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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研究

【主持人语】
乡村振兴，人才是关键。习近平总书指出：要把人力资本开发放在首要位置，强化乡村振兴人才

支撑。为此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和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探索创新校企村三级联动人才培养模式，
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全方位培养人才，不拘一格选拔人才，全领域赋能人才，充分激发各类

人才创新活力，激励他们在农村广阔天地大施所能、大展才华、大显身手。《锁定与突破：农业硕士

培养模式对接乡村振兴的实践探索》以农林院校农业硕士培养为例提出了，构建完善的人才培养与需

求对接机制，提升学生服务农村的内驱力，建立多元主体参与的农业硕士培养体系，落实校内校外农

业硕士双导师制的农业硕士培养新模式。对其他类型高校突破传统人才培养路径依赖，贯通人才培养

体系，实现人才培养全过程、全方位、全链条对接 “三农”领域的实际诉求，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治国之道，必先富民。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基本

目标，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以乡村振兴推进共同富裕：逻辑关系、挑战与路径》提出：共

同富裕是乡村振兴的价值旨归，乡村振兴是共同富裕的的基础和关键。产业基础弱、人力资本水平

低、内生发展能力弱、精神文化生活不够丰富等问题，是制约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目标实现的现实难

题。应大力促进农业三产融合发展，推动农村移风易俗，丰富农民精神文化生活，培养好乡村本土人

才，优化各类人才返乡入乡激励机制。
本期乡村振兴专栏推荐的以上两篇论文，结构严谨、逻辑清晰，能够紧跟新形势、把握新政策，

有一定的理论启发和现实启示价值。
（本期栏目主持人：刘金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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锁定与突破：农业硕士培养模式对接乡村振兴的实践探索

　宋保胜１，２，３　时心怡１　李　淼１　王轶然１　叶海坤１　

（１．河南农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河南　郑州４５００４６；２．贵州省高校乡村振兴研究中心，
贵州　安顺５６１０００；３．郑州商学院，河南　巩义４５１２００）

摘　要：农业硕士是为农业发展培养高水平、应用型和复合型人才的专业学位类别。其培养

模式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是提高人才质量和满足农业强国的保证。为了解农林高校的农业硕

士培养模式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需求契合情况，对部分地区农林院校进行调研，发现部分农

林院校在构建农业硕士培养模式中，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需求不契合，与农业高质量发展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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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不匹配，农业教育资源配置不合理，制约农业强国有效实施。因此，依据供求机制，结合

资源最优配置理论，加强顶层设计和前期调研，强化培养目标针对性，完善农业硕士培养模

式，增强农业农村高层次人才的有效供应，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人才支撑。
关键词：农业硕士；乡村振兴；农业强国；机制重构；资源配置

中图分类号：Ｓ－０１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９５０７ （２０２３）０４－００４３－０６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能够有效解决农村部分区

域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也是农业高质量

发展和实施农业强国战略的重要保证。由于资源禀

赋的束缚，农村经济发展呈现一定弱质性，造成人

才和技术 匮 乏，严 重 制 约 乡 村 振 兴 战 略 的 顺 利 实

施，对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产生一定程度的阻碍。
农业硕士是满足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和乡村振

兴战略需要而设置的高层次专业学位，在服务农业

农村经济发展和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具有得

天独厚的知识背景优势，是加速农业科技成果转化

为现实生产力的人才保障，能有效促进农村产业融

合发展，延伸农业产业链条，拓展农业多重功能，
发展农业新兴业态及完善农业发展体系。乡村振兴

首先需要人 才 振 兴，２０１９年９月５日，习 近 平 总

书记给全国农林高校的书记校长和专家代表回信时

指出，农业农村现代化关键在科技、在人才［１］。因

此，结合农业农村发展的实际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有

效实施，依据国家政策布局和引导，全面贯彻乡村

振兴人才支撑策略，农林高校通过地方政府、科研

院所及全社会力量支持，全面开展农业硕士培养，
注重农业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加大对农村高层次人

才输出，全方位、多角度助推乡村振兴战略有效实

施。由于教育理念缺乏深度，培养目标定位不清，
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与 “三农”服务对接关系处理

