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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硕士入职新型职业农民意愿实证分析 

——基于对长江大学经济与 

管理学院农业硕士的调研 

胡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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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湖北 荆州 434023） 

【摘 要】：农业硕士培养目标与新型职业农民要求相契合，故研究农业硕士入职新型职业农民意愿有一定的理

论与现实意义。通过问卷调查方式对长江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农业管理、农村发展专业在读农业硕士进行调研，共

获得 103 份有效问卷，采用 logistic 回归模型，对影响农业硕士入职新型职业农民的内外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

果表明，性别、对农村环境的满意度、对国家政策的满意度、对新型职业农民的认知程度等因素是正向影响其入职

意愿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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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农村空心化、农业生产力低下、农村劳动力数量与质量堪忧等问题较为显著。党的十九大提出，培养一支“懂

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新型职业农民队伍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之一。此外，在 2012年之后，“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这一说法多次在中央一号文件中被重点提及。 

2014 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将农业推广硕士更名为农业硕士，与相应学科的农学硕士处于同一层次，更偏向于实践与应用

方面。目前农业硕士有 8 个领域，文章分析了长江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培养的农业管理与农村发展两个领域。该领域旨在培养

具有高水平文化素养、经济与管理知识、创新意识，且具备综合技能的高层次、复合型“三农“人才。 

不难发现，农业硕士的培养目标与新型职业农民的性质、要求有一定契合度，在此背景下，深入研究农业硕士入职新型职

业农民意愿有一定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此外，长江大学前身之一为湖北农学院。目前，农业仍旧是长江大学“四张牌”之一，故研究该校农业硕士意愿，具有一

定的代表性。 

1 相关研究结论与研究方法 

在培训、就业意愿影响因素方面，朱奇彪等（2014）实证分析表明性别、文化水平、收入结构、从业年限、技术问题、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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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对收入提高率的感知、培训对收入提高率的感知、对政府培训补贴率的感知以及外部环境对技能要求的感知等因素对参与新

型职业农民培训有显著影响。针对大学生，赵培芳等（2015）、郑兴明等（2015）通过实证分析得出个人特征、社会资本、家乡

环境、三农认知与家庭影响等因素对其入职新型职业农民有显著影响。 

在大学生就业意愿方面，费喜敏等（2013）研究指出 40.98%的学生有去基层就业的想法，但是张玲（2014）调查得出在基

层中愿意投身新农村建设的大学生只有 28.97%。针对农科类大学生，黄立红等（2012）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得出 41.1%的农科

类大学生有去农村就业的意愿。 

在相关研究方法方面，徐辉等（2018）采用 logistic回归方法进行实证研究。 

2 农业硕士入职新型职业农民的理论分析 

文章借鉴赵培芳等（2015）相关研究的理论模型，将农业硕士愿意从事新型职业农民的意愿用成本收益函数表示： 

 

其中，E是预期收益，C是就业成本，R是实际平均收益，D(R）表示决策函数。该决策模型表示，成本、预期收益与实际平

均收益是主要影响因素。预期收益大于成本与实际平均收益之和时，农业硕士表现出偏好性，反之则不愿意。 

该模型中，就业成本与实际平均收益相对容易测算，预期收益由于其主观性则较难测算。个体特征、社会环境、国家政策

等多方面的内外部因素都会对其产生影响。综上所述，农业硕士入职新型职业农民的意愿受到个人自身因素与外部环境的综合

影响。 

3 农业硕士入职新型职业农民的实证分析 

3.1数据来源 

文章的数据来源于对长江大学经管学院在读农业硕士的问卷调查，采取随机抽样调查方法发放问卷 150 份，回收有效问卷

103份。 

在统计的 103 份问卷中，愿意入职新型职业农民的农业硕士有 61 名，占比 58.3%，该比例与学者研究的普通大学生或者农

科类本科生相比有了一定程度的增长。但是与培养目标相比，农业硕士愿意入职新型职业农民的意愿仍旧不足。鉴于此，我们

采用 logistic回归模型，对此进行实证分析。 

3.2模型建立与变量说明 

就前文所述，农业硕士入职意愿可分为愿意或不愿意两种情况，主要受内外因素的影响。建立模型为： 

 

其中，Y 表示意愿，取值范围为 0 或 1，愿意则为 1，不愿意则为 0;x1为性别，x2为本科是否为农科类，x3为出生地，x4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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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为独生子女、x5为是否婚配、x6为社会偏见的影响程度，x7为对农村环境的满意度，x8为对国家政策的满意度，x9为对新型

