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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通过田野调查、与当地居民及村干部进行访谈，并将其整理为文字材料，指出目前人口较少民族村

寨里人力资源开发存在的问题，进一步分析了我国人口较少民族村寨关于人力资源开发模式的困境，基

于此，对其人力资源开发模式进行了相应的探索，希望能给德宏州人口较少民族村寨一些理论上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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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conducts field investigations, interviews with local residents and village officials, and 
compiles them into written materials to point out the problems in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in 
ethnic villages with relatively small populations. It further analyzes the difficulties of human re-
source development models in ethnic villages with relatively small populations in China, and based 
on this, explores their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models accordingly, I hope to provide some 
theoretical references for ethnic villages with relatively small populations in Dehong Pref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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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改革开放 40 年来，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大批中青年农民进城打工，农村人力资本短缺[1] [2]。
由于缺少合理的人才引进机制，人才匮乏成为了农村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乡村振兴实施的瓶颈性问

题。2021 年 2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见》，明确

指出坚持把乡村人力资本开发放在首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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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我们身处乡村振兴新时期，此时正是用人之际，国家大力也在大力推行人才战略。只有引进

人才可以助力乡村振兴[3]。当前，人才争夺战不断升温，以发达城市为主的地区纷纷谋划人才引进举措，

构建“培才”体系，编织“养才”摇篮，有针对性的落实对毕业生、高精尖、及广大社会专业技术人员

的相关福利政策。然而在“抢人大战”中更是凸显了存在的不平衡问题：现如今，对人才争夺的热点都

集中在大城市上，对基层乡镇、农村关注度尚不够高，这就会导致人才流动的不平衡[1] [4]。由此可见，

人才匮乏和年轻人的流失是制约农村农业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因素。 
作者在跟随导师去德宏州各个村寨进行田野调查时也发现，目前我国人口较少民族村寨由于地理环

境的劣势、交通出行的不便、农村发展空间狭窄、政策待遇的落差等问题，在人才引进中仍然存在人才

外流、引进人才留住人才困难、心有余而资金不足、资金有余而政策不足等问题，导致农村缺乏高素质

高水平的人才。在乡村振兴的新格局下，对人才的需求从技术农民向更加多元的新农人转变，原有的乡

村人才培育模式需要拓展和升级[5] [6]。如何吸引更多人才投身乡村振兴，如何培养更多元、更高级的乡

村振兴人才，本文认为，对人力资源开发模式进行创新探索是支撑乡村人力资源开发的关键力量。 

2. 乡村振兴背景下德宏州较少民族村寨人资开发现状 

在对德宏州芒市盈江县、陇川县以及梁河县下的几个人口较少民族聚居村寨进行了田野调查后发现，

无论是景颇族、德昂族、阿昌族还是傈僳族，都存在人才严重匮乏、素质偏低的情况，除此之外，由于

大部分青壮年外出打工，留守儿童的教育得不到保障、或多或少受到老一辈老旧思想的影响，一部分小

孩不想读书或者被迫辍学，早早的外出打工，即使是考上大学乃至研究生的，也几乎很少有人会回到村

寨。 
陇川县罕等村当地的齐书记指出，乡村要振兴，人才是关键，然而现在村子里大部分年轻人都外出

打工了，甚至是在原来的工厂里打工的年轻人也都出去工作了。像陇川县的一个服装厂，一个月两千的

工资完全没有办法留住村里的人力资源，这对于罕等村的人力资源开发来说又是一个挑战；此外，目前

的乡村振兴仍然停留在理论阶段，落实到具体规划方面，齐书记指出，村子里缺少乡村振兴的相关专业

人才，尤其是土地这方面的人才，导致村子里的发展停滞不前。人力资源的缺失导致了乡村振兴失去了

其源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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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山乡邦角村的唐木光认为，乡村振兴首先要振兴人才。她表示目前村子里非常缺乏人才，村里人

文化程度普遍只有小学或初中水平。目前邦角村来了两个大学生，都在准备考公务员或者考研。再者，

村子里很多小孩因为家庭条件、思想观念等得不到改善，或主动或被迫辍学外出打工，造成农村人才外

流。可见农村里的教育观念对人力资源开发也有很大的影响。 
相比之下，当地经济发展态势较好的出冬瓜村的村委会主任赵腊退提到乡村振兴，认为首先产业要

兴旺。为了跟进乡村产业，赵腊退也在积极地组织农民进行礼仪、餐饮、文化表演等各个方面的培训，

来提升人力资源质量；不仅如此，他们还与外乡合作入股，成立了村子里第一家公司——德宏州金齿文

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为村里的产业经济发展打下了更坚实的基础，走出了共同富裕的第一步。 
本文认为，人才振兴了产业才能兴旺，大量农村人才的流失导致农村产业经济的欠发达，在一定程

