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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科类大学生能成为新型职业农民的主力军吗?  

———基于大学生农村基层服务意愿的实证分析

郑兴明,曾宪禄

(福建农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 福州３５０００２)

摘　要　吸引农科类大学生到农村基层就业,是对农村人口低素质化的纠偏,也是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重

要举措.基于５８２名农科类大学生的调查数据,以 MultivariateProbitModel为分析工具,分析了农科类大学生

农村基层服务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个人特征、家庭条件、社会资本、家乡环境和三农认知状况对大学

生服务意愿产生显著影响.基于此,建议从学校教学改革、农村生产条件改善以及政策扶持等方面促进农科类

大学生向新型职业农民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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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城镇化发展和农村劳动力加速转移,农村

空心化问题日益凸显,“谁来种地”一直成为社会各

界普遍关注的焦点.２０１４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特

别指出,“解决好这个问题,核心是要解决好人的问

题,通过富裕农民、提高农民、扶持农民,让农业成为

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体面的职业”,同时会议

还提出了确保农业后继有人的工作思路:把培养青

年农民纳入国家实用人才培养计划,培养和造就新

型农民队伍;制定大中专院校特别是农业院校毕业

生到农村经营农业的政策措施,吸引年轻人务农,培
育新型职业农民.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为我国解决

“谁来种地”问题指明了方向.在此背景下,深入研

究在校大学生尤其是农科类大学生农村基层服务意

识具有一定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２０１２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大力培育新

型职业农民”,引起社会各界的热议和关注.尽管国

内学术界对相关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晚,但也取得了

较为丰硕的理论成果.如杨慧芬等对新型职业农民

内涵、培育的必要性、国外经验、培育困境及培育路

径等方面展开了较为系统的研究[１Ｇ９].

我国的农业正处于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

时期,现代农业的发展离不开大量高层次的农业科

技、管理、经营类人才作支撑.培养新型职业农民不

仅要提升农村存量劳动力的综合素质,也亟需引进

大量的专业人才尤其是农科类大学生.然而,学术

界对此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相关文献还相当匮乏.
吕磊等对大学生就业价值取向的问题进行探讨,提
出了引导农林类大学生形成合理的就业价值取向的

对策[１０];黄立洪等以１６３份问卷调查数据为依据,
得出有４１．１０％的农科类大学生愿意服务农村基层

的结论[１１];费喜敏等的研究表明有４０．９８％的学生

愿意到农村基层就业[１２];张玲通过问卷调查,指出

只有２８．９７％ 的学生选择了“愿意投身新农村建

设”[１３].综合来看,该领域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不多,
且既有研究以描述性分析居多,缺乏较深入的定量

分析.本文将在问卷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剖析农科

类大学生服务农村基层意愿的现状及动因,并利用

MultivariateProbitModel分析各服务意愿类型的

主要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促进农科类大学生

向新型职业农民转化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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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研究设计

　　１．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自于２０１４年４月１９日至２０１４年６
月５日为了解农科类大学生服务农村基层意愿所做

的随机抽样调查.调查地点选择在福建农林大学福

州金山校区,调查对象为该校的农科类本科大学生.
福建农林大学是一所办学历史悠久的多科性大学,
共有３０余个涉农专业,面向全国３０个省市招生,涵
盖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生源较为复杂多样,因而调

查样本具有较好的代表性.本次调查涉及林学、植
物保护、茶学、中药资源与开发、动物科学、动物医

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农村区域发展、生态学、农业机

械化及其自动化、土地资源管理、蜂学、森林保护、水
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农林经济管理等１５个专业的

从大一到大四不同年级的本科学生.为了避免样本

过分集中,排除主观因素,把样本尽量分散到上述的

各地区和各个专业.调查采取问卷与个别访谈相结

合的办法,共发出６５０份问卷,实际回收６３９份,剔
除错答与漏答的无效问卷,共筛选出５８２个有效样

本,样本有效率达到９１．１％.

