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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随着我国教育产业化和扩大化，高等教育逐渐从精英教育转变，大学

生的数量日益增多，也同时面临着就业的压力的加大。近几年国家不断加强对于

农村的各项设施和整体的发展，随着“新农村”建设的提出，农村的发展在不断

加快。因此鼓励大学生到农村就业即有利于缓解就业的压力，也有利于推进“新

农村”的建设。本文以对武汉高校的调查为基础对大学生的就业意愿进行分析，

从个人因素、家庭因素、农村发展等几个方面进行探讨，分析大学生到农村就业

意愿的影响因素，从而针对影响因素提出几点建议鼓励大学生到农村就业，使大

学生的能力与知识能在农村的建设和发展中发挥更加强大的作用。 

 

一一一一、、、、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随着教育产业化和扩大化的趋势，大学生就业问题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尤其是农村大学生就业更是面对多重压力。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近几年的就业

成为大学生就业的又一道难题。在国家各项政策和优惠待遇的扶持下 ，许多大学

生会选择去经济较不发达的地区就业，从而暂时的保证就业。于此同时我们也发

现一个问题即到农村就业的趋势在不断加强，按照布迪厄对于资本的理论可以了

解，在一个特定的场域里有效地资源就称之为资本，即在农村这一特定的场域中

有足够的资源吸引大学生到农村就业。许多家庭为了大学教育付出了很大的教育

投资，然而在就业形式不乐观的时候，他们是否到考虑到农村就业的问题成为我

们此次调查中心考虑的问题。 
近几年国家不断加强对于农村的各项设施和整体的发展，随着“新农村”建

设的提出，农村的发展在不断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也是我国当前和以后在

发展中的主要内容之一。不可否认新农村建设需要强大的人才队伍的支持，从而

号召大学生到农夫就业既是缓解大学生就业难的途径之一，也是为新农村建设的

人力资本增加高素质人才的方法。在教育部、科技部、农业部合召开的“高等学

校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服务座谈会”上，教育部部长周济指出，建设社会主义

新农村是高等学校发展的重要机遇，要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引导和鼓励大学生投

身于新农村建设的火热实践。[1]在此种形式之下是否又更多的大学生愿意回到生

源地就业、到农村从业多长时间以及影响因素等。本文以对武汉高校调查的结果

为依据，对大学生到农村就业意愿进行分析。 
 

二二二二、、、、关于调查的说明关于调查的说明关于调查的说明关于调查的说明 

1 调查地点调查地点调查地点调查地点 
调查的地点选在武汉，因为武汉是中国的中部城市，在中国经济地理中，武

汉处于优越的中心位置。水、陆交通十分发达，自古就有“九省通衢”的美称。因

此在武汉进行调查得出的数据能够具有普遍的代表性。武汉市是高等学府较为集



中的地方，大学生的数量和集中性都比较高，从而方便调查的顺利进行。 
2 调查对象调查对象调查对象调查对象 
此次调查是以武汉时各大高校为调查单位，在学校的层次上从中按照分层抽

样的方法即一本、二本、三本及专科的层次，从中抽取学校进行调查。在学历层

次上，以本科生为主。在学科结构上以十二个学科为主要学科，其中涉及到工科

理科和文科。经过考察实际情况最后选取共八所学校，重点大学为武汉大学 、武

汉理工大学、中南民族大学，二本为湖北工业大学、武汉科技学院，三本为中南

民族大学工商学院和华中科技大学文华学院，高职高专是航海学院。 
3 调查内容调查内容调查内容调查内容 
主要调查内容分为基本信息，就业趋向，就业意愿、就业影响因素等几个方

面进行。调查的方法为问卷法结合结构式访谈，问卷的方法便于从定性的角度了

解大部分大学生的就业意愿和影响因素，结构式访谈的调查便于更深层次的了解

大学生到农村就业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在调查中总共发放调查问卷 1150份，回

