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天津发展沿海都市型农业需要大量高等农业人才

2006年，天津市提出新农村建设以沿海都市型农

业为方向，争取在全国率先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要

建设沿海都市型农业，必然需要大量沿海都市型现代

农业人才，而对传统农业人才的需求将大量减少。天

津沿海都市型现代农业需要的人才，主要有三大类型：

经济功能类人才、生态功能类人才和服务功能类人

才。具体来说，包括懂科技、会经营、善管理的涉农企

业家与经营管理人才；既懂农业技术，又懂农畜产品加

工专业的涉农产品深加工的农业技能型人才；既懂农

业技术，又有实践经验的农业推广人才；林业、园林花

卉业人才；绿色食品标准化检验检测人才；农业生态和

环境保护人才；农业生物技术人才；涉农物流人才(包

括涉农外贸)；涉农信息技术人才；农畜产品标准化检

验检测、监督、认证等人才。只有得到大量上述三类人

才的支撑，天津沿海都市型现代农业才能得到稳步发

展[1]。

而当前天津的农村人力资源状况与沿海都市型现

代农业的需求相距甚远：天津市每万名农业人口中，只

有农业科技人员 23人，高级职称比例、硕士及以上学

历人员比例远远低于其他行业。而发达国家平均每万

名农业劳动人口中，具有大学学历以上的农业技术人

员就有40名，差距很大。另一方面是农业劳动者文化

素质不高，以初中学历为主（占 60% )，农村劳动力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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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ianjin is now developing in the mode of urbanized agriculture of the coastal area in the process of
building new socialist countryside. During this time there is surely a great need of high qualified agricultural
workers and experts. But in fact the graduates of agricultural colleges take an indifferent attitude towards
agriculture and countryside, which has become an urgent problem to solve. This essay just focuses on analyzing
the employment system of how to direct the graduates of agricultural colleges in Tianjin to work in the
countrys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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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受教育年限仅为9.02年，低于北京（10.06年)和上海

（9.57年)的水平[2]。

上述情况说明，天津沿海都市型现代农业的人才

严重不足。在这种状况下，要坚定不移地走“科教兴

农，人才强农”之路。天津农业高校要以“立足地方、面

向社会、按需办学、服务‘三农’”为宗旨，抓住机遇，培

养和造就高素质的农业人才，为天津沿海都市型农业

提供人才保障、智力支持与科技支撑。

2 天津农业高校毕业生通向农村的制约因素

高等农业院校是培养和造就农业科技人才的摇

篮，服务农业、农村、农民是其根本的办学宗旨，为基层

输送人才是其神圣的职责。而农业院校的毕业生本应

该到基层就业，服务于农业和农村的建设。特别是天

津在沿海都市型农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

出现人才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更需要大量高等农业人

才为其服务。但现实却恰恰相反。

以天津农学院 2003—2006 届本科毕业生为例，

2003—2006届本科毕业生在地区流向上，主要分布在

天津，2003—2006 年分别占毕业生总数的 82.43%，

63.18%，67.18%和63.47%[3]，比重很大。而且毕业生就

业单位性质基本都是企业（包括国企和其他企业）和机

关事业单位，而深入到农村、服务于农业的毕业生寥寥

无几。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2.1 就业观念落后

长期以来，“学而优则仕”一直是中国学子求学的

目标，大部分人认为大学生就应该进机关事业单位或

是进大企业就业，而对农业仍然保有轻视的思想，认为

学农低人一等，干农业没前途。一方面是大部分大学

生不愿意去农村就业，认为农村的条件太艰苦，又没有

什么发展潜力；另一方面是学生家长也不希望自己的

子女从事农业，而总是希望子女能找到一份体面而又

稳定的工作。他们甚至认为，大学生回农村就业等于

大学白读了。在高校毕业生增长迅猛、社会有效需求

增长有限、供求矛盾突出的情况下，他们的就业观念依

然沉浸在精英教育时代，把就业目标锁定在大中城市，

而对广大的农村采取漠视态度。

2.2 农业、农村的发展滞后

中国是传统的农业大国，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

有着不可动摇的基础地位，历来都受到党和国家的高

度重视。但中国农业基础差，底子薄，基本还处于手工

操作阶段，机械化程度低，农业劳动生产率低，农业的

市场化、集约化、产业化的水平也比较低，农业龙头企

业少，广大农村相对于城市普遍贫穷落后。天津的农

业和农村发展的情况也基本如此。虽然天津市近年来

一直大力发展沿海都市型农业，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

已得到很大改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步伐也在加

快，但同国内其他沿海发达地区相比，天津的农业和农

村发展水平还存在明显差距。在这种状况下，如果大

学生选择到农村就业，就意味着他们必须面对农村艰

苦的条件、较低的工资和待遇。这成为天津农业高校

毕业生不愿到农村就业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2.3 人事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制约