２．指标测量

(１)农村基层服务意愿.考察农科类大学生农

村基层服务意愿状态是本文研究的基础.农村基层

服务意愿是指大学生自愿选择到乡镇及以下基层的

政府工作部门、企事业单位及各类涉农企业就业的

想法和愿望.大学生农村基层服务意愿包括:通过

“选调”或“选聘”方式赴农村担任“村官”;在农村地

区进行“三支一扶”活动;通过各种方式充实到乡镇

及以下基层各类事业单位和行政管理部门工作;到
乡镇企业或涉农企业就业;到农村地区自主创业.

(２)服务意愿的影响因素.意愿是行为直接的

决定性因素,服务意愿直接支配了农科类大学生的

就业取向.农科类大学生农村基层服务意愿形成的

影响因素有很多,但主要是由个人特征、家庭资源禀

赋以及外部环境等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本文将影

响因素分成五大类型:一是农科类大学生的个人特

征,这是影响服务意愿的内在因素,具体包括性别、
学科类别、是否党员、是否学生干部、入学前户口性

质、是否独生子女;二是家庭条件,这是影响大学生

人格形成以至影响其择业观的重要变量,涵盖家庭

人口、父母职业、父母态度、家庭收入等测量指标;三
是家乡环境,家乡区位和经济发展程度会对大学生

的价值取向乃至于行为选择产生一定的影响,家乡

区位主要划分为农村偏远地区与其他地区(包括城

市郊区和市区)两大类,家乡经济社会发展程度简单

地依据东部与中西部经济地带来区分;四是社会资

本,这是影响学生就业的重要变量,尽管中国已经完

成现代社会的转型,但重人情、讲关系仍然是当前社

会的一个显著特征,本文具体指标为:“是否有亲戚

朋友担任公职人员或企业管理人员”;五是三农认

知,测量的指标是:“是否经常关注三农问题”“是否

了解到农村基层就业任职的相关政策”“是否参加过

学校组织的‘三下乡’活动”.
用stata软件包对问卷调查结果做单变量描述

分析、MultivariateProbitModel分析.

　　二、实证分析

　　１．农科类大学生农村基层服务意愿现状描述

农学类专业一直是传统的冷门专业,很多农科

类学生是服从调剂志愿而进入高校学习的,“学农不

爱农”现象突出.既有研究也表明,绝大部分农科类

大学生把城市就业或继续深造作为优先考虑的目

标,而主动选择到农村基层就业创业所占的比例偏

低.农村工作生活环境差、待遇低、理想就业岗位缺

乏成为农科类大学生排斥农村基层就业的主要逻

辑.为了深层次剖析农科类大学生的农村基层服务

意愿状态,本文利用“如果有就业岗位,你毕业后是

否愿意去农村基层工作”来测量农科类大学生农村

基层服务意愿,具体的备选项如下(只选择其中

一项):
选项一:愿意,我会长期在农村基层工作;
选项二:愿意,但我只想在农村基层工作几年;
选项三:看情况,如果找不到理想的工作,可以

考虑先去农村基层就业;
选项四:不愿意,无论如何我都会选择在城市

就业.
不难看出,“选项一”提示了大学生的农村基层

服务意愿较为坚定,愿意长期稳定地服务于三农,为
此将之界定为“扎根型”农村基层服务意愿;无论是

“选项二”还是“选项三”,大学生虽然愿意赴农村基

层就业,但缺乏长期服务三农的精神动力,服务意识

缺乏稳定性,一旦有机会他们便会进入城市工作和

生活,为此将该群体的服务意愿界定为“过客型”;
“选项四”则完全排除了到农村基层就业的可能性,
为此将之界定为“排斥型”服务意愿.