收问卷 1000份，回收率为 86.9%；其中有效问卷 973份，有效率为 97.3%。 

三三三三、、、、对于调查结果的分析对于调查结果的分析对于调查结果的分析对于调查结果的分析 

从总体的趋势来看，在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大学生选择到农村就业的意愿

任然很低。从数据中不难看说 45.7%大学生的就业意愿是不太愿意到农村就业，

8.4%的大学生非常不愿意去农村就业，同时 15.8%的大学生就没有考虑过到农村

就业。这样的就业意愿显示出了大学生的普遍就业意愿，也反映了大学生就业的

趋向向城市集中。在此过程中有各种因素的作用，笔者就从一下几个方面进行分

析： 
1 个人情况对大学生个人情况对大学生个人情况对大学生个人情况对大学生到农村到农村到农村到农村就业的影响就业的影响就业的影响就业的影响 
（（（（1））））性别影响性别影响性别影响性别影响 
性别对于大学生到农村就业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男生与女上在生理结构

以及在个人发展都不同，自然在考虑就业选择农村的趋向不同，一般而言对于男

性大学生选择到农村工作的比例更高一些。在此次调查的而过程中选择到农村就

业的男生比例为 31.7%，选择到农村就业的女生比例为 29%，从数据中我们不难

分析出再选择到农村就业的大学生中男性的比例略高一筹。因此也可以说明再就

业趋向的影响因素必须要考虑客观的生理因素，加大对女性大学生到农村就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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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扶持和鼓励机制。 

 

非常愿意 比较愿意 不太愿

意 

非常不愿

意 

没想过 

总计 

男 人数 15 96 155 25 59 350 

 比例 4.3% 27.4% 44.3% 7.1% 16.9% 100.0% 

女 人数 19 157 282 55 93 606 

 比例 3.1% 25.9% 46.5% 9.1% 15.3% 100.0% 

 

（（（（2））））政治面政治面政治面政治面貌与回生源地就业意愿貌与回生源地就业意愿貌与回生源地就业意愿貌与回生源地就业意愿 
在此次调查的过程中，考虑过大学生政治面貌对于其到农村就业的影响因素。

大学生通过大学的教育再思想意识、理性认知能力、客观分析能力都有了很大程

度的提高，尤其是其政治面貌在一定层次上影响着大学生到农村就业的意愿。在

此次调查中中国共产党党员占总调查人数的 8.23%，非常愿意和比较原意选择到

农村就业的比例为 39.9%。同时再调查中共青团员占总人数的 89.17%，其中非常

愿意及比较愿意到农村就业为 30.5%。 
通过此次调查的数据分析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出在政治面貌上中国共产党员或

团员选择到农村就业意愿高一些，因此我们不难看出在思想觉悟以及理性认识的

过程中政治面貌对于大学生到农村就业的意愿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3））））专业专业专业专业 
从专业而言到农村，愿意到农村就业的大学生其专业与农村有着密切的关系。

再调查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再专业偏文科性质的学科比如历史等选择到农村的趋向

性不大，同时在学科上偏技术上的工科选择到农村就业的比率要大一些。对于农

学专业的学生而言，其样本数占总样本数的极小一部分，不具有典型的代表性，

但是任然有 75%的大学生选择到农村就业，就其原因好事因为在农村有着其专业

对口的发展方向和领域。 

专业对意愿的影响专业对意愿的影响专业对意愿的影响专业对意愿的影响¸ 

 