中国在长期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城乡二元结

构，广大农村在户籍、保险、医疗、养老等人事制度和社

会保障制度方面均和城市有着明显的差距。虽然近几

年国家在大力完善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但整体来看，

还是与社会的发展存在一定程度的脱节。这样就使高

校毕业生到农村基层就业时面临许多现实问题，诸如

户籍、职称晋升、社会保障等。这些也成为制约高校毕

业生到农村就业的重要原因。

3 天津农业高校毕业生通向农村的机制的构建

天津沿海都市型农业的发展急需大量高等农业人

才，而高等农业人才却对农业和农村采取漠视态度。

因此，如何引导天津农业高校毕业生直接通向农村，真

正为天津沿海都市型农业的发展以及天津社会主义新

农村建设进行服务，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3.1 建立积极的宣传导向机制，引导天津农业高校毕

业生树立面向农村、服务农村的就业观

天津农业高校要加强对学生的就业指导和思想教

育，而且要让就业指导工作走专业化和系统化的道路，

贯穿整个大学教育活动中。在一年级，主要是通过入

学教育等活动培养学生学农、知农、爱农的专业意识；

在二、三年级，可以结合农科院校的专业特点开展丰富

多彩的活动，例如利用假期组织社会实践小分队，赴农

村进行助农活动，宣传农业科技知识，帮助和引导农民

科技兴村。这些活动，会对农业高校大学生树立正确

的人生观以及面向农村、服务农村的就业观起到潜移

默化的作用；到四年级的时候，主要是帮助学生认清当

前的就业形势，激发他们参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

热情。要让学生清楚：伴随中国高校的不断扩招，城市

的就业形势很严峻，尤其像天津这样的直辖市就业压

力更大。而天津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正朝

着沿海都市型农业的方向发展，广大农村需要大量高

等人才，特别是需要大量农科类人才。广大农科类毕

业生到天津的农村就业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干、挖掘

自己的潜力，打拼出一片属于自己的事业天地，同时，

也为天津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

量。这是一个把实现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相结合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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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选择。通过这样的宣传教育，逐步引导学生树立面

向农村、服务农村的就业观[4]。

3.2 建立健全社会保障机制

要鼓励大学生到农村就业，必须建立健全社会保

障机制，把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纳入到面向农村就

业的大学生中，包括生活保障、医疗保障以及养老保险

等方面，这样才能解除学生的后顾之忧，调动学生到农

村就业的积极性。例如，天津市为鼓励大学生到农村

就任“村官”制定了多项保障政策：对正式任职的大学

生“村官”们，第一年按每人每月 2000元标准发放工

作、生活补贴，第二年按每人每月 2200元标准发放工

作、生活补贴，并按照国家的有关政策，为其缴纳养老、

医疗、工伤、失业、生育等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在

这种条件下，2008年天津市大学生村官报名开始后，

响应空前，来自全国180多所大学的2000名大学生前

来报名，最后录用了 122人，竞争非常激烈。可见，只

要不断建立健全社会保障机制，实施优惠政策，吸引越

来越多的大学生自愿到农村就业是完全可行的。

3.3 建立和完善政府的激励机制

鼓励农业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就业，除了有健全的

社会保障机制外，还需要政府采取优惠政策进行扶持，

逐步建立和完善政府的激励机制。例如，对于到农村

就业的毕业生，可以考虑减免助学贷款、发放安置费、

在公务员及研究生的招考中择优录用等。对于到农村

创业的毕业生，在资本注册、税收等方面可给予一定的

便利和优惠。这些优惠政策可以极大的调动大学生特

别是农科类大学生到农村就业的积极性。

3.4 加快完善政府关于大学生到农村就业的制度与机

制

现在，从中央到地方，出台了不少引导和鼓励高校

毕业生到农村、到基层就业的政策措施，如中共中央办

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2005年印发的《关于引导和鼓励

高校毕业生面向基层就业的意见》，提出要争取用3到

5年时间基本实现全国每个村、每个社区至少有1名高

校毕业生的目标；国家人事部2006年颁布了第16号文

件《关于组织开展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基层从事支教、支

农、支医和扶贫工作的通知》，其目的在于为高校毕业

生向基层单位落实就业问题提供具体的指导和保障。

天津也按照中央的指示，实施了“三支一扶”和大学生

村官的政策，但这只是个别的政策措施。要使广大农

业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就业成为普遍和长期的行为，政

府必须尽快建立健全相关的制度与机制，努力打造良

好的制度平台。这是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3.5 拓宽人才选用渠道，建立科学灵活的人才选用机

制

比如，可以采取定向招生制度。天津农业高校可

以从天津的农村定向招收一部分学生，要求他们毕业

后回到自己的家乡就业，这样既能为天津沿海都市型

农业的发展提供更多的实用型人才，又能缓解一部分

就业压力[5]。

3.6 天津农业高校要建立和完善改革与创新机制

通过建立上述的一系列机制，解决的是天津农业

高校毕业生能不能到农村就业的问题。而大学生去农

村后，在农村就业岗位上能不能长期、持续的发挥作

用，关键是天津农业高校培养出来的人才是否适应天

津沿海都市型农业发展和天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

需求。所以，天津农业高校必须处理好人才培养与天

津沿海都市型农业发展及天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对

人才需求的关系，努力为天津沿海都市型农业发展和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打造适用型、复合型人才。这就

要求天津农业高校必须全面调研天津农业和农村发展

对人才需求的状况，根据这种需求状况调整专业结构，

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提高人才培养与天津沿海都市型

农业需求之间的契合度，提升为天津社会主义新农村

建设服务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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