不当，尤其是在乡村振兴实施大背景下，一部分农

林院校普遍存在重视科研工作，忽略理论教学、技

能实践和实际应用，致使部分农林高校设置的农业

硕士培养模式不合理，考核绩效的目标导向偏离了

真实价值方位，实践培养方案不科学，培养过程缺

乏实践能力训练，专业特色创新性不强等，影响乡

村振兴与农业硕士培养整体层面上的协调性，乡村

振兴人才需求和人才培养供给失衡，错配乱配现象

较为明显，供需结构性矛盾比较突出，不利于乡村

振兴战略实施对各层次人才的需求。
目前，农业硕士培养模式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的契合情况成为诸多学者研究的热点。农业硕士是

一种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是以农业实践为导向，
强调实践和应用，在职业技能方面接受正规培训，
推动农村发展，提供农业教育技能培养的高层次、

技术型人才［２］［３］［４］；其突出特点是理论学习与职业

技能培训紧密结合一起，强调实践和应用，包括农

业与环境等农村发展、农艺与种业、农业管理、食

品加工与安全、农业工程与信息技术、渔业发展、
畜牧、资源利用与植物保护等８个领域，农业硕士

培养方式的设置有利于农业科技知识的传播，促进

农业劳动力职业素质提高、推动农业发展［５］［６］。但

由于认识不到位，一些农林院校农业硕士培养目标

不 清 晰，定 位 不 准 确，服 务 对 象 的 辨 析 度 较

低［７］［８］；特别是一些农林院校，田野实践性课程设

置较少，培养方案缺乏专业特色，培养内容与农业

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匹配度不够，农业院校优势发挥

不出来［９］［１０］，农 业 硕 士 设 置 的 课 程 和 实 践 考 核 与

农业职业人才评价标准衔接不畅，培养的人才质量

不高等［１１］［１２］；造成培 养 与 实 际 应 用 “两 张 皮”情

况［１３］［１４］，培养人 才 质 量 较 低，社 会 认 可 度 不 高，
毕 业 生 就 业 不 理 想，出 现 供 需 结 构 性 矛 盾 问

题［１５］［１６］。因此，农业 硕 士 应 结 合 农 业 农 村 领 域 的

战略需求［１７］［１８］［１９］，以服务农业生产实际需求为前

提［２０］，以解 决 实 践 中 遇 到 的 技 术 问 题 为 主 线［２１］，
以职业的现 实 需 求 和 职 业 技 能 提 高 为 导 向［２２］，适

时调整 培 养 目 标、培 养 模 式、培 养 环 节 等［２３］，设

计相应的课程、配置针对性的教学内容、采用合适

教学方式，使 农 业 硕 士 培 养 模 式 回 归 农 业 农 村 领

域，推动乡村振兴战略顺利实施，促进农业高质量

发展。
诸多学者围绕高校农业硕士培养与乡村振兴人

才需求不匹配进行了多层次的研究，但表象描述的

较多，对农业硕士不能有效对接乡村振兴战略的原

因进行 剖 析 的 较 少，制 约 因 素 分 析 得 不 全 面。因

此，从农业硕士如何服务农业农村发展和乡村振兴

战略实施的微观机理入手，厘清农业硕士高质量培

养模式助推乡村振兴全面实施的内在机理，探索制

约乡村振兴实施对人才需求与农林院校的有效供应

二者对接的因素，将农业硕士培养融入乡村振兴实

施过程之中，根据农林院校科技创新、社会服务以

及人才培养的基本功能，针对农业高质量发展、乡

村振兴实施对人才需求，重构农业硕士培养模式、
路径和方法，创新探索多元化、多渠道、多层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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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人才培养体系，健全农业硕士社会定制式