非常愿意 比较愿

意 

不太愿意 非常不愿

意 

没想过 

总计总计总计总计 

哲学 人数 1 4 15 1 5 26 

 比例 3.8% 15.4% 57.7% 3.8% 19.2% 100.0% 

经济学 人数 9 76 126 21 43 275 

 比例 3.3% 27.6% 45.8% 7.6% 15.6% 100.0% 

法学 人数 0 23 35 8 7 73 

 比例 .0% 31.5% 47.9% 11.0% 9.6% 100.0% 

教育学 人数 3 2 6 2 0 13 

 比例 23.1% 15.4% 46.2% 15.4% .0% 100.0% 

文学 人数 5 32 58 10 20 125 

 比例 4.0% 25.6% 46.4% 8.0% 16.0% 100.0% 

历史学 人数 0 0 1 1 0 2 

 比例 .0% .0% 50.0% 50.0% .0% 100.0% 

理学 人数 1 9 22 5 11 48 

 比例 2.1% 18.8% 45.8% 10.4% 22.9% 100.0% 



工学 人数 3 13 25 5 6 52 

 比例 5.8% 25.0% 48.1% 9.6% 11.5% 100.0% 

农学 人数 2 1 1 0 0 4 

 比例 50.0% 25.0% 25.0% .0% .0% 100.0% 

医学 人数 0 0 1 0 1 2 

 比例 .0% .0% 50.0% .0% 50.0% 100.0% 

军事学 人数 0 0 4 0 1 5 

 比例 .0% .0% 80.0% .0% 20.0% 100.0% 

管理学 人数 6 71 120 23 41 261 

 比例 2.3% 27.2% 46.0% 8.8% 15.7% 100.0% 

总计 人数 30 231 414 76 135 886 

 比例 3.4% 26.1% 46.7% 8.6% 15.2% 100.0% 

 

（（（（4））））学历层次学历层次学历层次学历层次 
在调查的过程中对于学历层次这个因素我们也进行了调查。想了解大学生到

到农村就业的比率是否会受到大学生学历的影响。对于学历的考虑，我们涉及到

了五个层次即专科、本科、硕士及博士。在调查的处事时我们想了解大学生的学

历对于大学生到农村就业的影响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呈现出正相关还是反相关

还是是互不影响的关系。具体数据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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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于实际的调查结果分析我们发现在实际的过程中，大学生的学历与到

农村就业的意愿就有一定程度的相关性，再非常原意这一项中不难看出随着学历

的增加原意到农村就业的学次层次是不断增加，说明随着教育水平的不断增加，

大学生的思想水平，理性认识水平都有一个客观的认识，伴随着政府决策向农村

的不断倾斜，在农村就业可能会带来更大程度的发展和机遇。但是在不太原意这

一选项的调查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比例也是随着学历层次的增加而加大的，也就同

时说明并不能完全把到农村的就业意愿和学历层次归结为正相关的关系，也有高

学历层次的大学生随着学历的增加不愿意到农村就业。这就体现了高学历层次再

选择到农村就业的矛盾性。 



从社会学的角度进行分析说明在大学生不短加强整体素质与受教育水平的过

程中，自身的意愿与就业倾向也在不断地发生改变。在帕森斯的对变量模式中有

一对是先赋性与自治性。在当代大学生的眼中，通过后天的努力与加强从而对于

自身的职业期望和就业选择都会具有不同的倾向。 
2 家庭情况与大学生会生源地就业的影响家庭情况与大学生会生源地就业的影响家庭情况与大学生会生源地就业的影响家庭情况与大学生会生源地就业的影响 
在调查的过程中，我们主要考虑了家庭对于大学生到农村就业的影响。在中

国家庭本位的思想根深蒂固，以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提到“从基层看过

去中国社会是具有乡土性”。也就是说中国社会是以“伦理本位”为特征的“乡土

社会”。家庭也是大学生社会资本的基本来源。其实从一定层次上说大学生所具有

的大部分资本，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家庭的影响。家庭对于大学生就业的重要性已

经是有目共睹的，无论是就业地域、就业领域、就业地点方面还是工资待遇、工

作前景等发面都有重大而突出的影响。 
对于此次调查的过程中，总共调查的问卷有 967，其中愿意到农村就业的 290，

占比例 29.98% ，不愿意到农村就业的人有 673，占比例 69.59%。在不考虑到农

村就业的原因中对于父母不再身边这项的选择有 43.7%。从其中看出父母对于大

学生就业的选择是由一定影响的。 
 

 频数 频率 有效比率 积累比率 

非常愿意 34 3.5 3.5 3.5 

比较愿意 256 26.5 26.6 30.1 

          不太愿意 440 45.5 45.7 75.8 

非常不愿意 81 8.4 8.4 84.2 

没想过 152 15.7 15.8 100.0 

缺失 4 0.4   

总计总计总计总计 967 100.0   

 
从社会学的角度言，家庭对于大学生的就业影响是及其深刻的，当今比较流行

的视角有两种，其一为从布劳-邓肯的地位获得模型，它是从职业地位的获得的角

度，具体的分析了先赋地位（以父母的地位为操作尺度）和自致地位(只经过个体

后天努力获得的角色地位)对个人职业地位的获得影响，其二则为从社会资本的角

度去研究，主要侧重于从社会资本导向的不同团体和个人形成的社会网络。 
   在此主要调查家庭对于大学生到农村就业意愿的影响。中国的传统文化强调社

会的优先地位，个人对于家庭、群体利益的服从，这样中国的传统文化的特殊性

决定了家庭的影响力。[2](p35-42)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对于大学生选择到农村就业

