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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势下农业院校大学生就业创业分析

王 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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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能真正实现对毕业生就业创业渠道的进一步拓宽，需要积极结合高等教育现代化发展路径，参与农村

整体振兴，并逐渐将自身专业建设与社会需要契合度、师资和教学资源的保障度，以及人才培养具体成效以及培养目

标的达成率提高，尽力寻找出专业产业链就业、建设指导、实用型教师培训，以及人文精神指导，“四轮驱动”大学

生就业创业路径。本文便针对新形势下农业院校大学生就业创业展开一系列探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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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十二五”期间，我国教育部针对大学生就业创业方

面的问题，提出了在全国实施大学生创新创业计划的指

导意见。新形势下，为能尽快将农业院校内各个大学生

自身创业就业意识与创业意愿提升，加强大学生创业就

业整体成效，就需要学校与教师加强相关管理，为学生

提供未来发展训练计划，以此真正实现高校高质量、高

水平人才培养，帮助学生创业能力的提升，并推动农业

大学学生自身综合素质的全方位提升。

1 新形势下农业院校大学生就业创业中面临的各项

问题 *

面对创新型国家的建设目标，国内各个院校内大学

生就业创业意识的培养是其发展过程中的重中之重。现

阶段，国内陆续出台了能够为各院校学生就业创业带来

帮助的相关政策，并为进一步提升学生自身实践能力水

平，为其提供了极为丰富、广阔的平台。作为我国各高

等教育改革优化进程中的重要部分，学生就业创业相关

工作的开展也逐渐成为了受益范围最为广泛的项目，直

接向所有大学生创业创新工程，它旨在根据学生的专业

特点和学校的创新创业活动，促进高校教学变革，为我

国提供更多符合社会需求的高素质、高层次人才。但在

这一阶段，尽管政府针对各院校学生的就业创业计划下

发了一系列有效政策，并为其提供了极大支持，部分院

校也在开展学生就业创业相关工作时赢得了不少优异成

果，但我国农业院校的大学生在就业创业中仍存在一些

不容忽视的问题[1]。

缺少良好就业创业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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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阶段，国内大多数农业领域相关的院校，在引

导、教育学生自身创业意识方面仍然存在较多不足，有

部分院校内甚至不具备针对学生创业就业意识培养的工

作。而对于农业院校学生自身来说，几乎不会有学生会

对农村就业、创业相关问题进行思考。几乎所有的院校

学生以及学生家长，都希望学生在顺利毕业后可以拥有

符合自己预期的体面工作。可以说，我国农业院校内就

业创业意识的缺乏，同时也是创业精神缺失的重要因素

之一。

学生创业准备不足

大学生创业，也可以称之为发现机遇、抓住机遇的

阶段。然而，要想真正实现这一阶段，需要学生自己独

立完成极为繁琐、困难的创业准备工作。作为一个十

分年轻的创业者，学生自身还需要背负着来自学习方面

的压力，要求学生在这种情况下花时间、精力去做好准

备进行创业，无疑是给学生设下了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

务。同时，最主要的是，有大部分学生在毕业后并不知

道自己应该要从事什么行业，在创业时也不知道自己真

正需要的是什么[2]。

学校内缺少创业教育

与西方国家部分院校内相对完善、有效的创业教育

体系相比，我国农业院校内开展的创业教育整体水平相

对落后。大学院校内开展的一系列培养工作对于雇主

型人才仍然比较重视，在国外比较受到推崇的创业教育

形式，是在院校内开展创业相关的教育课程。通过这些

课程，大学生可以逐渐培养和提高自己的创业能力。同

时，许多非政府组织，如创业协会和基金会，也会在大

学内提供创业相关的奖学金。

农业创业存在较多限制

即使是已经开始创业的大学生或毕业生，也不敢选

择农村作为自己创业的起点。除了一些人对农村的片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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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和误解外，更多的是农村基础设施的不完善和缺

