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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运用浙江省大学生的调查数据，对影响大学生到农村就业的意愚进行了计量经济分析．研究结果表

明，大学生农村就业的意愿受到大学生的主修专业、农村就业的国家政策待遇与社会偏见压力、大学生自身的发展

成长、高等教育体制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基于实证研究结果，提出了尊重大学生就业选择、号召和鼓励大学生农

村就业、提高“政策待遇满意度”、增加大学生农村就业宣传力度、支持高校专业改革、加强高校与地方合作等相关

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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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我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

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建设社会

主义新农村，必须要有强大的人才队伍支撑。而引

导大量的大学生充实到农村中，带动亿万农民投身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实践，这既是充实新农

村建设人才队伍的重要措施，也是缓解当前大学生

就业难的有效途径。

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对于如何引导大学生农村

就业给予了较多的关注，出现了不少有价值的研究

成果。D,z3但是这些研究成果大都采用规范的分析

方法，侧重于从宏观层面探讨目前大学生去农村就

业工作的必要性、作用及其岗位选择，而从微观层面

的实证性研究相对较少，尤其是从大学生角度对如

何引导大学生农村就业进行实证研究的成果更是鲜

见，已有学者[3]从大学生人力资本投资收益角度实

证研究了大学生农村就业问题，得出了二些有价值

的结论，但对大学生农村就业影响因素的研究还显

不够。本文在基本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以浙江省大

学生为例，对当代大学生农村就业的意愿及其影响

因素进行实证性探讨，以期为有关部门决策提供参

考依据。

二、大学生农村就业的行为和影响因素

(一)大学生农村就业行为决策的理论模型

应用成本收益分析法，可以设定大学生农村就

业行为决策的数学表达式为：

D(R)=P{(E—C)>R)

其中，E为大学生农村就业的预期收益，C为大

学生农村就业成本，R为大学生平均收益，D(R)为

大学生农村就业的决策函数。该模型表明，大学生

的预期收益、农村就业成本及大学生平均收益影响

大学生农村就业的行为决策。只有当预期收益扣除

大学生农村就业成本后的净收益大于大学生平均收

益时，大学生才会做出农村就业的决定，否则他们就

不会农村就业。

该模型中大学生农村就业成本和大学生平均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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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是相对较易确定的变量，而预期收益则难以确定，

取决于大学生自身的内在因素及其所处的外部环

境。其数学表达式为：

E一厂{F(Xi，Yi)，G}-’ ，

rF(Ⅺ。H)≥0
约束条件{，、二．

’

【Lr夕u

其中，FCXi，Yi)为大学生内外部因素共同作

用而产生的提高预期收益的合力，澎为大学生农

村就业的动力机制和制约机制所涉及的自身内在因

素，Ⅵ为大学生农村就业的动力机制和制约机制所

涉及的除政府以外的外部因素。动力机制中的各种

因素对大学生农村就业产生正向的推动作用，而制

约机制中的各因素则产生反向的阻碍作用。F(艇，

Yi)≥0，意味着内外部因素共同作用的合力至少产

生拉力作用。G为政府对大学生农村就业的认同和

支持程度。G≥0，意味着大学生农村就业必须至少

得到政府的认同。该模型表明，大学生农村就业的

预期收益取决于大学生择业所处的外部环境和他本

身所具备的内在条件，以及两方面的共同作用。

从上面理论模型的讨论可知，大学生农村就业

的行为决策受大学生所处的外部环境和大学生自身

因素的共同影响。大学生只有在对农村就业的成本

和收益进行比较后，才会最终做出是否农村就业的

行为选择。

(二)影响大学生农村就业行为的主要因素假设

影响大学生农村就业行为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有关专家分析“]，目前大学生面向农村就业的通道

还未完全打通，最主要的原因有以下几种：首先，农

村工资待遇较差、生活条件较苦，与大中城市相比差

距较大；其次，不少大学生担心到农村下去容易、上

来难，因此不敢轻言下去，最后，大学生及家长就业

观念与实际情况存在一定差距。中国人民大学的杨

伟国则认为，缺乏人力资本投资收益补偿机制是大

学生不愿去农村就业的主要原因。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将影响大学生农村就业的

主要因素分为七个方面来进一步研究：

第一，大学生的个体特征。大学生的个体特征

主要是指大学生的性别、出生地、专业和大学录取批

次等。从理论上说，由于婚嫁年龄、自身发展等原

因，男性大学生农村就业的积极性应高于女性大学

生。关于出生地，一方面来自农村的大学生对农村

有感情，有回到农村贡献自己力量的愿望f另一方

面，又由于来自农村的大学生更加珍惜跳出“农门”