不仅仅是个人决策的结果，而是包含着家庭集体决策的结果。 
3 农村地区发展状况农村地区发展状况农村地区发展状况农村地区发展状况 
随着新农村建设的展开，农村的发展速度与质量都不断的增长，不论其在基

础设施建设，经济发展还是整体素质，文化水平上都又了很大的发展于进步。 
在这样的情况下价值国家政策以及各种福利和保障措施的加大，对于大学生是否

更具有吸引力是我们此次调查的中心。 
（（（（1））））农村经济发展状况农村经济发展状况农村经济发展状况农村经济发展状况 
在此次调查的过程中我们了解到在农村的发展状况中，农村的经济发展状况

成为大学生到农村就业会考虑的主要因素。其中占总调查人数的 69.1%的大学生

对于农村的经济发展状况又一定程度的了解，同时也有 17.2%的大学生对于农村



的经济发展状况对其到农村就业有很大程度的影响，48.20%的大学生认为比较有

影响，23.3%的大学生认为一般有影响。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加速经济的发展，加

快农业产业化的不断发展，农村本身的不断进步，是吸引人才的根本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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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农村基础建设农村基础建设农村基础建设农村基础建设  
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国家不断的加大对于农村的基础建设，提高农村的整

体文化水平，为农村的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基础设施，像农村公路的“村村通工

程”以及近期的提高农民的文化生活的“家电下乡”等。这些都说说明国家在不

断的提高农村的整体水平从而促进其发展。在对大学生到农村就业的意愿调查中，

有 71.3%对于农村公共设施建设了解程度较高，同时有多少是会影响他们到农村

就业。具体数据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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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不难看出在加强农村经济发展的同时，要不断发展农村公共设施。这样

不仅仅可以促进农村的城镇化发展也可以，吸引大学生到农村就业从而不断的改

善农村的人力资源的结构。 
（（（（3））））农村福利政策农村福利政策农村福利政策农村福利政策 
农村的福利政策又是对于大学生的到农村就业的又一影响，福利待遇的好坏

成为大学生到农村就业考虑的一项隐形因素。大部分的大学生在考虑了工资待遇

之后才会比较其福利政策于待遇。具体数据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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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就业领域的选择分析就业领域的选择分析就业领域的选择分析就业领域的选择分析 
在此次调查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在到农村就业的过程中，更多的大学生愿意选择

到农村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外资企业等。从这些过程中我们不难看出，对于党

政机关的选择是出于中国“官本位”传统思想的影响，当然这也与党政机关的性

质有关，稳定性比较高，社会福利比较好。当然随着公务员准入机制的改革以及

大学生当“村官”制度的不断完善，择优录取的原则会使很多大学生进入农村基

层组织面临越来越大的困难，从而很多大学生会选择到农村中的事业单位或者企

业单位发展。当然从不利的一面思考大学生到农村只肯从事“村官”或单证机关

的工作则必然对于优化农村人力资源，缓解整体人才流动结构失衡的现象是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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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大学生到大学生到大学生到大学生到农村就业意愿影响因素的分析农村就业意愿影响因素的分析农村就业意愿影响因素的分析农村就业意愿影响因素的分析 
城市就业空间的不断饱和日益加剧了大学生就业的难度。大学毕业生人数以

平均每年 70万人的幅度递增,至 2007年上升为 495万人,大学生“过剩”问题成为

全国劳动力市场上最严峻的社会问题。事实上,我国大学生人数仅占全国总人口的

3%,中国大学入学率在世界的排名仅居第 78 位,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较,我国大学

