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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年来，我国各城市对新型农业人才争夺日益

激烈，侧面突出了在促进乡村产业振兴和产业结构优

化过程中的农业人才的重要性。新型农业人才的合理

利用会在一定区域范围内促进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并会在该区域充分发挥农业人才集聚所带来的技术进

步、产业创新等效应，将加快科技创新资源和生产要

素资源在产业发展过程中得到高效配置的步伐，进而

实现产业高质量发展。从本质上讲，新型农业人才高

质量培育是通过提升利用各类人才培养的要素资源，

从而提高对人才的培养效率，将人才资源投入乡村建

设，最终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的动态过程，从而实现

乡村振兴。乡村人才作为影响乡村产业发展的重要因

素，能够通过提升人才自身素质促进产业发展。因

此，探讨新型农业人才高质量培育对乡村产业振兴的

关键影响因素，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1　新型农业人才高质量培育的内生动力对乡村产

业振兴的影响

课堂教学在学校人才培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

用和地位，是高校育人的主渠道和主阵地，必然要发

挥好教师主力军的作用[1]。本科高质量人才培育已成

为我国高校面临的重要工作，可从改进教学实验条

件，重视教学团队建设，建设课程资源体系，实现

高质量就业，收获高质量成果三方面提高本科教育质

量[2]。当前，农业高校在人才培养上表现出与市场需

求不匹配、不契合的问题，若要实现乡村产业，就

必须要解决乡村人才质量低、数量少、高校毕业生

下不去、留不住问题[3]。机会成本是影响大学生回乡

就业的关键因素[4]。在人们传统的思想意识里，农业

是一项没有前景的产业，大学生毕业回乡就业的机会

成本要远远大于在城市就业的机会成本[5]。新型农业

人才是指接受过专门教育或培训，具备一定专业知识

或相关农业技能、经营能力，有较高的素质、能力，

并愿意从事农业生产、经营和管理的人员[6]，主要包

括农业科技人员、新型职业农民、涉农专业的本专科

生和研究生[7]。在我国乡村振兴进程中，新型农业人

才的培养目标和培养质量的标准随之提高，新型农业

人才的高质量培育必然要满足乡村产业振兴的内在

需求[8]。新型农业人才是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内生动

力，两者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人才培养水平的高

低直接影响到乡村产业发展的速度与质量。由于我国

城乡发展不平衡以及乡村产业发展环境的特殊性，农

村地区普遍缺乏新型农业人才，这就导致回乡就业机

会成本及预期收入水平成为制约新型农业人才回乡就

业的重要因素。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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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产业振兴具有正向显著影响。

现有研究表明，新型农业人才高质量培育的内

生动力主要包括：新型农业人才培育水平、回乡就业

意愿、回乡就业机会成本和回乡就业预期收入水平，

因此，假设1可以进一步细分为如下四个具体假设。

H1a：新型农业人才培育水平对乡村产业振兴具

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1b：回乡就业意愿对乡村产业振兴具有显著的

正向影响；

H1c：回乡就业机会成本对乡村产业振兴具有显

著的负向影响；

H1d：回乡就业预期收入水平对乡村产业振兴具

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1.2　新型农业人才高质量培育的外部环境对乡村产

业振兴的影响

国家非常重视农业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工作，并

从政策、资金、配套设施上予以保障[9]。高校为乡村

振兴提供人才支撑的作用发挥不够的主要原因是涉农

专业的大部分大学毕业生过度追求在大都市和省会城

市就业，甚至不愿回到县城和乡镇工作[10]。在乡村产

业振兴进程中，培养出懂农业、爱农业、扎根农村的

下一代接班人，已经成为了发展差异化特色乡村的当

务之急。“校农合作”重视不足是高校涉农专业人才

培养的主要瓶颈[11]，而城乡二元结构导致的人力资源

的不均衡发展制约了乡村产业振兴的发展进度[5]。就

业预期是一个人的职业选择动力，它属于个人倾向范

畴，是一个人的内部动力源泉，预期收入水平则是大

学生就业选择最集中的体现[12]。基于上述分析，提出

如下假设。

H2：新型农业人才高质量培育的外部环境对乡

村产业振兴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现有研究表明，新型农业人才高质量培育的外

部环境主要包括：政策支持、乡村资源禀赋、乡村基

础设施建设水平。因此，假设2可以进一步细分为如

下三个具体假设。

H2a：政策支持对乡村产业振兴具有显著的正向

影响；

H2b：乡村资源禀赋对乡村产业振兴具有显著的

正向影响；

H2c：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对乡村产业振兴具

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1.3　理论模型构建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本文从新型农业人才高质