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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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问卷调查和个体访谈情况,将各服务意愿

类型 的 分 布、主 要 特 征 及 决 策 逻 辑 归 纳 如 下 表

(表１):
表１显示,农科类大学生的农村基层服务意识

出现了明显的分化:具有扎根型服务意愿的有１２２
人,占２０．９％;排斥型有１７９人,占３０．８％;而过客型

最多,达到２８１人,占４８．３％,亦即约五成的农科类

大学生处于观望状态,他们愿意去农村基层就业,但
是缺乏长期服务基层的意识.在相同的宏观背景

下,农科类大学生农村基层服务意愿出现分化的内

在动因是什么? 究竟是哪些因素驱动一部分学生愿

意长期扎根农村服务于基层,同时又是哪些因素导

致一部分学生排斥农村基层就业,或仅仅把农村基

层就业作为权宜之计? 为此,需要实证分析农科类

大学生农村基层服务意愿分化的相关影响因素,以
期揭示各种影响因素与农村基层服务意愿之间的逻

辑关联.

２．农科类大学生农村基层服务意愿影响因素

分析

(１)解释变量及其特征.依据本文研究设计及

本次调查问卷的实际数据,对影响农科类大学生农

村基层服务意愿分化的个人特征、家庭条件、家乡环

境、社会资本与三农认知等各解释变量进行描述性

统计,详细见表２所示.
表１　农科类大学生农村基层服务意愿类型分布及特征(n＝５８２)

选项
选项分布

选项频数 占比/％
服务意愿

类型
主要特征 主要决策逻辑

选项一 １２２ ２０．９ 扎根型
愿意长期服务三农、扎根于农村基层
工作

学以致用,相信在农村基层更能实现自己的
价值,更有发展前景

选项二 １９５ ３３．５ 过客型
愿意去农村就业,但不想长期服务三
农,或将农村基层就业视为权宜之计

城市生活工作环境好,可以通过“三支一扶”
或选聘大学生村官先到农村基层锻炼,等有
机会再来城市发展;或先到乡镇企业、涉农
企业就业,等城市有就业机会再跳槽

选项三 ８６ １４．８

选项四 １７９ ３０．８ 排斥型
不愿意去农村,完全排斥农村基层
就业

农村基层条件艰苦,缺乏理想的就业岗位,
在城市就业会有更多的发展机遇

表２　影响因素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n＝５８２)

变量 变量名 变量定义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个人特征

　性别 SEX 男性＝１;女性＝０ ０．４５９ ０．４９９ ０ １
　学科类别 SUBJ 理工科＝１;文科＝０ ０．７１８ ０．４５０ ０ １
　党员 PARTY 是＝１;否＝０ ０．１８６ ０．３８９ ０ １
　学生干部 CADRE 是＝１;否＝０ ０．１８０ ０．３８５ ０ １
　户口 HUKOU 农业户口＝１;非农户口＝０ ０．７９７ ０．４０２ ０ １
　独生子女 ONECH 是＝１;否＝０ ０．３１４ ０．４６５ ０ １
家庭条件

　 家庭人口 POPUL 连续变量/人 ４．４８４ １．０５１ ３ ７
　父亲职业 DADVOC 农业＝１;否则＝０ ０．５２６ ０．５００ ０ １
　母亲职业 MUMVOC 农业＝１;否则＝０ ０．５５２ ０．４９８ ０ １
　父亲态度 DADATT 赞成＝１;否则＝０ ０．３６１ ０．４８１ ０ １
　母亲态度 MUMATT 赞成＝１;否则＝０ ０．３３７ ０．４７３ ０ １
　家庭收入 lnINCOME 自然对数;连续变量 １１．０４０ ０．３１０ ９．３９３ １１．８１０
家乡环境

　所在地区 AREA 东部＝１;否则＝０ ０．５１７ ０．５００ ０ １
　家乡区位 LOC 偏远地区＝１;否则＝０ ０．４４２ ０．４９７ ０ １
社会资本

　有亲朋担任公职或企管 OFFICE 是＝１;否＝０ ０．２１５ ０．４１１ ０ １
三农认知

　经常关注三农问题 AGRI 是＝１;否＝０ ０．３１１ ０．４６３ ０ １
　了解相关就业政策 POLICY 是＝１;否＝０ ０．２２５ ０．４１８ ０ １
　参加过“三下乡”活动 RURAL 是＝１;否＝０ ０．２２２ ０．４１６ ０ １

　注:在父母职业、态度变量中,将职业、态度不明或极个别单亲家庭(无法回答选项)的情况纳入“否则”.

