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新农村建设中福建农民教育研究>>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新农村建设中福建农民教育研究>>

13位ISBN编号：9787109133594

10位ISBN编号：7109133591

出版时间：1970-1

出版时间：中国农业出版社

作者：林克显

页数：193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新农村建设中福建农民教育研究>>

前言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首要问题。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
建设新农村需要新农民。
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要“培育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发挥亿万农民建设新农村的主体
作用”。
开展农民教育是提高农民素质，培养新型农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措施。
　　笔者出生在农村，成长在农村，1986年考入福建农学院农学系，毕业后留校工作，与“农”结下
了不解之缘。
2003年9月，笔者考取福建农林大学作物科学学院持续发展与推广学在职博士研究生，2004年5月，笔
者又调任福建农林大学成人教育学院主持工作。
在学习和工作实践中，对福建省农民教育的现状和存在问题有了更多的接触和思考，深感加强农民教
育在提高农民素质、增加农民收入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重要性、紧迫性。
　　鉴于此，笔者以“新农村建设进程中福建省农民教育”为题，以科学发展观、人力资本理论和二
元经济理论作为研究的理论基础，采用文献研究法、调查研究法、比较分析法、个案分析法，对发达
国家和地区农民教育的先进经验进行概括，对福建省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与农民教育的相互关系进行论
证，对近年来福建省农民教育的实践进行总结，对福建省新农村建设进程中农民教育存在的问题进行
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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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首要问题。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
建设新农村需要新农民。
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要“培育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发挥亿万农民建设新农村的主体
作用”。
开展农民教育是提高农民素质，培养新型农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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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3 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对农民教育的需求分析　　教育与经济之间关系的联结点是劳动力再生
产。
教育的基本功能是生产人的劳动能力。
教育是劳动力再生产的重要手段，是社会再生产正常进行的必要条件，是扩大再生产的前提条件。
　　现代社会中，教育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经济的发展需要创新，而创新必须以知识和技术
为基础。
知识和技能的掌握，主要是靠教育。
教育虽然不能增加劳动力的数量，却能提高劳动力的质量，以满足技术创新的需要。
二战后，日本经济的迅速增长，究其原因在于日本政府注重对人力资本的投资。
　　邓小平在《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中认为“从长远看，要注意教育和科学技术⋯⋯我们要千方百计
，在别的方面忍耐一些，甚至于牺牲一些速度，把教育问题解决好。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要优先发展教育，把我国建设
成为人力资源强国。
实践也证明了，教育对我国经济的增长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教育投资产生的外溢作用显著推动着经济增长，教育投资水平越高，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就越大。
因此，要提高综合国力，就必须重视对国民的教育，使之成为一项基本的国策。
　　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主要是通过育人这一途径实现的。
因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主要受制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而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就是人。
一个国家所培养的劳动力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着该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经济发展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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