培养管理保障机制。
一、农业硕士培养模式对接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的内在逻辑

（一）提高农林院校教育资源的配置效率

乡村振兴是集 “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

织”为一体的综合性战略规划，各个维度的振兴都

需要高质 量 的 专 业 人 才 作 为 支 撑。其 中 包 括 研 究

“三农”问题，规划未来乡村发展方向的理论型人

才，也包括注重解决农业技术问题实际层面的技术

型人才和传播农业基本理论，解决农技推广应用的

复合型人才。农林院校作为农业专业人才培养的主

要基地，其农业硕士培养模式应以农业农村发展需

要和农业教育发展趋势为根据进行相应调整，合理

制定人才培养方案。以乡村振兴对多样化人才的需

求为导向，通过提升师资力量、科研经费、实验设

备、基地实训等教育资源投入的科学性，优化教育

资源配置结构，提升教育资源的使用效率，培养专

业素质突出的农业硕士人才。面对专业型硕士的培

养，以加大实践教学资源的投入力度，加强实习实

训基地建设，培养其实践操作能力为主；面对学术

型硕士的培养，加大理论培养资源投入力度，着重

培养其专业理论知识和科研研究能力。这样可以提

高农林院校教育资源的配置效率，实现教育资源边

际效益最大化。
（二）推动乡村振兴战略有序进行

农林高校人才培养模式，要以多元的专业背景

为依托，充 分 发 挥 专 业 优 势，为 乡 村 振 兴 培 养 出

“靠得住、用得上、留得下”的高素质创新型、复

合应用型农业人才。从 “产业兴旺”角度看，农林

院校深入 探 究 协 同 创 新 之 路，进 行 产 学 研 高 度 融

合，促进人才培养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推进农林

院校的科 研 成 果 惠 及 农 村，协 力 推 进 乡 村 振 兴 步

伐。从 “生态宜居”角度看，农林院校培养的农业

硕士秉持保护自然、顺应自然、敬畏自然的生态文

明理念，用专业知识为改善村容村貌和美丽乡村建

设做出 科 学 规 划，为 生 态 宜 居 提 供 不 竭 动 力。从

“治理有效”角度看，乡 村 治 理 受 制 度 规 范、行 动

主体、风土人情等多种要素共同影响，其治理过程

具有复杂性。农林院校培养的农业硕士学历高、综

合素养好，能够为治理凝聚人才力量。从 “生活富

裕”方面看，生活富裕是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共

同富裕。总之，高质量的农业硕士会将先进的农业

技术、管理技能应用到农业农村发展当中，为推动

乡村振兴 实 施 提 供 全 方 位 支 持，能 够 有 效 梳 理 堵

点，润滑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链条，发挥科技兴农

的优势，推动乡村振兴的有序进行。
二、农业硕士培养模式对接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的现状分析

为了解农业硕士培养模式与乡村振兴战略对接

情况，本课题组选取江苏省、山东省、广东省、河

南省、四 川 省、贵 州 省、河 北 省、甘 肃 省、湖 北

省、云南省、辽宁省等１１个省份以及相应省份的

７０所农林院 校 为 样 本 进 行 了 实 地 调 查 和 访 谈，结

合实地调研的数据以及调研样本所在区域的政策、
规章制度和地区统计年鉴等，运用Ｓｔａｔａ１７软件对

数据进行处理，针对农业硕士培养模式对接乡村振

兴战略实施情况进行现状描述和分析如下。
（一）认识不到位，培养模式与人才需求契合

度不够

作为乡村振兴人才的资源库，农林院校的人才

培养要有指向性，应立足于解决当下 “三农”问题

和乡村振兴战略人才需求，构建科学的农业硕士培

养模式，使培养人才的能力和素养具有服务农业农

村的 专 业 性。根 据 调 研 情 况，有１９所 农 林 院 校

（占比２７．１４％）在 构 建 农 业 硕 士 培 养 模 式 方 面，
认识不到位，重视度不够，事前没有经过实地调研

农业农村发展人才需求，制定的培养方案和培养目

标与乡村振 兴 战 略 实 施 的 需 求 契 合 度 不 够；有２２
所农林 院 校 （占 比３１．４３％），在 构 建 农 业 硕 士 培

养模式时，没有或很少召集专家进行开会研讨，造

成设置的课程和安排的教学内容与农业农村高质量

发展的实际需求不相符；有２４所农林院校 （占比

３４．２９％）制定的一系列教学配套 机 制 和 设 施，并

不是针对农业硕士教学质量的提高所设置，而是为

迎合主管部门检查评估所需，致使一些配套机制和

设施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农业硕士的教学质量难

于把控，培养的农业硕士质量不高，无法满足乡村

振兴战略实施的需要。
（二）聚 焦 度 不 够，忽 视 对 学 生 服 务 “三 农”