的不易，加之受社会观念和家庭压力而不愿择业农

村。大学生的专业是否涉农应该会影响大学生的农

村就业意愿，从理论上说，涉农专业的大学生择业农

村的意愿更大。至于大学录取批次，我们认为越高

层次的大学生越能接受农村就业。因为一般来说，

文化程度越高的大学生认知程度相对较高，目光更

远，能把自身发展和国家建设结合起来，有利于降低

其农村就业的成本。拉坦曾指出，社会科学知识的

效应可使制度变迁的供给曲线右移，使制度创新成

本降低。[51

第二，农村工作环境满意度。农村工作环境主

要是指农村的科教文卫、交通住宿等条件，另外值得

注意的是农民素质也是农村工作环境的一个软条

件。从理论上讲，大学生对农村环境越满意，农村就

业的可能性也越大。

第三，国家政策待遇满意度。国家政策待遇主

要是指人事调动制度、薪金福利制度等。对去农村

创业的大学生来说，税收优惠制度也是其是否选择

农村就业的重要因素。从理论上说，大学生对国家

的政策待遇越满意，农村就业的可能性也越大。

第四，社会偏见压力。社会偏见压力主要是指

来自家人亲戚、同学朋友和自身对于农村就业的种

种偏见。这是一种非正式制度，一般而言，大学生受

到的偏见压力越大，其越难去农村就业。

第五，自身成长发展所受影响程度。大学生刚

刚毕业，会有一个长远的打算；农村就业对其成家立

业、能力发挥的影响程度将对其是否农村就业产生

重要影响。从理论上说，如果觉得农村就业对自身

发展影响不大，那么其农村就业的意愿就会大大增

加。另外，根据马斯洛需求理论，在当前物质需求已

基本满足的情况下，大学生对自身发展成长的需求

会更加强烈。

第六，高等教育体制缺陷程度。由于市场就业

的影响，近年来各高校在专业设置上市场导向越来

越明显，如从一本到三本及高职的各类高等院校几

乎都设置了工商管理专业，而涉农专业逐渐萎缩。

此外，为了提高学校声誉，各高校千方百计引导大学

生在大中城市条件优越的岗位就业。从理论上说，

高等教育体制缺陷程度越大，大学生所受缺陷的影

响也越大，其农村就业的意愿也越小。

第七，农村发展认知程度。一般说来，如果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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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政府、社会能给大学生创造更多地接触新农村的