度上导致了人才引进的困境，如此的恶性循环从源头上阻碍了村寨的发展与振兴。目前农村人口流失中

很大一部分比重为农村人才流失。在农村人口流失数据中显示，此部分人大多为青壮年，都是为了谋求

更好的发展，从而促使他们从农村流向城市。面对农村人才流失的现状，农村想要吸引人才，留住人才，

需要找准问题出现的根源，对所出现的问题进行深层次的分析，进而针对性去加以解决。 

3. 农村人力资源开发模式回顾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离不开人才的支撑，而人才的输入必须坚持自主培养与人才引进相结合的策略

[7]。目前，我国农村人力资源开发模式分为了人才输出模式、人才引进模式、人才培养模式、循环开发

模式。考虑到人才输出模式主要运用的地区为东北、西北等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乡村，并且该模式是对经

济相对落后的乡村地区人力资源的掠夺性开发，容易造成农村空心化，也不能保证人才回流，本文在此

基础上，将德宏少数民族村寨的人力资源开发模式概括为了人才引进、乡土人才创新以及循环开发模式。 

3.1. 人才引进模式 

人才引进模式的理论基础是经济的内生增长理论，该理论认为人力资源素质的提高可与生产资料以

及资本的投入起到相同效果——拉动经济增长，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8] [9]。当前各

地响应国家乡村振兴的号召，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地引才，主要有三种具体的模式：一是创新人才

引进模式。采取“人才 + 项目”形式，从基层一线筛选优异人才到扶贫重点乡镇帮扶工作。二是拓展引

才渠道。例如健全智库专家名单，包括基层人才甚至农林牧渔专业博士或正高级职称的专业人才，再比

如通过“三支一扶”招募高校毕业生。三是完善引才机制。譬如为了促进各类人才、技术等创新要素向

涉农企业生产一线流动，可以聘请优秀人才担任农业企业“HR 副总”。但在人才引进模式下也存在诸多

问题：首先，人才引进的实施需要政策的支持，但在现实中仍然存在政策保障力度不足、供需不平衡等

问题[10]，致使人才引进模式实施存在很大苦难；另外，户籍制度、社保制度等政策配套方面存的问题也

难以留住人才，对于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效果不明显[10] [11]。例如“大学生村官”，多数从业人员仅将农

村经历作为跳板的事实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这种观点[12]。 

3.2. 人才培养创新模式 

在缺乏政策与资金支持、供需不均衡的情况下，农村人力资源应从何处来，乡土人才培养创新模式

应运而生。乡土人才创新模式的理论基础是乡土文化理论与建构理论。乡土文化理论认为，随着工业技

术的高速发展，乡村社会的传统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的式微湮灭成为现实，而乡村传统文化是乡土文

化旅游产业的根基所在。结合现代农村创新型人才培养问题与建构理论，农村应整合内外资源、结合当

地特色文化，因地制宜，培育具有创新创业与实践能力的优秀人才，同时通过学习，本地农民的视野、

思维得到开拓，整体受教育水平得到较高提升。相较于人才引进模式，乡土人才创新模式强调的是乡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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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的就地培养[13] [14]，其优势在于本土人才的知识结构、生活习惯以及农耕经验相比外来城市人员更

加丰富，对农村的熟悉度与忠诚度可以有效实现乡土特色人才的培育。然而目前该人力资源开发模式仍

然存在一定的困难性：在乡村振兴背景下，乡土人才缺乏成长与晋升空间、很少有青壮年愿意留在农村，

另外，当地政府对乡村人力资源开发的投入能有多少仍然具有较大不确定性。 

3.3. 循环开发模式 

人才循环开发模式的理论基础是循环经济理论。该理论以提高资源使用效率与效益为理论核心，在

人才的培养开发中运用循环经济理论从而形成了人才循环开发模式。在这一模式下，人才资本被循环利

用。当前我国农村人力资源循环开发模式的基本路径是把人从农村输入到城市[15]，在具备一定的资本与

技术之后再回流到农村，形成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人才经济循环链。循环开发通过人才“外循环”，将

外部各方人才、资本、技术汇聚起来，带动地域经济；通过人才“内循环”，择优择强本土人才，激发

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让他们成为领导主力[16]。循环开发模式的关键是人才由城市向农村的回流，这是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重要条件。人才循环开发模式的最大优势是人才的回流带回了资本、先进的技术与

