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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代农民人力资源能力比较研究

———以中部六省为例

史经洋,孙泽厚,孙 超

(武汉理工大学 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430070)

摘 要 以中部六省新生代农民为研究对象,从德能、智能、体能、技能、心能、意能6个方面,运用灰色综合

评价法,利用SPSS、Matlab等工具,衡量中部六省新生代农民的人力资源能力,并从局部和总体2个层面进行了

比较研究。研究发现,在总体水平方面,人力资源能力由高到低依次为:湖北省、湖南省、安徽省、江西省、山西

省、河南省。在6个能力维度方面,六省有显著性差异:湖南省新生代农民心能、意能水平较低;湖北省新生代农

民体能、意能水平较低;河南省新生代农民体能、技能水平较低;山西省新生代农民德能、智能水平较低;安徽省

新生代农民智能,技能水平较低。提出对策建议:注重自我提升;依托教育优势提高新生代农民智能、技能;关注

他们的心能、意能;加快经济发展,创造新生代农民能力提升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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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共十八大报告中,胡锦涛同志强调“解决好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党工作重中之重,要加大统

筹城乡发展力度,促进城乡共同繁荣。”这充分说明

了在新的历史阶段党和中央政府对“三农”问题的持

续重视。农民作为“三农”问题主体,其素质对“三
农”问题的解决有着重大的影响。我国农民文化素

质较低,2010年农村劳动力中,不识字或识字很少

的占5.73%,小学文化程度的占24.44%,初中文化

程 度 的 占 52.44%,高 中 中 专 文 化 程 度 的 占

14.98%,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仅占2.41%[1]。

如何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进而提高农民人力资源

能力,将农村人力资源转化为人力资本是解决“三
农”问题的重要课题。

新生代农民是指出生于20世纪80、90年代年

龄在16~31岁之间,从小在农村长大,拥有农村户

籍的农民,包括外出的农村流动人口和没有外出的

农村人口[2],他们是农民中的一个重要群体,是农民

中的新生力量,代表着农民工市民化的方向[3]。近

年来,学者对新生代农民或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力资

源能力做了大量且广泛的研究。胥仕元提出除市场

对资源的基础性配置之外,农村人力资源的合理配

置仍需要政府的积极介入[4]。侯学华提出在城市化

过程中,失地农民人力资源开发是一项重要工作,应
通过教育、培训及其他配套政策,不断提升失地农民

的人力资本,最终实现其自主就业、创业,融入现代

城市[5]。贺喜灿从人力资源开发的视角,深入探讨

了人力资源开发对农民增收的影响机理和影响程

度,并将制度纳入人力资源开发的范畴[6]。李业昆

从员工流动率、缺勤状况、健康与安全记录和员工士

气等方面,探讨了对企业人力资源状态进行评价的

内容与方法[7]。李小娟在对人力资源水平的内涵进

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将企业人力资源水平分为基

础层、文化层及管理层3个层次,进而提出一种定性

与定量相结合的评价指标体系,并采用模糊综合评

价方法进行了实证分析[8]。刘大卫提出了人力资源

能力衡量的模型,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适应性广泛、
数据收集简便、简洁易懂的人力资源能力衡量的指

标体系[9]。
纵观现有文献,很少有对新生代农民这一重要

群体人力资源能力的比较研究,尤其是缺乏实证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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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现实指导性不强。然而,要提高新生代农民的素

质,提高新生代农民的人力资源能力,更好地解决

“三农”问题,就必须先对其人力资源能力做出评价,
并对人力资源能力的不同层面进行比较研究,以发

现其人力资源能力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策略

及建议。基于此,本文拟以中部六省新生代农民为

研究对象,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调研数

据,对中部六省新生代农民人力资源能力进行比较

研究,从而为更好地解决“三农”问题提供参考。

  一、衡量因子的选取及量化

  1.衡量因子的选取

人力资源能力,即一定时期和一定范围内人力

资源所具有的能力总和。就其实质而言,人力资源

能力包括以下4层含义:①人力资源是一个相对宏

观的概念,是指由个体按照一定原则构成的正规组

织或群体;②由于个体能力是可以被测量的,因此正

规组织或群体中的个体能力都可以通过测量得到其

数据;③人力资源能力是进入统计视角的个体能力

的总和,即工作习惯和个人技能的测量数据之和;