　　(２)模型选择及结果分析.由于本文将服务意

愿类型分为三类:扎根、过客、排斥,故而将利用

MultivariateProbitModel来估计,试图找出农科类

大学生农村基层服务意愿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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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为了便于分析,我们以过客型为参照组,形成两

组实证模型,结果见下表.
表３　MultivariateProbitModel估计结果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模型一 模型二

扎根型/过客型 排斥型/过客型

个人特征

SEX
０．４４１ －０．０７７
(０．２９８) (０．２１３)

SUBJ
０．７１６∗∗ ０．３６９
(０．３４８) (０．２４２)

PARTY
０．０２０ －０．２４５
(０．４１１) (０．３３５)

CADRE
－０．２４９ －０．３４０
(０．４２０) (０．３３６)

HUKOU
０．６４７ －４．３２５∗∗∗

(０．６５２) (０．４７２)

ONECH
０．９０９ １．２７７∗∗∗

(０．４８４) (０．３６９)

家庭条件

POPUL ０．８１９∗∗∗ ０．４１１
(０．２４５) (０．１５８)

DADVOC
－０．１１９ －０．３４９
(０．３４３) (０．３０２)

MUMVOC －１．０８９∗∗∗ ０．３０３
(０．３３４) (０．２９８)

DADATT
０．３３９ ０．２１１
(０．３２７) (０．２４７)

MUMATT
０．０３７ －０．０８９
(０．３３１) (０．２５９)

LnINCOME －１．４５１∗∗ －０．６９６∗∗

(０．６１５) (０．３３９)

家乡环境
AREA

０．４３２ －０．０８２
(０．３１８) (０．２２０)

LOC －１．５４２∗∗∗ １．８４９∗∗∗

(０．３７６) (０．３７２)

社会资本 OFFICE －０．９１３∗∗ －０．８２４
(０．３９２) (０．３０５)

三农认知

AGRI ２．６４６∗∗∗ －０．５９９∗

(０．３３９) (０．３１９)

POLICY ２．２５１∗∗∗ －０．３４９
(０．３２６) (０．３９０)

RURAL
０．５１３ －１．０７２∗∗∗

(０．３５４) (０．３５１)

_cons
８．６３０ ７．４２２∗∗

(６．６７４) (３．７６５)

Waldchi２(３６) ２２８．５７０
[０．０００]

Loglikelihood －２８７．３８０
　注:括号里的是标准误差,∗、∗∗、∗∗∗分别表示P＜０．１、P＜

０．０５、P＜０．０１.

依据表３显示的估计结果,可以将农科类大学

生农村基层服务意愿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方向进行

简要归纳.
１)个人特征变量的影响.“学科分类”“户口”和

“独生子女”对农科类大学生农村基层服务意愿产生

显著影响,理工科与扎根型高度正相关,原因可能是

相对于文科类,理工科学类在农村基层更能发挥作

用,因而该类型学生愿意扎根农村基层就业的可能

性就越大;农业户口与排斥型高度负相关,说明了拥

有城镇户口的学生排斥农村意识相当坚定,愿意赴

农村基层就业的可能性极小,一是对农村社会比

较陌生,二是不适应农村艰苦的工作和生活环境;
独生子女与排斥型高度正相关,可能原因是城镇

生源的学生多半是独生子女,因而选择留在城里

就业的概率极大.

