Beijing suburbs and the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of modern agriculture, 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social needs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the paper proposes to build a new "medium and high integration" voc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that serves 

modern urban agriculture, "agriculture, rural areas and rural areas"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optimize 

the distribution of agricultural and rural vocational education majors, cultivate more agriculture-related 

professionals who love rural areas, understand technology, good management and management, effectively 

increase the reserve of talents needed for the development in the suburbs of Beijing,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the transformation, application and promo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improving 

the services quality for "agriculture, rural areas and farmers"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and rural industries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the suburbs of Beijing, to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green, low-carbon, digital construction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ural 

areas in the capital.

Keywords: rural revitalization; new agricultural science; voc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suburbs of Beij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