④不同正规组织或群体的人力资源能力是可以相互

比较的[9]。
本文在选取中部地区新生代农民人力资源能力

的衡 量 因 子 时,借 鉴 了 已 有 相 对 成 熟 的 衡 量 指

标[10-12],同时结合我国具体国情和中部地区新生代

农民自身的特点,选取衡量因子时遵循3个原则:一
是全面;二是方便量化;三是尽量使衡量因子间相互

独立,以避免重复计算。拟从德能、智能、体能、技
能、心能、意能6个方面对中部六省新生代农民的人

力资源能力做出衡量,并进行比较研究。具体而言,
德能主要包括时代精神、现代价值观和核心理念;智
能主要包括教育认可度、创造能力、人际交往能力、
自我认知能力;体能主要包括抗疲劳能力、身体素

质、职业病抵抗力和健康状况;技能主要包括职业受

训能力、搜寻能力、技术专长;心能主要包括心理潜

能和克服逆境能力;意能主要包括工作动机、生活态

度、职业期望、人生理想。基于以上分析,本文确定

了新生代农民人力资源能力6个方面能力,共计20
个衡量因子(见表1)。

2.衡量因子的量化

在衡量因子确定之后,就须对衡量因子进行量

化,这是对新生代农民人力资源能力进行综合评价

的前提和基础。对于每个衡量因子我们都设计了对

应的问题(见表1),问题选项的赋值采用李克特5
分量表法:“非常不同意=1”“不同意=2”“不确定=
3”“同意=4”“完全同意=5”。

表1 衡量因子及其量化

六能 衡量因子 对应问题项

德能

时代精神 您能够与时俱进,跟上时代发展的潮流

现代价值观 和父辈相比,您更重视自我价值的实现和自我身份的认同

核心理念 获取个人合法权益的同时会承担社会责任

智能

教育认可度 受教育程度越高越能提高自己的经济收入

创造能力 工作中自己提出的创意,提高了工作效率

人际交往能力 敢于和善于与他人交往并建立良性的社交网络

自我认知能力 您对您自己有全面的认知

体能

抗疲劳能力 您经常感觉身体比较劳累

身体素质 您身体素质比身边同龄人好

职业病抵抗力 在您的工作中很少染上职业病

健康状况 您对疾病的抵抗力很强,很少生病

技能

职业受训能力 您参加过职业技能培训并提高了自己的职业技能

搜寻能力 您会主动去寻找外出务工求职渠道

技术专长 您具有一定的职业技能

心能
心理潜能 您的心理承受能力很强

克服逆境能力 面对挫折时,您拥有克服挫折的心理能力

意能

工作动机 您工作不仅仅是为赚取工资,而更加注重自我价值的实现

生活态度 您积极主动地面对工作和生活

职业期望 您明确知道自己的职业定位和职业规划

人生理想 您拥有明确人生目标和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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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灰色综合评价模型

  灰色系统的关联分析主要是对系统动态发展过

程的量化分析,它是根据因素之间发展态势的相似

或相异程度,来衡量因素间接近的程度,实质上就是

各评价对象与理想对象的接近程度,评价对象与理

想对象越接近,其关联度就越大[13]。灰色综合评价

的具体步骤如下:

1.形成原始数据矩阵并确定最优指标集(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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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ji
k 为第i个方案中第k个指标的值(k=

1,2,……,n,i=1,2,……,m)。设 F* =[j*
1 ,

j*
2 ,……,j*

n ],其中j*
k (k=1,2,……,n)为第k

个指标的最优值,确定最优指标集后,可以构造

矩阵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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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归一化

用公式X= x-xmin

xmax-xmin
将D* 归一化,把数据映

射到0~1范围之内,通过归一化处理,把矩阵D*

转化为矩阵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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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计算关联系数ξi(k)

根据灰色系统理论,将 C{ }* =[C*
1 ,C*

2 ,……,

C*
n ]作为参考数列,将{ }C =[Ci

1,Ci
2,……,Ci

n]作为

被比较数列,采用关联分析法分别求第i个方案中

第k个指标与第k 个最优指标的关联系数ξi(k),
即:

ξi(k)=
min

i
min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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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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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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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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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中,ρ∈ 0,[ ]1 ,取ρ=0.5,计算出关联度系数

形成各指标的评判矩阵E: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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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4.计算权重