机会，让其了解新农村建设，让其体验当代农村的魅

力，则大学生农村就业的意愿会提高。我们从访谈

中了解到，许多城市出生的大学生对当代农村的认

知程度相当低，他们脑海中的农村还是自给自足、面

朝黄土背朝天的小农形象。

三、实证模型、数据和方法

(一)实证模型的建立

基于前面影响因素的分析，本文将大学生农村

就业的行为意愿(以下简称为“农村就业意愿”)设定

为以下几类因素的函数：

农村就业意愿一F(大学生个体特征变量，农村

工作环境满意度变量，国家政策待遇满意度变量，社

会偏见压力变量，自身发展成长所受影响程度变量，

高等教育体制缺陷程度变量，农村发展认知程度变

量)+随机扰动项。

l二)样本数据来源和变量说明

本项研究的样本数据由笔者组织10位分布在

浙江10所高校的大学生对自己所在高校的大学生

进行分层(录取批次，性别，专业是否涉农)随机调查

获得。这10所高校是浙江大学、浙江工业大学、浙

江林学院、浙江师范大学、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宁波

大学、浙江海洋学院、丽水学院、杭州职业技术学院、

绍兴文理学院。共发放问卷500份(每所高校50

份)，实际回收500份，其中，有效问卷482份。样本

分布于浙北、浙中、浙南、浙西山区和浙东沿海地区，

涉及一本至三本及高职各类大学生，具有一定的代

表性。模型中的相关变量说明见表l。

表1 实证模型解释变量说明

(三)计量方法的选择

本研究所考察的是大学生农村就业的行为意

愿，含义为大学生愿意到农村就业还是不愿意到农

村就业。结果只有两种，即愿意和不愿意。传统的

回归模型由于因变量的取值范围在正无穷大与负无

穷大之间，在此处不适用。本文采用二元Logistic

回归分析模型，将因变量的取值限制在(0，1)范围内

(1代表愿意农村就业，0代表不愿意农村就业)，并

通过采用最大似然估计法对其回归参数进行估计。

四、结果与讨论

笔者运用SPSS统计软件对调查的482位大学

生的横截面数据进行了Logistic回归处理。[6·刀在处

理过程中，采用了向后筛选法。首先将所有变量引

入回归方程，然后进行回归系数的显著性检验，在一

个或多个t检验值不显著的变量中，将t值最小的那

个变量剔除，然后再重新拟合回归方程，并进行各种

检验，直到方程中变量回归系数的t值基本显著为

止。这样，一共有10种计量估计结果。从各种模型

的运行结果看，模型整体检验基本可以，不同统计模

型的估计结果和结论也相似，估计结果比较稳定。

由于用SPSS进行Logistic回归，不能提供标准化的

回归系数，给自变量相对作用的比较带来了不便。

本文已把各个变量的非标准化回归系数转换为标准

化回归系数。为了减少篇幅，本文只列出了10种计

量估计结果中的三种(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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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数项

性别

录取批次

出生地

专业

工作环境

政策待遇

社会偏见

自身发展

高等教育

农村认知

预测准确率

对数似然值

卡方检验值

Nagelkerke的R2

—1．6l(一1．99) 一

0．01(0．75)0．11

—0．00∈一0．33) 一0．06

—0．25(一O．67) 一0．07

0．67(4．17⋯)0．57
0．47(0．87)0．71

0．89(4．99⋯)0．45
—1．裙(一5．66⋯) 一0．66

—0．79(一2．49一) 一0．31

一O．70(一1．02) 一O．13

0．01(O．23)0．02

72．3 OA

418．48

113．25。。。

O．33

—1．18(一2．09) 一

0．01(0．58)0．03

—0．25(一O．65) 一O．04

0．66(4．16。。’)0．38

0．53(1．29)0．50

0．95(4．19。。’)0．31

—1．29(一5．77一’) 一0．42

一O．83(一Z．55一) 一O．17

一O．64(一1．07) 一O．06

0．01(O．32)0．02

75．2％

448．25

112．46⋯
0．32

—1．67(一2．60) 一

0．62(4．45⋯)0．31

0．96(4．28⋯)0．29
一o．89(一毛毖⋯) 一O．27

一o．83(一Z61**) 一0．16

—0．92(一1．69。) --0．11

74．6％

449．35

112．68⋯
O．33

注。括号内数字为变量的t检验值I“*”、“**”、。***”表示统计检验分别达到10％、5％和1％显著性水平．

根据模型估计结果，将影响大学生农村就业行 会偏见压力大的大学生到农村就业的意愿要小于社

为的因素归纳如下： 会偏见压力小的大学生。这个结果与笔者的理论预

第一，大学生的主修专业是否涉农是影响大学 期一致。农村工作环境这一变量系数没有达到显著

生农村就业意愿的重要因素之一。从各个模型的结 检验水平，不能得到一个明确的结论，笔者将其数据

果来看，大学生专业变量的系数均在1％统计检验 与社会偏见压力变量进行了相关分析，发现其相关

水平显著，标准化回归系数比较高，而且系数符号为 性不大，可见作为社会偏见压力这一非正式制度的

正。这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大学生如果 起因并非仅仅是农村工作环境。

专业涉农，其到农村就业的意愿就越大。这一结果 第四，大学生对自身发展成长的需求对于其农

与笔者最初的预期和前面的分析基本一致。这也表 村就业意愿具有重要的阻碍作用。模型结果显示，

明，大学生的专业是否涉农是影响大学生农村就业 自身发展成长受影响度变量的系数均在5％水平上

意愿的重要因素。性别变量系数、录取地系数、出身 显著，标准化回归系数较高，但符号为负。这说明，

地系数则都没有达到显著水平，不能得出一个明确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大学生若感到农村就业