的内驱力培养

内驱力分为三类：认知内驱力、自我提高内驱

力、附属内驱力。而三种内驱力中，只有认知内驱

力是内部动机。对于农业专业硕士而言，提高其服

务 “三农”意愿，拥有充足的 “三农”服务内驱力

会提高其对 乡 村 振 兴 的 真 实 认 知、增 加 服 务 “三

农”的就业意愿，坚定服务乡村、助力乡村振兴的

责任感。在实施村振兴和提升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

背景下，农林高校的农业专业硕士培养应聚焦服务

“三农”，树立扎根农村的理念，利用所学到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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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和专业技能服务乡村振兴。实际上，相当一部

分农林高校只注重对农业硕士专业素养的培养，而

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内驱力的培养，导致农业硕士就

业 “非农化”现 象 严 重。据 调 查 研 究 显 示，有４４
所农林 高 校 （占 比６２．８６％）指 定 的 培 养 方 案 中，
并没有强调或突出服务 “三农”的宗旨和深入基层

农村的理念，在调研的４００名在校农业硕士生中，
有３１３人 （占比７８．２５％）表示对农业工作不感兴

趣，毕业不回农村，不愿意从事与本专业相关的工

作；对已毕业的２１０名农业专业硕士生进行调查，
从 事 的 工 作 与 “三 农”无 关 有 １６３ 人 （占 比

７７．６２％）；毕业后回农村从事乡村振兴工作的２００
名毕业生中，能留存３年以上的只有７２人 （占比

３５．５％）。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各农 林 院 校 培 养 的

农业专业硕士数量已有相当规模，但真正致力于乡

村振兴工作的却寥寥无几，农业教育资源利用效果

较低。
（三）实践教学资源占比较低，农业硕士实践

能力提升乏力

实践教学是提高学生动手能力，促进理论与实

际相结合的保证，也是农业专业硕士必备课程。尽

管在制定的教学大纲中，实践教学占比较高，但由

于重视度不够，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师资力量、科

研经费、硬件设施、实训基地等方面的投入较低，
实践教学效果较差，学生的实践能力不强，不能满

足农业农村发展需要，对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支持乏

力。调研 结 果 现 显 示，有４３所 农 林 高 校 （占 比

６１．４３％），缺少专业实践设施，实践课大多由教师

理论讲 解；有３７所 农 林 高 校 （占 比５２．８６％）没

有专用的实践基地，开展实践课，大多是临时找个

农村试点，走马观花进行；有３９所农林高校 （占

比５５．７１％）配置的研究生导师，也是科研能力较

强，实践 能 力 不 足，在 专 业 实 践 指 导 方 面 能 力 不

够；有２７所农林高校 （占比３８．５７％），围绕实践

教学配置 的 经 费 占 比 较 少，购 置 实 践 教 学 设 施 匮

乏。正是由于实践教学资源不足，造成农业硕士的

实践能力较弱，动手能力不强，不能对应乡村振兴

战略实施的需求。
（四）培养模式内容不全，双导师制缺失

农业硕士研究生导师大部分重视理论知识忽视

社会实践，其侧重点的不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农

业专业硕士的发展方向。为了解决专业硕士培养面

临的实践能力弱的问题，大部分农林高校设置了专

业硕士双导师制的人才培养制度，为每个专业硕士

同时提供校内理论导师和校外实践导师。但调研结

果显示，有４７所 农 林 高 校 （占 比６７．１４％）在 制

定培养案中，对实施双导师培养，没有明确规定，
培养过程 中，不 能 将 理 论 知 识 与 实 践 活 动 紧 密 结

合，导致培养出来的农业硕士理论知识与实际动手

能力 不 对 称，综 合 能 力 不 高；有３９所 农 林 高 校

（占比５５．７１％），忽视校外导师作用，对农业硕士

实践能力的培养缺乏针对性指导，农业硕士实践能

力欠缺；有３７所 农 林 高 校 （占 比５２．８６％）仅 对

部分学术能力强的农业专业硕士生配备校内校外双

导师，其余农业硕士依然沿袭传统的单导师负责制。
三、农业硕士培养模式对接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的路径优化