本文采用比较客观的赋权方法—熵权法计算衡

量因子权重。按照熵的思想,熵可以用来度量获取

的数据所提供的有用信息量。熵权法即是利用样本

数据本身所提供有用信息量的特征来计算各指标权

系数 的 方 法,是 一 种 比 较 客 观 的 权 系 数 赋 权 方

法[14]。熵权法的主要步骤如下:
(1)形成原始数据矩阵

现有m 个待评项目,n个评价指标,形成原始数

据矩阵R=(rij)m×n,其中rij为第j 个指标下第i
个项目的评价值。

R=

r11 r12 … r1n

r21 r22 … r2n
… … … …

rm1 rm2 … r

é

ë

ê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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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n

m×n (6)

(2)计算第j个指标下第i个项目的指标值的

比重pij:

pij=
rij

∑
m

i=1
rij

(7)

(3)计算第j个指标的熵值ej:

ej=- 1lnm∑
m

i=1
pij·lnpij (8)

(4)计算第j个指标的熵权wj:

wj=
1-ej

∑
n

j=1
(1-ej)

(9)

至此,我们就可以求出指标的权重,将中部六省

新生代农民人力资源能力相关的调研数据带入后,
即可得到各衡量因子的权重。

5.计算综合评判结果并排序

根据R=E×W 计算,即:

ri=∑
n

k=1
ζi(k)×wk (10)

其中,i=1,2,……,m,若ri 最大,则说明Ji 与

最优指标J* 最接近,亦即第i个方案优于其它方

案,据此便可以对各方案进行排序,具体到本研究,
便可对中部六省新生代农民的人力资源能力进行

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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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实证分析