的结论。 对自己的发展成长影响越大，则越不愿农村就业。

第二，国家政策待遇的满意度对大学生农村就 这个结果与笔者的理论预期一致。

业的行为有着显著的影响。从各个模型结果看，国 第五，高等教育缺陷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大学

家政策待遇满意度变量的系数都在l％的统计检验 生农村就业。根据模型三显示，高等教育缺陷变量

水平上显著，标准化回归系数也较高，而且符号为 的系数在10％水平上显著，标准化回归系数为

正。这说明国家政策待遇在引导大学生农村就业中 一0．11。这说明，高等教育缺陷对大学生农村就业

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大 有一定的阻碍作用。

学生对国家政策待遇的满意度越高，大学生农村就 此外，大学生农村认知度这一变量的系数在模

业的意愿会越高。这与笔者的预期和近几年大学生 型中不显著，不能得出其与大学生农村就业行为之

农村就业的实际基本一致。 间的关系，这个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

第三，社会偏见压力是影响大学生农村就业意

愿的重要因素。模型结果显示，社会偏见压力变量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的系数均在1％水平上显著，标准化回归系数很高，

但符号为负。这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社 基于以上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表明，大学生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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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就业的行为决策更多地受大学生所处的外部环境

和大学生自身因素的共同影响，只有当大学生对农

村就业的成本和收益进行比较后，才会最终做出是

否农村就业的行为选择；而当前影响大学生农村就

业的主体应该是社会、高校、政府以及大学生自身；

以浙江省大学生调查情况看，影响大学生农村就业

的决定性因素主要有大学生的主修专业、大学生自

身的发展成长预期、农村就业的国家政策待遇与社

会偏见压力、高等教育体制缺陷等多方面因素。

在本项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提出如下几点政策

建议：

第一，尊重大学生择业选择，号召和鼓励大学生

农村就业。大学生农村就业受到大学生自身因素和

外部条件的共同影响，有其发展的内在规律性和系

统性。政府、高校在引导大学生农村就业时，应该综

合考虑大学生的个体特征和具体条件，尊重大学生

的选择I同时应大力宣传农村就业的意义，激发其潜

在的农村就业意愿，使大学生认识到在农村同样有

施展自己才华的一片天地。当然，作为大学生，也应

该充分认识到农村就业可以锻炼工作能力，丰富人

生履历，培养艰苦奋斗精神，促进自身的成长发展。

第二，出台一系列鼓励大学生到农村就业的政

策措施，提高大学生到农村就业的吸引力。研究结

果表明，政策待遇和大学生自身的成长需求对其到

农村就业意愿有重要影响。为此，政府要出台相关

的政策措施，如提高大学生到农村就业的相关福利

待遇，如在录取公务员时优先考虑农村就业的大学

生等。要使到农村就业的大学生有一个可预期的发

展空间，得到一系列实实在在的优惠。

第三，支持高校专业改革，引导加强高校与地方

合作。高校必须全面调研农村对人才的需求状况，

结合自身的特色和优势，在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的基础上，利用自身的办学特色和优势，着力培养

适应新农村建设需要的各类高层次人才、农村技术

人才、管理人才、文化人才等；根据社会主义新农村

建设需求调整专业结构，积极开设建设社会主义新

农村及区域经济发展所需的相关专业，提高专业设

置与新农村建设需求之间的契合度，提升为社会主

义新农村建设服务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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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Factors Mfecting College Students’Will to Work in Rural Areas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a Survey of Students in Zhejiang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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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h；h锨：To encourage college students to work in rural area8 after graduation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pro—

ro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socialist rural areas and solving the difficult employment situation for college gradu—

ates．Using Logit regression techniques，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key factors that put much impact on undergradu—

ate students’will to work in rural areas。based on a survey of students in Zhejiang Province．The results show that

undergraduate students’will to work in rural areas are affected by many factors，such as individual major，the gov—

eminent’s policies，pressure under social prejudice，self-development chance and higher education system．Based on

these results，this paper presents relevant polities and recommendations such as respecting coHege students’choice，

establishing special policy to support the undergraduate students to work in rural are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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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有效地促进大学生就业、创业新农村.本文总结了国外促进大学生到农村就业、创业的成功经验,在此基础上阐述了国外经验给中国促进大学生就业、

创业新农村所带来的深刻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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