２)家庭条件变量的影响.扎根型与家庭人口高

度正相关,原因是该类型基本上都是来自于农村,而
农村学生很少是独生子女;父亲职业对农村基层服

务意愿没有产生显著性影响,而母亲职业与扎根型

服务意愿高度负相关,母亲从事农业的学生愿意扎

根于农村的比率较低,这与一般的认识存在差距,其
合理的解释有待于本文进一步研究;父母态度对学

生农村服务意识没有产生显著性影响,说明了当代

青年学生具有独立思考的一面;家庭总收入的自然

对数对扎根型与排斥型都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说
明了家庭条件较好的学生愿意扎根农村的比例极

低,但同时完全排斥去农村的比例也较低,可能的解

释是该类型学生对个人发展有更高的追求,为了达

到理想目标,他们愿意采取迂回的就业策略,如赴基

层当村官或参加“三支一扶”等.
３)家乡环境变量的影响.所在地区对学生农村

基层服务意愿没有产生显著的影响,但家乡的地理

区位与扎根型高度负相关,与排斥型高度正相关.
偏远农村地区的大学生摆脱贫困、追求都市生活的

动机较为强烈,他们会把城市就业作为最优先考虑

的目标,从而愿意扎根于农村基层的可能性极低.
如果再结合上述“城镇户口赴农村就业可能性极小”
的结论,可以推断:扎根型的家乡区位多半是属于城

市郊区或城乡结合部,这些地区交通便捷,经济发展

较好,学生愿意长期在这里工作.
４)社会资本变量的影响.估计结果显示,有亲

戚朋友担任公职或企业管理人员的学生,愿意扎根

于农村基层的可能性极低,往往更倾向于城市就业.
这也说明了社会网络与人情关系对大学生找工作仍

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５)三农认知变量的影响.３个解释变量都与大

学生的农村基层服务意愿有显著的相关性.相对于

过客型,扎根型“经常关注三农问题”“了解相关就业

政策”;而排斥型较少地关注三农问题,也极少参加

过“三下乡”活动.估计结果提示了过客型对“三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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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关注度不如扎根型,但超过了排斥型,这种

现象说明,对“三农问题”越关注,服务农村基层的意

识就越坚定.

　　三、结论与讨论

　　大部分农科类大学生毕业后不愿意把服务三农

作为就业的优先考虑目标,服务农村基层的意愿较

为薄弱,并且出现了明显分化.MultivariateProbit
Model估计结果显示,扎根型最典型特征是来自农

村但家乡区位较好,经常关注三农问题、了解相关的

农村就业政策;排斥型典型特征是来自偏远农村地

区,或者来自城市市区,平时极少关注三农问题,也
不参加“三下乡”活动;过客型最典型特征是对三农

的关注度略高于排斥型,但是显著低于扎根型.整

体而言,农科类大学生愿意扎根农村基层工作的比

例偏低,但服务三农的潜力较大.
１．成为新型职业农民主力军何以可能

关于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既有研究多着眼于

农村存量劳动力素质的提升,但是,在农村劳动力加

速转移和留守农民低素质化的现实背景下,既有研

究思路存在明显的局限性:一方面,如何让低文化素

质的留守农民转变成具有“良好科学文化素养和自

我发展能力、较强农业生产经营和社会化服务能

力”① 的新型职业农民,将是一个浩大且困难的工

程.而“基本不懂农活”的新生代农民工对务农又兴

趣索然,缺乏必要的农业科技知识,因此,他们也难

以担当现代农业发展的引领者② ;另一方面,在现有

的城乡二元管理体制下,“新型职业农民培养工程”
还面临着“谁来投资”“谁来培训”“如何分担成本”以
及“农民接受培训意愿如何”等难题,破解这些难题,
社会付出的机会成本无疑将是巨大的.

在可预见的时期内,农村人口低素质化与人多

地少矛盾同时并存的现象将长期存在[１４].在这样

的背景下,小农经济仍然是中国农村经济的主流,而
小农生产者也仍然是我国农民阶层的主体,试图让

大部分农民向新型职业农民演进既不现实也无必

要.因此,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根本着力点应该是

培养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带头者和引导者,而拥有

较高专业素养和文化素质的农科类大学生无疑是最

合适的对象,尽管人数较少,但其带头示范作用、技
术传播作用不容小觑.因此,让农科类大学生成为

新型职业农民的主力军完全是可能的,同时,也是解

决农业现代化人才缺乏难题和缓解农科类大学生就

业压力的双赢之举.