  1.数据来源与样本信息

以中部六省新生代农民为调查对象,于2011年

下半年在湖南、湖北、河南、山西、安徽、江西六省进

行了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4800份,回收问卷

4657份,有效问卷4320份,问卷有效率为90%。
调查问卷共分为2部分:第一部分为基本情况,包括

家乡、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务工与务农信息、打工

时间、打工收入;第二部分为人力资源能力情况,包

括德能、智能、体能、技能、心能、意能6个能共计20

个衡量因子,涉及的20个问题。被调查对象的基本

特征见表2。

2.模型的计算求解

(1)形成原始数据并确定最优参考数列。在得

到原始的问卷数据后,利用EXCEL软件计算出每

个省在每个衡量因子下的平均得分,并确定了最优

参考数列,中部六省新生代农民人力资源能力基本

情况如表3所示。

表2 被调查对象的基本特征

是否外出 占比/% 文化程度 占比/% 打工时间/年 占比/% 打工收入/元 占比/% 年龄/岁 占比/% 性别 占比/%

外出打工 91.24 小学 3.12 ≤1 25.53 ≤1000 9.54 <16 17.22 男 67.66

在家务农 8.76 初中 25.72 1~3 34.97 1000~1500 35.95 16~20 45.22 女 32.34

中专或高中 37.00 4~5 21.39 1501~2500 39.48 21~25 35.33

大专 22.85 6~7 8.75 2501~3500 10.38 26~31 2.23

本科及以上 11.31 ≥7 9.36 ≥3500 4.65

表3 中部六省新生代农民人力资源能力基本情况表

衡量因子 湖南 湖北 河南 山西 安徽 江西 最优参

时代精神 2.6069 2.8316 2.8279 2.7730 2.9663 2.7826 2.6069

现代价值观 3.6612 3.7959 3.5479 3.3620 3.8131 3.3571 3.8131

核心理念 3.7808 3.8967 3.7648 3.9393 3.9461 3.7376 3.9461

教育认可度 3.5054 3.3737 3.1964 3.1331 3.4545 3.2655 3.5054

创造能力 3.4928 3.7870 3.6897 3.6536 3.7727 3.4814 3.7870

人际交往能力 3.0652 3.2793 3.1648 3.0646 3.0522 3.1149 3.2793

自我认知能力 3.6178 3.4885 3.4473 3.3973 3.3838 3.4146 3.6178

抗疲劳能呼 3.0978 3.4375 3.3479 3.1037 3.2508 3.2407 3.0978

身体素质 3.2228 3.4452 3.3152 3.4716 3.4091 3.3401 3.4716

职业病抵抗能力 3.3207 3.4133 3.3830 3.5088 3.6111 3.4689 3.6111

健康状况 3.3043 3.6161 3.5248 3.5577 3.6599 3.4891 3.6599

职业受训能力 3.4022 3.4656 3.1394 3.3033 3.3956 3.3012 3.4656

搜寻能力 3.6431 3.5370 3.3794 3.4579 3.4714 3.3043 3.6431

技术专长 3.4130 3.4974 3.2739 3.2896 3.5774 3.4332 3.5774

心里潜能 3.3587 3.5842 3.5394 3.5088 3.6616 3.3789 3.6616

克服逆境 3.4601 3.7717 3.7273 3.7476 3.7896 3.5450 3.7896

工作动机 3.7518 3.9196 3.8473 3.8160 3.9108 3.7220 3.9196

生活态度 3.5761 3.6531 3.5915 3.5577 3.6616 3.5481 3.6616

职业期望 3.8424 3.7411 3.7758 3.6869 3.7727 3.6910 3.8424

人生理想 3.7591 3.7309 3.7103 3.7104 3.7912 3.6863 3.7912

611



第5期 史经洋 等:新生代农民人力资源能力比较研究———以中部六省为例  

  (2)计算评判矩阵E 和权重分配向量W。在得

到如表3所示的各个省新生代农民人力资源能力的

数据后,用式(4)计算关联度系数,进而用式(5)得到

评判矩阵E,见式(11)。

利用4320份有效问卷数据,通过熵权法计算

出衡量因子的权重,得到权重分配向量W(各衡量

因子权重见表4)。

表4 新生代农民人力资源能力衡量因子权重表

总能力 六能及其权重 衡量因子 衡量因子权重

新生代农民

人力资源能力

德能0.1875

新时代精神 0.0985
现代价值观 0.0548
核心理念 0.0342

智能0.2105

受教育程度 0.0667
创造能力 0.0355
组织能力 0.0682

自我认知能力 0.0402

体能0.2062

身体形态结构 0.0634
生理机能 0.0462

身体运动能力 0.0495
健康状况 0.0471

技能0.1729

职业受训能力 0.0667
搜寻能力 0.0498
技术专长 0.0564

心能0.0817
心里潜能 0.0456

克服逆境能力 0.0360

意能0.1412

动机 0.0284
态度 0.0384
期望 0.0369
理想 0.0374

E=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0.9345 0.9345 0.5140 0.3796 0.9805 0.4074
0.9159 0.9069 0.7177 0.6350 1.0000 1.0000
0.6537
0.6467
0.6634
0.6265
0.7755
0.6492
0.6120
0.5319
0.8073
0.6207
0.8915
0.6036
0.5906
0.9384
0.7931
0.5785
0.6400

0.5435
0.9852
0.6941
0.5765
0.5194
0.7154
0.4885
0.7589
0.7784
0.6211
0.6458
0.6820
0.9151
0.9123
0.8632
0.7035
0.7804

0.3992
0.8519
0.5451
0.5828
0.5889
0.5508
0.5004
0.6671
0.3799
0.4691
0.4173
0.6965
0.9961
0.9123
0.8425
0.9657
0.9166

0.3870
0.8479
0.4802
0.5681
0.8059
0.8951
0.8224
0.8583
0.6077
0.6372
0.4727
0.7146
0.8005
0.9123
0.8538
0.8160
0.9348

0.5717
0.8826
0.3333
0.3967
0.7589
0.5375
0.7538
0.7985
0.5242
0.4625
0.7259
0.8001
0.9473
0.9123
0.8001
0.7495
0.9496

0.5544
0.5791
0.5715
0.6885
0.6451
0.7684
0.8684
0.8157
0.6770
0.4748
0.8257
0.5575
0.7082
0.9832
0.9360
0.877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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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计算综合评判结果。在得到评判矩阵E 和