管理经验，有利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不足主要是因为传统偏见的影响，大学生认为回村发展是走投无

路的下策。并且城市更具吸引力与竞争力，导致人才回乡创业时间较晚，最终效果难以预测。但从近年

我国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实践来看，农村人才回流后对环境的适应能力明显优于引进人才，尤其是各乡

村地区人员到经济发达地区积累资本、技术后回乡创业成功的案例较多。 

4. 德宏州人口较少民族村寨人力资源开发模式探索 

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几种模式各有优势与不足。如何在我国乡村振兴战略

实施的具体实践中，有针对性地选择人力资源开发模式，本文将针对德宏人口较少民族村寨的具体情况

对人资开发模式进行相应的分析和创新探索。 

4.1. 访谈资料摘录 

课题小组成员提前设计好了访谈提纲，并在各个村寨选取了两到三个访谈对象，在征求了录音同意

后获得了 640 分钟左右的原始材料，并及时将其整理为了 2 w 字左右的文字资料。访谈资料部分摘录如

下。 
陇川县罕等村访谈对象 A：但现在情况是我们村子里很多资金都用不上，没有好的规划去发展经济。

工作队是有的，但是不专业，能力也有限，还是欠缺乡村振兴方面的专家。到目前为止，回乡创业、回

乡干部来为我们乡村振兴谋划的人是有的，但是疫情之后就没有了，关于土地方面的专家也没有。甘蔗

产业是我们村子的第一产业，现在我们厂子里很多年轻人都跑去外省打工了，因为工资太低，像陇川的

一个服装厂工人工资一个月才两千多。现在我们村最需要的就是人才，需要的是来帮我们的人，我们村

子有的是人，有的是力量，但我们找不到适合自己的乡村振兴的路。 
出冬瓜村访谈对象 B：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方面，出冬瓜村在芒市甚至是德宏州也是很成功、很超前

的一个村，但还有很多差距，要做的事有很多。德昂族以前文化水平低，都是文盲，生活很贫困吃不饱

穿不暖，交通更不便利，后来也是各级党委政府关心支持才发展起来。 
邦角村访谈对象 C：脱贫攻坚以来我们村子改变确实很大，但我们村子基础不牢，同其他村子相比

还是差了很多。居住环境这方面还是比较差，脱贫攻坚政府没有那么多钱去投入。我认为乡村振兴首先

要振兴人才，我们这里很缺人才，读书人很少，这一届来了两个大学生，其他都是初中生小学生，文化

水平很低，这个年代读书很重要，但是不想读书的比我们那个年代多得多。现在读书出去的人也不想回

来，这种我们从村子利益的角度肯定希望他们回来建设家乡，但从个人的角度又想他们多出去拓宽眼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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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一个两难的矛盾。 
茅草村访谈对象 D：有一部分家庭还是比较困难，所以我们主要是想抓人才振兴和产业振兴。我认

为乡村振兴一定是组织要保障，领头的人带动不好就无法谈生产，无法带领人们致富，第二个，领头人

人际关系要好，胆子大，通过关系争取招商引资的项目，也希望通过外面招商引资来解决加工茶叶过程

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比如销售、包装等。领头人在寨子里要有号召力、能力强、号召群众，最后才能将

产业做强做大。脱贫攻坚巩固了，路也修到家了，政府也给予了相关的生活保障。现在就是要利用好身

边的各种资源，因地制宜，特色的就开发旅游，有产业的就种植，关键是要有相关人才懂和去种。我们

希望领导的孩子读完书可以回来支援乡村带头作用。 
综合上述各村寨对象的访谈内容，可以总结出各少数民族村寨的情况：出冬瓜村相对而言经济较发

达，人力资源丰富，且积极与政府进行沟通合作，但人才专业能力偏低；经济相对不发达的邦角村等村

寨人力资源稀缺，存在人才引进困难、人才引进素质低，且人才流失严重、与政府协调不积极等问题。 

4.2. 访谈分析与人力资源开发模式探索 

本文认为，虽然各个村寨都有共同的遗留问题亟待解决，但由于彼此经济状况的不同、发展产业不

同、政策支持的不同等等，并不适用同一种人力资源开发模式，甚至并不能仅用现有单一力资源开发模

式予以解决，下表 1 解释了各个村寨的基本情况并分析了对应的人力资源开发模式。 
 

Table 1. Corresponding analysis of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models 
表 1. 人力资源开发模式对应分析 