职业农民的认知程度。εi为误差项。 

3.3实证结果分析 

性别：性别项的回归系数 2.991 为正数，且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这说明性别对农业硕士入职新型职业农民有正

影响，即男性比女性更愿意入职新型职业农民。 

本科是否为农科类：该项回归系数为 0.571，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但符号为正，表明本科和硕士均为农科类的学生可能更

有意愿继续做学术研究，而硕士才选择读农业硕士（专硕）的学生可能是为了工作考虑。 

出生地：该项的回归系数为 0.378，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但符号为正，这说明出生在农村的农业硕士更愿意回归农村、建

设农村，这可能是因为对出生地有一种乡土情结。 

是否为独生子女：该项的回归系数为 0.262，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但符号为正，表明非独生子女的农业硕士更愿意从事新

型职业农民，可能是因为独生子女的父母不愿意让孩子从事农业相关职业。 

婚配与否：该项的回归系数为 0.843，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但符号为正，这说明未婚人士比已婚人士更愿意入职新型职业

农民，但影响不显著。原因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是已婚人士较未婚人士考虑的因素更多，比如农业从业收入目前来说仍旧

较低，无法让一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有了硕士学位做其他工作可能薪水更为丰厚；第二种可能是本次调查主要为硕士在读学

生，样本有限导致结果出现偏差。 

社会偏见程度：该项的回归系数为-0.462，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但系数为负，这说明该项对农业硕士入职新型职业农民

有负影响。这也表明社会偏见对农业硕士的影响较深，农业硕士不愿被人偏见，从而不愿意成为新型职业农民。 

对农村环境的满意度：该项的回归系数为 4.780，且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呈正相关。这就表明农业硕士对农村

环境越满意，就更愿意前往基层并成为新型职业农民。 

对国家政策的满意度：该项的回归系数为 1.047，且在 10%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符号为正，表明农业硕士对国家政策

越满意，就更愿意成为新型职业农民。 

对新型职业农民的认知程度：该项的回归系数为 1.407，且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其系数为正，这说明越了解新

型职业农民的农业硕士，更愿意成为新型职业农民。 

4 结论与建议 

4.1基本结论 

由上述分析可知，性别、对农村环境的满意度、对国家政策的满意度、对新型职业农民的认知程度这四个指标对农业硕士

入职新型职业农民意愿的影响显著，且均为正影响。本科是否为农科类、出生地、是否为独生子女、社会偏见程度、婚配与否

等因素对其影响不显著，其中社会偏见程度为负影响，其余为正影响。但由于样本容量较小，可能出现分析偏差，在今后研究

中会加大研究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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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引导农业硕士选择入职新型职业农民应该秉持着自愿的原则，优化理论与实践教育模式、加强制度保障、改善农村

生活条件，为农业硕士入职新型职业农民解决当下的燃眉之急和未来的后顾之忧。 

4.2政策建议 

4.2.1高校应该整合资源，完善农业硕士的理论教育与实践教育，培养更优质的农业硕士。 

以长江大学为例，其可利用长江经济带发展研究院与荆州市农高区的资源，结合自身的优势与特色，调整专业课程设计与

结构规划，加强实践教学环节，组织开展丰富的下乡活动，让农业硕士多了解农村、接触农民，避免纸上谈兵。 

此外，高校应该在尊重农业硕士个人意愿的基础上，鼓励其利用所学专业返乡建设农村。学校可以通过举办讲座，在校报、

新媒体等信息平台宣传等方式对农村经济及相关政策进行宣讲与普及，避免农业硕士“学农不知农，学农不爱农”。 

4.2.2政府需要加快完善农业硕士入职新型职业农民的制度保障。 

政府需要加大扶持力度，建立并完善农业硕士入职新型职业农民的政策体系。在政府服务体系方面，加大对土地、金融信

贷、税收优惠的利好力度，解决当前燃眉之急；在社会保障方面，完善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和下一代教育等内容，解决后顾之

忧，以此来调动农业硕士的积极性。 

除了高校，政府也需要通过宣传与教育，发挥社会媒体的舆论导向作用，改变对农民的歧视，引导社会各界人士将新型职

业农民看作一种职业而并非“下等”身份，从而激发农业硕士入职新型职业农民的潜在意愿。 

4.2.3政府要着力改善农村环境与生活条件。 

显而易见，若农村交通便捷、生活环境舒适，农业硕士扎根农村的意愿会增加。因此，政府需要加快建设并健全城乡发展

一体化，使城乡社会公共服务平等化，缩小城乡之间因为公共服务资源偏移而产生的现实差距，争取让农业有奔头、农民有体

面，这样才能够吸引农业硕士入职新型职业农民，投身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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