生不仅不“过剩”,而且还存在着严重的不足。主要是由于大部分农村地区比较落

后,缺乏必要的政策保障,以及传统思维惯的制约,社会、家长和大学生们仍然没有

把广大的农村地区作为就业的领域,因此大学生农村就业呈现出一种结构性缺失。

[3]因此在鼓励大学生 到农村就业的过程中，我们要更加深刻的了解到影响大学

生到农村就业的影响因素，从而从根本上制定政策，改变观念，改变农村人力资

本不协调的现状同时也改变大学生到农村就业的结构性失衡状态。 
1个人情况 
在影响大学生到农村就业意愿的因素中，有一点是个人情况，其涉及到多方面

的内容，比如性别、年龄、专业、大学录取批次、学历知识、自身觉悟、政治面



貌、对农村环境的熟悉和适应能力、个人观念等等。在大学生到农村就业的过程

中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大学生到农村就业的意愿。 
2工资待遇 
大学生到农村就业必然会涉及到关于工资待遇以及福利等等。大学生会对其在

城市就业可以获得的预期工资与福利与到农村的比较，从而做出选择。 
3社会地位 
有句古话叫做“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 。在大学生就业的过程中自然会

选择社会地位较高的一些地方就业。因而社会地位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影响因素，

有些时候大学生宁愿选择在城市就业或待业也不会去农村就业，其思想还受到传

统思想的影响。认为到农村就业的社会地位较低。是否到农村就业意愿中也会受

到社会地位在这一因素的影响。 
4长远发展 
在是否到农村就业的选择过程中，大学生通常会考虑到长远发展的问题。即

在就业的过程中所从实际的职业是否可以让自己的实际能力得到提升和证明。 
6 国家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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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从而我们也可以看出国家

加大对于大学生到农村就业的政策倾斜是非常必要的。 
7 社会偏见 
大多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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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9农村工作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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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农村的工作环境越是优越，就越会

吸引更多的大学生到农村就业。 
 

五五五五、、、、结论结论结论结论与对策与对策与对策与对策 

大学生到农村就业的意愿影响因素有很多，主要有外部环境及大学生本身的

因素。通过对武汉市高校的调查可以了解影响其到农村就业的主要因素是个人情

况、工资待遇、职业前景、农村环境、及国家政策。大学生就是在这些内外因素

的共同作用下做出权衡，并对其成本和收益进行比较。 
在本项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几点建议和政策： 
1 对大学生本身的就业意愿进行理性教育对大学生本身的就业意愿进行理性教育对大学生本身的就业意愿进行理性教育对大学生本身的就业意愿进行理性教育 
在就业形式严峻的情况下，让即将或待业的大学生理性认识就业领域和就业

地方，不仅仅看到城市的就业地域，也让其了解农村的发展前景和现行发展状况。

在尊重大学生就业选择的基础上，加大对大学生就业观念和传统法思想的转变。 
2 优化国家政策优化国家政策优化国家政策优化国家政策，，，，加大对大学生到农村就业的支持力度加大对大学生到农村就业的支持力度加大对大学生到农村就业的支持力度加大对大学生到农村就业的支持力度 
国家为支持、引导大学生到基层工作，采取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如在基层工

作满三年，可以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录用为国家公务员、优先录取研究生、优先选

干提干等等。尤其是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今天，就到农村就业不同于一般意

义上的基层工作，涉及农村政治、经济、科教文卫等领域，任务重，难度大，国



家应该采取有利于大学生就业和农村发展的更加具体、系统、优惠的配套措施和

政策，让大学生们能更由、大胆地在农村的广阔天地中驰骋。[7]在国家政策的鼓

励下，有更多的大学生会选择到农村，优化农村的人力资源结构就业从而推动“新

农村”建设。 
3 加强舆论宣传加强舆论宣传加强舆论宣传加强舆论宣传，，，，改变传统观念改变传统观念改变传统观念改变传统观念 
对于引导大学生到农村工作，社会舆论要给予足够的重视，并且不断的加强

其对于到农村就业的宣传力度。同时对于改革开放以后农村的发展变化给予足够

的宣传与展示，不仅仅改变大学生对于就业的观念，同时也改变传统思想对于农

村落后的偏见。因此这样可以不断的吸引大量的大学生的农村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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