（一）提高认识，明确定位，构建完善 的 人 才

培养与需求对接机制

农林高校应加强对农业硕士培养目标的认识，
明确定位，围绕农业农村发展需要和乡村振兴战略

实施的需求完善农业硕士培养模式。一是成立相应

的农业硕士培养模式构建指导中心，农业硕士的培

养的目就是服务于乡村振兴，围绕目标制定相应的

规章制度，针对性的解决农业硕士培养模式与服务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存在的不融合、不同步的

“两张皮”问题。二是 在 构 建 教 学 模 式 前，应 该 深

入农村进行全方位调研，了解农村发展现状，实际

需求等情况，再结合学校的现有教学资源，设立科

学的农业硕士培养体系，科学合理编制教学大纲、
教学计划、设置教学内容和实践计划等，并随时对

突发状况做出及时调整，多角度满足农村经济发展

的现实需求。三是加强日常监督检查，组织有经验

的老教师和对口的农村一线人员对培养模式的运行

进行考评，监督日常教学活动是否对接乡村振兴战

略实施，有无不按照教学方案进行教学活动或教育

资源浪费情况，定期对教学活动的效果进行总评，
查找运行中出现的问题并及时修改。

（二）合理引导，强化思政元素，提升 学 生 服

务农村的内驱力

打造融合思政教育的硕士培养模式，培养农业

硕士乡村振兴内驱力，多层次完善农林高校农业硕

士培养内容，以对接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一是农林

高校要高度重视思政教育在人才培养模式中的重要

作用，充分发挥思政教育育人作用，培养其家国情

怀，在落实农业硕士学术能力和实践能力培养根本

任务的前提下，站在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人才需求

的角度，培养学生乡村振兴意识。二是根据农业硕

士培养目标，合理引导硕士毕业生参与乡村振兴战

略实施，一方面加强高校导师对学生传授农业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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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知识，提升其理论水平；另一方面，邀请全国