德宏较少人

口民族村寨 
基本 
情况 人才引进模式 人才培养创新模式 循环开发模式 

出冬瓜村 经济相

对发达 

资源相对丰富，能够留住人才，

具有可行性，但需要政府的协

调沟通 

就地培育具有可行性，但在资

金投入方面不确定、且晋升空

间狭窄 

人才回流时间不确

定、返乡意愿不强

烈、相关政策不完

善。 

坪山村 经济相

对适中 
靠近边境，不能留住人才、不

确定是否有条件培育 

就地培育具有局限性、不确定

性，资金投入方面不确定、且

晋升空间狭窄 
邦外村、 
罕等村 

经济较

不发达 
经济、技术等资源缺乏、人口

众多，人才引进模式难以有效 
廉价的劳动力无法支撑对人才

培育创新方面的投入 

邦角村、 
茅草村 

经济相

对落后 
缺乏资源，人力资源素质偏低，

不能留住人才 
人才培育创新模式能有效解决

问题 

4.3. 总结 

本文从与对象 A、B、C、D 的访谈记录中提炼出若干个重要的关键词：政府领导、合作社经济、具

体规划、优势利用、集中培训、沟通协调、人际关系、领导带头、招商引资、思想教育、产学研合作[12] 
[16]。从上述关键词中可以将其归结为三个层面：政府、市场以及农村工作队伍。田野调查结果表明了目

前农村地区单一的人力资源开发模式以及单一参与主体的欠缺性，本文认为，应构建政府、市场以及农

村工作队伍多元主体参与的治理协调机制，为促进人力资源开发模式的有效性，政府与农村工作队伍需

担任其领导带头、引领以及沟通协调的核心，同时联动市场，鼓励市场主体的经济参与[17]。另外，因地

制宜，采用多种人力资源开发模式相结合的方式来提高其有效性。 
对于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譬如出冬瓜村、梁河遮岛等，建议选择人才引进与人才培养创新相结合

的模式。首先，因经济相对发达地区农业生产技术较为发达、农业机械的运用较常见[18]，因此从事农业

的人口所占比重偏低。并且农产品的配套产业较为发达，就业渠道多，收入与周边地区相比更具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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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人才引进的基础。其次，由于地区经济较为发达，地方基层政府具备一定的财政基础，可以在职业

培训、政策配套、创新创业帮扶等方面投入更多的公共资源，为人才就地培养、转化创造较为优越的条

件。需要注意的是，政府应与市场、当地农村沟通协调妥当，当地农村工作队伍也应处理好相应的人际

关系，为人力资源开发模式的实施打下坚实的基础。 
对于经济较不发达的地区，例如邦外村、罕等村，应选择循环开发与人才输出相结合的模式。首先，

经济较不发达地区面临的现状是人力资源较为丰富但资本、技术等要素较为缺乏[[19]。因此，当地政府

的主要任务是采用循环开发的人力资源开发模式，通过招商引资等方式，吸纳资本、技术到本地区投资。

同时，加强对当地人力资源的培训，努力提高人力资源素质，通过人才输出为招商引资企业提供大量本

地化的质优价廉劳动力。另外，由于经济相对不发达地区人力资源就地转移消化能力不足，在政府投入

一定公共资源培训的前提下，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开发也是促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手段。需要注意的是，从

政府到市场再到农村地区，都需要根据差异性建立相应的人力资源开发管理体系，完善并强化农村人才

队伍的组织管理。 
再者，对于经济落后地区的乡村，例如邦角村、茅草村而言，应以人才输出与人才培养创新模式为

主。由于在经济落后地区，农村人力资源素质普遍较低，且当地资源缺乏、基础设施不健全，吸引外部

投资能力较弱。因此，政府应把核心转移到农村人力资源培训上来，因地制宜，结合当地优势，通过职

业教育或培训班等多种方法，加大对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培训力度，提高他们的素质教育与适应能力。其

次，应大力积极发展农村教育事业，例如，政府给予政策以及资金上的支持，通过慈善机构、企业慈善

活动援助乡村教育，鼓励大学生进行乡村支教等。利用当地特色优势，不仅可以培养出本地乡土人才，

还可以提高农民整体受教育水平和综合素质能力，缩小与高水平教育人才的沟通差距，消除农村外来引

进人才的顾虑。需要注意的是，政府在发布政策、提供资金支持的时候应将信息公开透明，增加其可理

解性；农村相关领导应起到带头作用，并及时与下级、上级进行协调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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