量培育的内生动力和外部环境出发，构建新型农业人

才高质量培育对乡村产业振兴影响的理论模型，如图

1所示。

图1 新型农业人才高质量培育对乡村产业振兴影响的

理论模型

2  研究设计

2.1  变量设定

基于新型农业人才高质量培育对乡村产业振兴

影响的理论模型（图1），本文将因变量设定为乡村

产业振兴质量，定义为：1=农业科技水平；2=特色

产业融合，3=产业链延伸。基于上述理论分析，本文

将新型农业人才的类型界定为产业领军型、科技研发

型、科技管理型、科技服务型、生产经营型、自主创

业型六类，将新型农业人才培育水平的观测变量设定

为产业领军型人才培育质量、科技研发型人才培育质

量、科技管理型人才培育质量、科技服务型人才培育

质量、生产经营型人才培育质量、自主创业型人才培

育质量。变量定义与赋值，如表1所示。

2.2  数据收集

本文选择贵州省属高校的在读大学生作为调查

对象，选取贵州大学、贵州财经大学、贵州师范大学

作为样本单位，通过问卷调查获取第一手资料。为了

尽可能地保证数据的信度和效度，本文采取了问卷法

和访谈法相结合的调查方法，在对涉农专业在读大学

生进行问卷调查的同时重点访谈了部分受访者。本次

问卷调查总计向贵州大学、贵州师范大学、贵州财

经大学3所高校涉农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发放问卷100

份，收回91份，剔除无效问卷9份，所得有效问卷82

份，问卷有效率为82%。

2.3  计量模型构建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当因变量为离散型变量，

3

H2a：政策支持对乡村产业振兴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2b：乡村资源禀赋对乡村产业振兴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2c：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对乡村产业振兴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1.3 理论模型构建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本文从新型农业人才高质量培育的内生动力和外部环境出发，构建新型农

业人才高质量培育对乡村产业振兴影响的理论模型，如图 1所示。

图 3.1新型农业人才高质量培育对乡村产业振兴影响的理论模型

图 1新型农业人才高质量培育对乡村产业振兴影响的理论模型

2 研究设计

2.1 变量设定

基于新型农业人才高质量培育对乡村产业振兴影响的理论模型（图 1），本文将因变量设定为

乡村产业振兴质量，定义为：1=农业科技水平；2=特色产业融合，3=产业链延伸。基于上述理论

分析，本文将新型农业人才的类型界定为产业领军型、科技研发型、科技管理型、科技服务型、生

产经营型、自主创业型六类，将新型农业人才培育水平的观测变量设定为产业领军型人才培育质量、

科技研发型人才培育质量、科技管理型人才培育质量、科技服务型人才培育质量、生产经营型人才

培育质、自主创业型人才培育质量。变量定义与赋值，如表 1所示。

表 1 变量定义与赋值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定义

因
变
量

乡村产业振兴

质量

农业科技水平

特色产业融合

产业链延伸

Y
1=农业科技水平

2=特色产业融合

3=产业链延伸

自
变
量

（内生动力）

新型农业人才

培育水平

产业领军型人才培育质量 X1
涉农专业大专毕业=1；涉农专业本科毕

业且获得学士学位=2；涉农专业硕士研

究生毕业且获得硕士学位=3；涉农专业

博士研究生毕业且获得博士学位=4；涉

农专业博士后出站=5

科技研发型人才培育质量 X2

科技管理型人才培育质量 X3

科技服务型人才培育质量 X4

生产经营型人才培育质量 X5

自主创业型人才培育质量 X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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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类别为三类，且无次序时，可以应用多项分类

