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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十四五期间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关键时期。在此期间，农业高校肩负着人才培养

与输送，科技创新与服务的巨大挑战。近五年，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针对研究生培养类型及培养模式进

行了改革。本文通过不同类型研究生的就业情况分析了研究生的培养质量，结合乡村振兴战略剖析目前

研究生培养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对策，不断优化人才培养模式，助力乡村经济振兴，为推进城乡一体化发

展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人才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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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eriod of 14th Five-Year is a crucial moment for consolidating the achievements in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pushing forward the rural vitalization in an all-round way. During this period, agri-
cultural universities take on enormous challenges of talent cultivation and delivery as well as scien-
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service. In recent five years, Heilongjiang Bayi Agriculture 
University has reformed the training types and modes of graduate student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training qualities of graduate students and achievements through the employments of differ-
ent types of them. Combined with the strategy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 paper analyzes the prob-
lems of training graduate students and solutions, optimizing the modes of talent cultivation con-
stantly, helping the rural vitalization in economy, and providing guarantee for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and building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in all re-
sp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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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改革开放 40 多年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突飞猛进发展，使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需求也发生

了重大改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已经成为我国社会当前的

主要矛盾，而我国乡村发展相对滞后、乡村与城市差距拉大、三农薄弱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最重要

表现[1]。在中共十九大上，习近平总书记针对三农问题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这一战略是加快

推动我国由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迈进的重大战略举措，是党中央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新战略、新部署、新

要求。所以，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涉农高校担负着人才培养和科技服务的重要历史使命[2] [3]。
培养即懂农又爱农的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更是涉农高校研究生培养的主要任务。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

下，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以分类培养模式改革、统筹构建质量保障体系为着力点，不断完善研究生教育

管理体制和机制，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为黑龙江省农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 

2. 研究生就业情况分析 

2.1. 不同类型研究生就业率分析 

2016 年~2020 年农学院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毕业 89 人，其中 5 人升学攻读博士学位，78 人就业，

升学率与就业率之和为 93% (图 1)。学术型研究生毕业 127 人，其中升学攻读博士学位 24 人，就业 94
人，升学率与就业率之和为 93% (图 1~2)。2016 年~2020 年农学院非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共计毕业 94
人，博士研究生毕业了 16 人，就业率为 100%。 

总体来看，农学院研究生的就业率在 93%~100%之间。与其他农业院校研究生的就业率相比没有大的差

异。说明研究生的培养质量能够满足社会的需求。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升学率较低仅为 5%，绝大多数专

业学位研究生毕业后选择就业。学术型研究生升学攻读博士学位比率为 19%，从事更加深入的科学研究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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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Enrollment and employment rate of professional degree postgraduates 
图 1. 专业学位研究生升学及就业率 

 

 
Figure 2. Enrollment and employment rate of academic postgraduate 
图 2. 学术型研究生升学及就业率 

2.2. 就业地域分布及就业单位性质 

农学院非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省内就业人数 91 人，占比 96.8%。农业领域就业人数达 85 人，占

总人数的 90.4%。就业单位多为企业，占比 78.7% (农场划为企业单位)，其中农场就业人数高达 64 人，

占总人数 68.1%。事业单位为 10.6%，科研院所和机关均为 5.3% (图 3)。在事业单位、机关就业的学生集

中在县市或乡镇农业生产、管理和服务部门工作。所以导致农业领域就业比率高达 90.4%。以上分析结

果说明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为农场以及基层农技人员的培养和提高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和学术型研究生省内就业率分别为 56.4%和 51.1%,他们大部分分布在黑龙江

省各个县城的农业技术部门、农场或者从事农资销售工作。而博士研究生省内就业率则高达 75.0%，大

部分在农业高校或农业科研院所。全日制专业学位中的学生在一级城市就业率稍高为 12.8%，主要从城

市绿化或园艺生产方面的工作。博士研究生在西部就业比例最高达 18.8% (图 4)，主要从事教育和科学研

究工作。可见，学校所在地对学生就业地域影响很大，农学院近五年毕业的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就

业单位大部分集中在省内，一级城市就业比例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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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Employment of part-time professional degree postgraduates 
图 3. 非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就业情况 

 

 
注：农业相关领域：包括农业生产，农业科研，农资销售，农产品加工、农技培训，农

业服务，城市绿化等。 

Figure 4. Employment of fulltime master and doctoral students 
图 4. 全日制硕士与博士研究生就业情况 

 
博士研究生农业领域就业比率最高 87.5%，硕士研究生比例在 57.4%~74.4%之间，体现了农业院校

自身的培养目标和特点。硕士研究生在企业就业比例为60.3%和 37.5%，在农场或基层就业率分别为20.5%
和 33.0%，而博士企业就业率为 0，农场或基层就业率为 6.3%。即硕士研究生服务基层的比率高于博士

研究生，但是普遍高于其他农业高校研究生基层就业低于 1%的比例[4]。而博士研究生在高校和科研院

所就业比例达 100.0%。可见，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在就业单位性质方面表现出较大差异，即博士研

究生主要在农业高校和农业科研院所就业，硕士主要集中在企业和基层的机关事业单位就业，说明研究

生的培养符合国家关于研究生分类别、分层次的培养要求。 

3. 研究生培养对黑龙江乡村振兴的贡献 

就业是人才培养质量的外在表现之一，从研究生的就业率分析，近五年不同类别研究生的就业率在

93%~100%之间，我们培养的学生都能够找到适宜的工作，满足社会的需要，说明研究生的培养质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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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的。从研究生就业地域和单位性质分析，研究生大部分留在本省就业，而且本省工作的研究生大部