权重分配向量W 后,由公式(10)计算出综合评判结

果向量,测算出中部六省新生代农民在德能、智能、

体能、技能、心能、意能6个方面以及总体的水平,并
进行了排序,结果见表5。

表5 中部六省新生代农民人力资源能力局部排序

省份
德能

关联度 排序

智能

关联度 排序

体能

关联度 排序

技能

关联度 排序

心能

关联度 排序

意能

关联度 排序

人力资源能力

关联度 排序

湖南 0.9655 2 0.6505 2 0.6523 4 0.7809 1 0.5978 6 0.7256 6 0.7388 2

湖北 0.9639 3 0.6729 1 0.6106 5 0.6898 2 0.7849 3 0.8093 5 0.7460 1

河南 0.8066 5 0.5577 4 0.5770 6 0.4178 6 0.8288 2 0.9084 1 0.6558 6

山西 0.7522 6 0.5294 5 0.8418 1 0.5722 4 0.7525 4 0.8678 3 0.7103 5

安徽 0.9943 1 0.5135 6 0.7172 3 0.5721 5 0.8651 1 0.8491 4 0.7319 3

江西 0.8270 4 0.5897 3 0.7653 2 0.6672 3 0.6240 5 0.8858 2 0.7284 4

  四、结论与对策建议

  1.结 论

研究结果表明,中部六省新生代农民人力资源

能力由高到低依次为:湖北、湖南、安徽、江西、山
西、河南;其中湖北、湖南、安徽、江西、山西五省新

生代农民的人力资源能力相差不大,河南省新生

代农民的人力资源能力和其它五省相比还有较大

差距。
湖北、湖南两省新生代农民人力资源能力总体

水平较高的原因主要在于其智能和技能水平较高,
湖北新生代农民的智能和技能在六省中分别位列第

1和第2,湖南新生代农民的智能和技能在六省中分

别位列第2和第1,这和湖北湖南两省高等院校密

集,职业院校众多,文化教育水平较高有着非常密切

的联系。新生代农民的智能和技能是最容易直接转

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这是湖北、湖南两省新生代农民

的一大优势。同时研究发现,湖北、湖南两省新生代

农民的体能、心能和意能较为薄弱,湖北新生代农民

的体能和意能在六省中均位列第5,湖南新生代农

民的心能和意能在六省中均倒数第1。体能是人力

资源能力的载体,是德能和智能等的基础保障,重要

性不言而喻,在新形势下,新生代农民承受了父辈无

法体会的心理压力,心理素质能力成为关注新生代

农民不可或缺的内容,而意能是新生代农民持续实

现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精神源泉,因此湖北、湖南

两省新生代农民在体能、心能、意能上的薄弱是当前

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
河南省新生代农民人力资源能力总体水平较低

的原因主要在于其德能(排第5位)、体能(排第6
位)、技能(排第6位)的水平较低。河南省是我国人

口大省,2010年我国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

示,河南省的人口为9402万,仅次于广东、山东[15],

但河南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文化教育水平却远远落

后以上两省,新生代农民无法享受到足够的教育、培
训以及其它社会资源,这是河南省新生代农民德能、

体能、技能水平较低的一个重要原因。本文还发现,

河南省新生代农民的心能和意能的水平却较高,在
六省中分别排第2位和第1位,在新形势下,心能和

意能于新生代农民已越来越重要,河南省新生代农

民在心能和意能方面的优势为其可塑性和成长性提

供了保障,这成为河南省新生代农民在人力资源能

力上赶超其它省份的内在优势。

安徽、江西、山西三省新生代农民人力资源能力

总体水平在中部六省中处于中间位置,且较为接近。

安徽省新生代农民德能和心能水平较高,在中部六

省中均位列第1,德能是新生代农民人力资源能力

的灵魂,是衡量个体乃至群体持续性人力资源能力

的重要指标,也是能力建设动力的原始来源[12]。安

徽省新生代农民在德能和心能方面具有很大的优

势,这是其提升新生代农民人力资源能力的重要依

托。此外,安徽省新生代农民的智能水平较低,在中

部六省中排第6位,作为新生代农民人力资源能力

的核心能力,安徽省新生代农民在智能上的欠缺是

其提高人力资源能力的一大阻碍。江西省新生代农

民在各个方面的人力资源能力在中部六省中均处于

中等水平,这也是其人力资源能力总体水平在中部

六省中排在第4的重要原因,没有优势亦没有劣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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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江西省新生代农民人力资源能力的一大特点。山

西省新生代农民体能水平较为突出,在中部六省中

位列第1,且远远超出其它5省,体能是人力资源能

力的载体,是德能和智能等的基础保障,是一种新生

代农民学习工作且能发挥个人爱好的体力保证。山

西省新生代农民在体能上的优势为其人力资源能力

的提高提供了基础保障。本文同时发现,山西省新

生代农民德能、智能水平较低,教育资源匮乏,产业

结构单一是形成这一劣势的重要原因,作为新生代

农民人力资源能力的灵魂和核心,德能和智能的重

要性不言而喻,而山西省新生代农民在德能和智能

上的欠缺必将成为提高其人力资源能力的一大

阻碍。

2.政策启示

(1)注重自我提升。自我提升是中部六省新生

代农民提升人力资源能力的根本。新生代农民相对

于老一代农民虽然具备了一定的文化知识,但普遍

只有小学、初中或高中文化程度,层次仍较低。在新

形势下,新生代农民受城乡二元结构制约,面临双重

尴尬,一方面他们不能和谐地融入城市,另一方面由

于缺乏农业技能又难以回到农村,这对新生代农民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新生代农民应利用好身边的优