logistic模型。研究新型农业人才高质量培育对乡村产

业振兴的影响，属于多元选择问题，因此，本文选用

多项分类logistic模型进行实证研究，构建的初始模型

表达式如下：

在 式 中 ， 表 示 类 别 j与 参 照 类 别 
 

J的自然对数比。xk表示第k个解释变量。α为常数

项，βi为解释变量xi的偏回归系数。

2.4  实证检验

2.4.1  模型估计

基于新型农业人才高质量培育对乡村产业振兴

影响的理论模型（图1），本文选择了12个影响因

素，并且建立了多项无序分类logistic模型。在本模型

中，因变量取值为1，2，3，分别表示“农业科技水

平、特色产业融合、产业链延伸”。本文以“产业链

延伸”为参考对照组，建立两个二元logistic模型：模

型Ⅰ和模型Ⅱ，其中，模型Ⅰ是农业科技水平相对于

产业链延伸，模型Ⅱ是特色产业融合相对于产业链延

伸。本文运用stata15.0软件，代入所有变量，得到模

型Ⅰ和模型Ⅱ，初始模型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

2.4.2  模型修正

由于表中大部分变量都不显著，说明模型拟合

效果不理想，因此，必须对初始模型进行修正。运

用stata15.0软件多次修正初始模型，得到多项分类

logistic修正模型最终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

3  结果与分析

科技服务型人才培育质量对乡村产业振兴质量

具有正向显著影响。从修正模型的参数估计结果可以

看出，在模型Ⅰ中，科技服务型人才培育质量的回归

表1 变量定义与赋值

变量
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
符号

定义

因
变
量

乡村产业
振兴质量

农业科技水平
特色产业融合

产业链延伸
Y

1=农业科技水平
2=特色产业融合
3=产业链延伸

自
变
量

（内生动力）
新型农业人才培

育水平

产业领军型人才培育质量 X1

涉农专业大专毕业=1；涉农专业本科毕业且获得学士学
位=2；涉农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且获得硕士学位=3；涉
农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且获得博士学位=4；涉农专业博
士后出站=5

科技研发型人才培育质量 X2

科技管理型人才培育质量 X3

科技服务型人才培育质量 X4

生产经营型人才培育质量 X5

自主创业型人才培育质量 X6

（内生动力）
调节变量

回乡就业意愿 X7

非常不愿意=1，不愿意=2，看情况=3，愿意=4，非常意
愿=5

回乡就业机会成本 X8 非常小=1，较小=2，一般=3，较大=4，非常大=5

回乡就业预期收入水平 X9

年收入2万元以下=1；年收入2-3万元=2；年收入4-5万元
=3；年收入6-8万元=4；年收入9万元以上=5

外部环境

政策支持力度 X10

乡村产业振兴地方配套政策扶持非常小=1；乡村产业振
兴地方配套政策扶持较小=2；乡村产业振兴地方配套政
策扶持一般=3；乡村产业振兴地方配套政策扶持较大
=4；乡村产业振兴地方配套政策扶持非常大=5

乡村产业发展资源禀赋 X11

乡村耕地可利用资源较丰裕=1；乡村剩余劳动力资源较
丰裕=2；乡村金融资本较丰裕=3；乡村现代农业生产技
术资源较丰裕=4；乡村现代农业生产营销信息资源较丰
裕=5

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水平 X12

乡村基础设施建设非常落后=1；乡村基础设施建设较落
后=2；乡村基础设施建设一般=3；乡村基础设施建设较
先进=4；乡村基础设施建设非常先进=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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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数为0.609，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可能的解释