２．向新型职业农民身份转变何以可为

吸引农科类大学生到农村基层就业,是对农村

人口低素质化的纠偏,从而有利于农村人口结构的

优化;同时也为农业现代化输送了必不可少的带头

者与引领者,成为推动现代农业发展的新型职业农

民主力军.当前,最根本的途径是要稳住“扎根型”,
留住“过客型”,吸引“排斥型”.为此需要做出如下

的政策安排:
首先,高校要加强三农问题的教育与宣传.本

研究表明,农科类大学生农村基层服务意识与其对

三农问题的关注度及相关就业政策了解程度呈高度

的正相关.而调查数据显示,农科类大学生经常关

注三农问题的只占３１．１％,了解相关就业政策的只

占２２．５％,参加过“三下乡”活动的仅占２２．２％.此现

象固然是学生“学农不爱农”的特性使然,但学校对

三农知识宣传不到位也是重要的原因.囿于学时的

限制,学校注重于专业理论知识的教学,却缺少相关

内容的课堂传授.学校可以通过举办讲座、校报宣

传、校内广播、建设网络信息平台等方式加强农村经

济社会发展情况、农村基层就业相关政策等方面的

宣传;进行必要的课程改革,注重大学生农村基层就

业能力的培养,同时增加三农问题的课堂教学内容,
提升学生对三农问题的关注度;加强实践教学环节,
让更多的同学有机会参与“三下乡”活动,通过实地

调查,使学生增长知识开阔视野,对三农问题会有更

深的了解.
其次,要着力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实证分

析显示,家乡经济条件对农科类大学生农村基层服

务意识会产生显著影响,交通便捷,经济发展较好,
学生愿意扎根于农村工作.因此,要健全城乡发展

一体化机制,加快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步伐,财政支

农资金应更多地投入到农村地区教育、医疗、道路交

通、农田水利等公共产品的建设上,缩小城乡公共服

务资源的现实差距,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

民成为体面的职业,从而吸引更多青年人才投入到

新农村建设中去.
最后,要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农村基层条件艰

苦,待遇低,缺乏理想的就业岗位,是农科类大学生

“学农不爱农”、排斥农村基层就业的主要逻辑.对

此,政府要加大政策扶持力度,为大学生服务农村基

层提供政策保障.一要完善学费减免返还、助学贷

款代偿制度,激励更多的农科类大学生毕业后走向

农村基层就业;二要建立待遇激励保障机制,对于长

期在农村基层就业的农科类大学生,要确保他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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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享受“五险一金”待遇,妥善解决他们的后顾之

忧,并对城乡收益差进行制度化的合理补偿,逐步优

化农村基层的就业环境;三要通过资金与项目上的

支持,鼓励涉农企业和种植大户参与农业经营制度

创新,大力发展特色高附加值农业,创造更多适合农

科类大学生的就业岗位,使服务农村基层的大学生

有一个可预期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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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WillingnessofCollege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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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ofMarxism,FujianAgricultureandForestryUniversity,Fuzhou,Fujian,３５０００２)

Abstract　Toattractcollegestudentstoworkinruralgrassrootsisacorrectiontothelowqualityof
ruralpopulation,andisalsoanimportantmeasuretocultivatenewprofessionalfarmers．Basedonsurvey
dataof５８２agriculturalcollegestudents,thispaperstudiesempiricallythedifferentiationstateofrural
grassrootsservicewillingnessofcollegestudents,andrevealsthelogicalrelationbetweenthedifferentiaＧ
tiontypeoftheruralgrassrootsservicewillingnessandrelatedfactorsbyuseofMultivariateProbit
Model．Researchshowsthatpersonalcharacteristics,familyconditions,socialcapital,thehomeenvironＧ
mentandagriculturecognitionhaveasignificantimpactonthedifferentiationofstudents’servewillingＧ
ness．Basedonthis,itisrecommendedtopromoteagriculturalcollegestudentstothenewprofessional
farmersbyteachingreform,improvingproductionconditionsinruralandpolicysupportandotherasＧ
p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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