势资源,积极学习文化知识,提高技术技能,这是其

在社会立足的根本。
(2)依托教育优势提高新生代农民智能、技能。

中部地区集中了我国大量的高等院校以及职业院

校,截至2010年,中部地区共有613所本专科院校,

3779所普通高中,17426所普通初中,中等职业学

校招生规模达到2017627人[15],中部其它各省可

以学习湖北、湖南两省,大力推行高等教育和职业教

育,将教育优势同新生代农民智能、技能的提高紧密

结合起来。中部地区毗邻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唐等

教育发达地区,还可考虑与这些地区建立合作机制,
引进师资或委托培养。政府部门应当协调高校、职
校与企业协调做好新生代农民的教育、培训工作,提
高其智能、技能,将新生代农民的智能、技能转化为

现实生产力,在他们收入水平的同时,促进中部地区

经济的发展。
(3)关注新生代农民的心能、意能。如上文所

述,心能和意能是新生代农民人力资源能力非常重

要的2个方面,是新生代农民的内在力量,是影响其

长期发展和水平提升的重要因素,但当下社会对新

生代农民的心能和意能缺乏足够的重视,而心能和

意能的提高是增强企业乃至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基

础。因此,应在新生代农民相对集中的地区,或与当

地已有的心理咨询机构开展合作,或设立相应的心

理咨询机构和心理素质拓展机构,以增强新生代农

民的心能和意能。
(4)加快经济发展,创造新生代农民能力提升平

台。经济发展是中部六省新生代农民提升人力资源

能力的基础。新时期,中部六省面临前所未有的发

展机遇,中部六省应及时出台相应政策,完善配套

设施,积极吸引投资,促进经济发展,培养并留住

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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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ativeStudyonHumanResourcesAbilityofNewGenerationFarmer

———ACaseStudyinSixProvincesofCentralChina

SHIJing-yang,SUNZe-hou,SUNChao
(SchoolofManagement,WuhanUniversityofTechnology,Wuhan,Hubei,430070)

Abstract ThispaperselectsnewgenerationfarmersfromsixprovincesincentralChinaasthestud-
ysubject.Basedonmoralability,intelligentability,physicalability,technicalability,psychologicalability
andmentalability,thispaperusesgreycomprehensiveevaluationmethodandtoolssuchasSPSSand
MatlabtomeasurehumanresourcesabilityofnewgenerationfarmersfromsixprovincesofcentralChi-
naandconductsacomparativestudybothfromlocallevelandoveralllevel.Theresultshowsthatthere
areobviousdifferencesinsixabilitiesofsixprovinces;theoveralllevelindescendingorderis:Hubei
Province,HunanProvince,AnhuiProvince,JiangxiProvince,ShanxiProvinceandHenanProvince.As
fortheabilitydimensionsintheaboveabilities,therearecleardifferencesinthesesixprovinces:levelof

psychologicalabilityandmentalabilityofnewgenerationfarmersfromHenanprovinceislower,levelof

physicalandmentalabilityofnewgenerationfarmersfromHubeiprovinceislower,levelofphysicaland
technicalabilityofnewgenerationfarmersfromHenanprovinceislower,levelofmoralandintelligent
abilityofnewgenerationfarmersfromShanxiprovinceislowerandlevelofmoralabilityandtechnical
abilityofnewgenerationfarmerfofAnhuiprovinceislower.Therefore,thispaperproposescorrespond-
ingcountermeasures:payattentiontoself-promotion,increasetheirintelligentandtechnicalabilitywhich
isdependantoneducationaladvantages,paycloseattentiontothepsychologicalabilityandmentalability
ofnewgenerationfarmers,quickentheeconomicdevelopmentandcreatetheexaltingplatformtoim-
provethesefarmer’sability.

Keywords newgenerationfarmer;humanresourcesability;greycomprehensiveevaluation;com-
parative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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