是，与特色产业融合与产业链延伸相比，提高科技服

务型人才培育质量可以增加乡村产业的科技含量，有

助于加大农业科技推广力度，提高乡村产业服务水

平，促进乡村产业转型升级，进而提升乡村产业振兴

质量。

回乡就业预期收入水平对乡村产业振兴质量具

有正向显著影响。从修正模型的参数估计结果可以看

出，在模型Ⅰ和模型Ⅱ中，回乡就业预期收入水平的

回归系数为0.219和0.252，均通过5%的显著性检验。

可能的解释是，在外部环境不变的情况下，城乡收入

水平的缩小对大学生回乡就业具有较强吸引力，农村

涉农行业收入水平的提高能够吸引更多的农业科技人

才到乡村就业和创业，而乡村人才供给数量的增加在

一定程度上又可以提高乡村产业科技水平，促进乡村

三产融合发展，进而提升乡村产业振兴质量。

政策支持力度对乡村产业振兴质量具有正向显

著影响。从修正模型的参数估计结果可以看出，在模

型Ⅰ和模型Ⅱ中，政策支持力度的回归系数为0.205

和0.233，分别通过了10%和5%的显著性检验。可能

的解释是，政府在乡村产业振兴方面的政策支持力度

越大，就越能够吸引更多农业高科技人才到乡村就业

和创业，而乡村人才供给质量的提升又可以调整农村

产业结构，促进乡村产业转型升级，进而提升乡村产

业振兴质量。

乡村产业发展资源禀赋对乡村产业振兴质量具

有正向显著影响。从修正模型的参数估计结果可以看

出，在模型Ⅱ中，乡村产业发展资源禀赋的回归系数

为0.200，通过了10%的显著性检验。可能的解释是，

近年来，很多大学生之所以选择在城市就业，主要原

因是，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较好。随着城乡融合

的发展，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差距将会逐步缩

表2 多项分类logistic模型参数估计结果

解释变量 变量符号
模型Ⅰ（P1/P3） 模型Ⅱ（P2/P3）

系数 P值 标准差 系数 P值 标准差

产业领军型人才培育质量 X1 -0.375 0.771 1.290 1.387 0.123 0.899

科技研发型人才培育质量 X2 0.780 0.591 1.452 0.710 0.629 1.468

科技管理型人才培育质量 X3 0.971 0.364 1.070 0.027 0.981 1.141

科技服务型人才培育质量 X4 19.345 0.915 182.275 29.792 0.906 251.031

生产经营型人才培育质量 X5 -9.004 0.944 128.871 -15.328 0.000 0.000

自主创业型人才培育质量 X6 -10.981 0.932 129.057 -16.370 0.948 251.032

回乡就业意愿 X7 -0.008 0.941 0.120 0.043 0.707 0.116

回乡就业机会成本 X8 -0.147 0.196 0.114 0.023 0.837 0.112

回乡就业预期收入水平 X9 0.249 0.028 0.113 0.246 0.027 0.111

政策支持力度 X10 0.148 0.092 0.109 0.246 0.020 0.106

乡村产业发展资源禀赋 X11 -0.502 0.668 0.116 0.184 0.124 0.120

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水平 X12 -0.110 0.318 0.110 0.090 00.393 0.105

截距项 αj -2.398 0.053 1.238 -3.490 0.007 1.283

表3 多项分类logistic修正模型参数估计结果

变量名称
变量
符号

模型Ⅰ（农业科技水平/特色产业融合） 模型Ⅱ（产业链延伸/特色产业融合）

系数 p值 标准误 系数 p值 标准误

科技服务型人才培育质量 X4 0.609** 0.035 0.289 0.159 0.596 0.300

回乡就业预期收入水平 X9 0.219** 0.048 0.111 0.252** 0.021 0.109

政策支持力度 X10 0.205* 0.055 0.107 0.233** 0.026 0.104

乡村产业发展资源禀赋 X11 0.050 0.661 0.115 0.200* 0.082 0.115

截距项 — -3.246*** 0.000 0.914 -2.836** 0.002 0.923

likelihood=-323.686 Prob>chi2=0.011

LR chi2（8）=19.960 Pseudo R2=0.030

注：***、**、*分别代表在1%、5%、10%的置信度下通过显著性统计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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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乡村产业发展的资源禀赋条件对农业高科技人才

到乡村就业和创业的吸引力也将随之增加，乡村产业

发展的资源禀赋条件越好，越有利于乡村产业向现代

化、生态化和绿色化方向发展，进而提升乡村产业振

兴质量。

4  结论与建议

4.1  主要研究结论

第一，新型农业人才高质量培育对乡村产业振

兴质量的提升具有正向显著影响。科技服务型人才培

育质量、回乡就业预期收入水平两个变量是影响乡村

产业振兴质量的关键因素，其中，科技服务型人才培

育质量对乡村产业振兴质量的提升影响最大，是乡村

产业振兴的内生动力。第二，政策支持力度和乡村产

业发展资源禀赋是影响乡村产业振兴质量提升的外部

环境条件和主要影响因素。在乡村产业振兴的实践过

程中，需要注重加强政策措施的制定和实施，为乡村

三产融合发展提供更多的政策保障与支持；同时，需

要充分发挥当地的资源禀赋优势，利用好特色产业资

源，提升资源利用效率，从而推动乡村产业转型升

级，促进乡村产业振兴质量提升，进而加快乡村产业

振兴进程。

4.2  对策建议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三条对策建

议。

1）调整涉农高校人才培养方向，提高新型农业

人才培育水平。一是，结合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对农

业人才专业素质的需求，增加涉农产业经济分析和乡

村产业振兴规划等专业必修课程，培养本科生应用专

业理论知识解决乡村产业发展实际问题的应用能力；

二是，引导涉农高校在乡村建立大学生实习实践训练

基地，增强大学生的乡土情结和支持乡村产业振兴的

热情；三是，提高涉农高校本硕论文质量，合理引导

涉农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学位论文选题侧重乡村振兴研

究领域，探寻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路径，提高新型农

业人才培养质量。

2）设立新型农业人才培育专项基金，创新乡村

高层次人才培育机制。一是，增加涉农高校人才培育

经费，改善涉农高校人才培养环境；二是，建立新型

农业人才培育奖励机制，设立新型农业人才专项奖学

金，激励大学生努力学习专业知识和提升专业实践技

能；三是，建立新型农业人才引进机制，吸引涉农专

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到乡村建功立业。

3）挖掘乡村产业发展资源禀赋，改善乡村产业

发展环境，吸引大学生到乡村就业。一是，合理利用

和保护乡村优越的自然资源，大力开发绿色产业，促

进农业绿色发展；二是，引进知名涉农大企业到乡村

投资经营，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提高到乡村就业

大学生的工资福利水平；三是，利用乡村优势资源，

大力发展乡村特色产业，开发新产业和新业态，促进

乡村三次产业融合发展，为大学生到乡村工作创造更

多的就业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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