分在农场和基层就业，从事农业生产、科研、服务或管理等工作，在农场和基层的就业率硕士生高于 20.5%，

博士生达到 6.3%，远远高于其他农林院校，体现了我校研究生能够克服基层艰苦的工作条件，传承了北

大荒精神。尤其是非全日制专业硕士，来自农场的占比高于 68%。可见针对黑龙江省乡村区域经济的发

展、针对现代化大农业的发展，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培养和输送了大量的人才，为黑龙江农业的发展做

出了巨大的贡献。我们还需要继续发扬和打造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垦区黄埔”人才培养品牌，提高学

校的社会影响力，助力强农、兴农，助力乡村经济振兴，为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四化同步”和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提供人才保障。 

4. 存在的问题及措施 

4.1 影响研究生就业去向的主要因素 

首先，脱离农村、脱离农业思想根深蒂固，跳“农门”的思想影响学生就业去向。农村基层工作条

件差，工资水平低，田间农业生产和田间科研任务辛苦，严重影响学生升学和就业导向。农业是土里土

气的专业，大部分学生嫌弃该专业，大多数考入农业大学的学生是非自愿的，缺少对农业发自内心的爱，

例如大部分研究生毕业后选择考取公务员，或转行选择非农业岗位就业。近几年仲恺农业工程学院研究

生就业单位涉农比例增高，但是到地方基层工作的研究生数量不多[5]，其他农业院校也表现同样特点。

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近几年农学类硕士研究生在农场或基层的就业率高于 20%，而博士研究生则仅为

6.3%，相对较低。需要逐步更新毕业生就业观念。 
其次，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影响毕业生就业去向。由于区域发展不均衡，生源输入和毕业生输出也存

在不均衡现象，导致学生就业流向差距加大。农林高校毕业群体“一江春水向东流”趋势严重，东部地区

吸引了大量优秀毕业生到该地区就业，2017~2019 年 6 所农林高校毕业生东部就业率平均为 45.79%，而东

北地区就业的毕业生人数和比例不断下降，由 2017 年的 17.03%下降到 2019 年的 14.60% [6]，说明东北地

区对毕业生的拉力严重不足。同时高校所在区域不同，毕业生学校属地就业率也存在明显差异。例如

2017~2019 年，东部地区的浙江农林大学和福建农林大学为属地就业率为 79.10%，71.06%，东北地区的东

北农业大学和吉林农业大学属地就业率分别 42.92%和 40.00%。近五年，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农学院毕业

的硕士研究生本省就业比率 50%左右，而是博士研究生省内就业率达 75%，高于东北其他农业高校。 

4.2. 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针对研究生就业情况采取的主要措施 

为了更进一步保留人才，减少人才流失，提高和创新农业科技社会化服务模式，针对研究生教育的

改革一直在路上。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针对不同类别研究生的培养情况，修订培养方案，加快课程改革

进度，探索不同层次研究生培养改革模式。 
第一，为适应新形式、新战略的需要，近几年学校要求各个学科在学科带头人的带领下对培养方案

各个培养环节进行修订。学校加快了学术型研究生核心课、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案例库的建设和改革项

目进程。通过课程改革提高学生的理论深度、技能高度，更重要是通过课程思政改革，培养学生的家国

情怀，三农情怀，让学生感知农业发展的重要性和自身的历史使命，使学生能够真正的热爱农业、深入

基层、走进田野、服务农业，实现农业高校人才培养目标。 
第二，继续发扬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北大荒人才摇篮的作用，继续加强与农场的交流合作，鼓励导

师和学生长期深入农场，以农场为科研和服务根据地，让学生在农业生产实践中发现问题，找方法、找

技术解决生产问题，为现代化农场的大农业发展提供技术创新、服务创新和产业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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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针对不同类别研究生改革培养方式，使其各司其职，各尽所能，发挥自身优势。首先，针对

学术型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主要培养农业高精尖人才。根据学生的兴趣和特长，与国内外其他高校及

科研院所联合培养，鼓励学生走出去，利用最好的平台，学习最好的技术，锻炼超常的本领，解决农业

产业发展的技术难题、瓶颈问题，为国家和世界粮食生产和安全问题做出贡献。其次，针对专业学位研

究生，主要培养高层次职业技能人才。借鉴其他农林高校“科技小院”培养模式，助推产学研结合，创

新农业技术推广模式、科技服务模式，促进人才培养和突破技术推广最后一公里瓶颈[7] [8] [9] [10]。通

过调查了解黑龙江乡村发展需求、问题需求及技术需求，结合学生的就业导向、发展需求，让学生走下

去，走进农场、乡村或是农户家里，实现导师与乡村企业联合培养学生。让学生亲自感受农业、农村、

农民的知识需求、技术需求、人才需求，做到有意识、有目的地解决问题，锻炼和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真正地服务农业生产。让中国特色的科技小院在黑龙江遍地开花、结果，振兴乡村经济。 
第四，充分发挥实习实践基地第二导师或技术人员的技术引导、创新创业引导作用，结合政府部门

积极搭建干事创业平台，充分展现黑龙江农业发展的地域优势和产业优势，吸引和留住高学历农业人才

在黑龙江就业，到乡村振兴第一线扎根基层，为黑龙江农业产业全面振兴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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