的知名专家定期对学生进行学术讲座，邀请具有丰

富经验的企事业单位的人员深入课堂开展学术研讨

会以及专题讲座，提高学生们了解国家农村发展的

政策及农业农村发展实际状况，明确自身发展方向

并坚定参与乡村振兴的决心。三是把握乡村振兴时

代机遇，利用国家对农村政策的倾斜，多角度、多

渠道优化服务乡村路径，在待遇、创业资金以及后

续技术等方面予以支持，鼓励毕业的农业硕士到农

村进行创业创新，同时，不定期到农村与毕业生进

行交流沟通，增强他们的归属感和成就感。
（三）做好规划，精准预算，加大对实 践 教 学

活动的投入

教育资源是开展教学工作的基础，保障教育资

源投入能够为农业硕士专业能力的培养提供充足的

物质保障。实践能力强是农业硕士的特征，实践教

学是农业硕士培养模式构建的重要内容。为有效开

展实践教学活动，需要配备相应的教学资源。一是

结合农业硕士培养模式，从高校内部资源优化的视

角，对教育资源进行合理规划，精准预算，根据在

校学生人数，合理配置教师、实践教学设备以及相

应的经费，保证实践教学活动顺利开展。二是为提

高农业硕士的实操能力，在进行日常实践教学活动

的基础 上，增 加 学 生 外 出 实 地 观 摩、实 地 操 作 活

动，为此应设置专项资金，专款专用。三是整合校

外实践资源，建立多元主体参与的农业硕士培养体

系，通过与政府、农业龙头企业和农业农村合作社

等搭建立长期战略合作关系，从内从外双向优化实

践教学方式，补齐实践教学资源缺口，让农业硕士

在参与乡村振兴实践的同时培养专业素质。
（四）实现校外与校内导师并轨，落实双导师

责任制

双 导 师 责 任 制 是 培 养 农 业 硕 士 的 一 种 重 要 模

式，也是农业硕士培养模式中的重要一环。导师作

为农业专业硕士培养的主要力量，他们的理论、实

践能力与学生的培养质量密不可分。一是领导要重

视顶层设 计，从 制 度 层 面 落 实 农 业 硕 士 双 导 师 制

度，从导师的选拔配备、实践课程的讲解、开题报

告的指导、论文的辅导和答辩等诸多环节，都要有

所体现，提高学生的理论和实践能力。二是鼓励校

内导师和校外导师定期进行角色互换，校内导师到

一线单位进行挂职培训，增强其实践经验，校外导

师进入大学校园，提高理论素养，同时定期进行交

流，取长补短，相互提高。三是加强对校内校外导

师进行监督管理，选拔的校外导师，要签订相应的

合同，明确其权利和责任，并对其考核，完不成任

务的，应随时解聘，成绩突出的，进行奖励，以提

高校外导 师 的 责 任 感，全 面 充 分 发 挥 双 导 师 的 优

势，进而提高农业硕士的培养质量，助推乡村振兴

战略实施和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
四、结论

我国是农业大国，农村人口比较多，农村地区

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较为突出，制约农业农村

高质量发展。具有较强的专业能力和实践创新能力

的农业硕士，对推动农业农村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

的有效实施具有重要意义。科学合理的农业硕士培

养模式，能够紧密契合农村实际发展需求，针对农

业技术研究、开发、应用及推广等方面，设置具有

针对性的培养方案、配置相应的教学资源，为农业

农村高质量 发 展 培 养 具 有 较 强 专 业 能 力 和 职 业 素

养、能够创造性地从事实际工作的高层次应用型和

复合型人才。由此，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农业、农

村的高质量发展应摆脱资源的依赖，更大程度的依

靠科技支持。在培养农业硕士方面，要突破其培养

路径的 锁 定，构 建 合 理 的 培 养 模 式，从 学 生 的 选

拔、课程设置、教师的配置、实践的安排 等 方 面，
全过程、全方位、全链条对接 “三农”领域的实际

诉求，实现农业硕士培养与乡村振兴的紧密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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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２（Ｓ０１）：７９－８２．
［１３］梁丽娜，王彦珍，安嘉文．农业科研单位人才队伍建

设与相关思考［Ｊ］．农业与技术，２０２１（１８）：１７３－１７５．
［１４］张颖，贾小虎，宋宇，等．以案例教学为核心的“四位

一体”混合模式在农 业 硕 士 教 学 中 的 应 用：以 农 村 发 展 领 域

为例［Ｊ］．天津农业科学，２０２１（１）：６３－６７．
［１５］陈天金，任育锋，柯小华．中国与欧美农业科技创新

体系对比研究［Ｊ］．中国农业科技导报，２０２０（１１）：１－１０．
［１６］何婧，任金政，王蕾．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普惠金融

人才培养实践课程改革探索：以中国农业大学为例［Ｊ］．中国

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１（６）：１２９－１３８．
［１７］高艳，安增龙，刘 畅，等．全 日 制 农 业 硕 士 培 养 模 式

改革探索：以 黑 龙 江 八 一 农 垦 大 学 为 例［Ｊ］．经 营 与 管 理，

２０１８（２）：１５７－１５９．
［１８］高彩婷．地方高校全日制农业硕士研究生培养问题

的探讨［Ｊ］．内 蒙 古 民 族 大 学 学 报（自 然 科 学 版），２０２０（９）：

４５７－４６０．
［１９］吕莹，齐鹏，刘学 录，等．教 育 生 态 学 视 角 下 研 究 生

教育满意度调查研究：以甘肃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为例

［Ｊ］．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２０２２（２）：２１８－２２０．
［２０］任丽洁．农业硕士专业学位培养质量保障体系探索

［Ｊ］．教育现代化，２０２０（４）：４６－４８．
［２１］倪祥明．高校创新创业人才培养与乡村振兴耦合机

制研究［Ｊ］．黄冈职业技术学院学报，２０２２（２）：１２－１４．
［２２］周海涛，胡万山．“双 一 流”建 设 背 景 下 中 西 部 高 校

发展的机遇、问题与对 策［Ｊ］．高 校 教 育 管 理，２０１９（６）：１９－

２５．
［２３］王国峰，钱子玉，尤亮．服务乡村振兴的人才联合培

养机制设计：以山西财经大学乡村振兴学院为例［Ｊ］．山西财

经大学学报，２０２０（２）：７４－７５＋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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