乏。虽然与城市创业相比，农村创业的启动成本要低得

多，但交通的不便和信息的闭塞，让很多创业者有了走

下去的希望。在农村地区，大学生部分创业的优势可能

会消失，比如通过互联网获取信息资源。鉴于这些原

因，许多大学生对在农村就业创业是通常缺少了最为基

础，同时也是最为重要的信心，尽管这种限制是可以克

服的[3]。

缺少创业勇气

农业院校内的学生们进入社会的时间较短，缺少社

会生存经验，相比有长期社会和工作经验的成年人，学

生在风险承担意识以及承担能力方面存在较多不足。也

会有部分学生将创业风险想象得太严重，甚至会出现不

敢开展创业活动的问题。同时，还有部分大学生对于创

业风险的概念缺少清晰认知，对创业风险包括什么，哪

些是可以预见的，什么是不能预见的，对如何规避创业

风险方面几乎一无所知。

2 农业院校学生就业创业的几点优势

首先，我国现有农业科学知识和农业院校内所学的

专业知识之间有着较多关联。农业院校的农业科学研究

是全方位的。其次，农业院校和农业企业以及各地农

村之间存在十分紧密的关联。农科大学生接触农村和农

业企业的机会更多。国内大多数农业院校也专门为具有

就业创业意向的学生提供了前去农业企业以及农村进行

实践学习、培训的机会。最后，国内大多数农业院校内

的学生，有近半数来自农村。尽管近年些以来农业院校

内城市学生的基数有所上升，但农村学生数量仍占大多

数。相比城市学生，农村内学生在对农村社会环境以及

资源方面有着更为清晰、深入的理解，在就业创业方面

也更为高效。

3 加强、促进农业院校大学生就业创业的意义

实现农业院校高质量人才培养

通过大学生创业就业培训相关教育项目的落实，大

学生为农业、农村和农民服务的意识能够得到进一步的

提升，对中国农业现状也逐渐有了基础的认知，并且对

农业具体发展路径也有了一定了解。同时，他们还利用

双手与头脑帮助农民有效解决了在农业上遇到的各种问

题，并有效地将他们在课堂上学到的知识应用到生产过

程中。通过与科技专家以及各企业的合作沟通，大学生

的实践能力得到了明显的提高，意志得到了磨练，商业

思维得到了加强，就业前景得到了拓宽[4]。

有效缓解农业院校学生就业压力

就业率的提升始终是困扰农业院校的重要因素之

一。为能尽快提高大学生在就业市场的综合竞争力，农

业院校内便可以积极开展关于学生创业培训的工作，为

学生未来职业规划与职业发展带来一定帮助。学生创业

教育工作的开展，为学生提供了更多与各类社会机构接

触的机会，它为二者之间的相互理解搭建了桥梁。

4 新形势下促进、加强农业院校大学生就业创业的

对策

落实“模拟企业管理”模式

在现代企业管理理念的指导下，农业院校可以建立一

个帮助农民的服务中心。该服务中心主要由农业大学内会

计学院、动物科学技术学院和农业学院的学生组成。

首先是“企业、农民、科技专家”的模式。此模式

下，由学生组成的创业公司与教师或科技专家等需要共

同提供科技成果和技术，农民提供场地。通过契约关

系，它逐渐形成了一个集生产、学习、研究、加工和销

售为一体的经济实体。

二是“示范基地、企业、农户”的模式。学校率先组

织创业公司建立基于自身技术的科技示范基地，然后将其

推广到企业。围绕某一产品进行营销，形成示范基地关联

学生企业，以及学生企业关联农户的一套相对完整的商业

模式。不管应用何种模式，农业援助服务中心都以指导农

场和农民生产为主，其主要目的是为院校学生提供实地

实践的机会，为农村农民提供金融、农学、畜牧等多方

面的专业支持，有效帮助农民、农场将实际农业生产中

面临的问题解决，真正从各种意义上实现共赢。

加强学生创业能力

一般来说，学生自身创业能力可以内统称为技术能

力、创业能力，以及管理能力。这其中，学生的技术能力

具体由口头表达、写作、沟通、人际交往等多方面能力组

成。学生创业能力具体有：创新、承担风险、变革导向

等。管理能力有规划、目标制定、营销、决策、财务能力

等。在新形势下，农业院校能够为学生们提供更多的创业

帮助，院校可以以这几方面的实际要求为基础，为创业学

生成设选修课程与基础课程，为具备创业意愿的学生提供

帮助，使学生能够通过对课程的学习来实现自身创业能力

水平提升。同时，农业院校也可以为需要创业帮助的学

生提供引荐，让其能够前去农业相关领域的企业进行实

践，以便完成对自身各项技能的巩固[5]。

树立学生良好创业观念

大学生自身应当具备坚持不懈、勇敢拼搏的良好创

业精神，以及坚定创业信念，永不忘记自己的创业梦

想，以创业梦想带动自身创业行动，为实现创业梦想而

不懈努力。只有在创业过程中始终保持乐观、积极的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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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才可以赢得更多成就。自身不具梦想的人自然缺乏创

业动力，缺乏自发性和热情，同时也限制了自己的进步空

间。只有学生具备坚定的梦想，才能确保自己所做的一切

都有目标，并持续强化这一目标，以便其能够为创业道路

上的艰难困苦做好充分的准备，这是每个企业家最基本的

素质。大学生在创业过程中会遇到一些问题，可能会有放

弃创业的想法。此时此刻，院校就应当让学生们体会生

活，体验课堂，使其能够真正感受到创业的意义，做到

不放弃，努力解决自己在创业中遇到的各种问题。正确

的项目取决于反复试验。越早开始尝试项目，犯错误速

度越快，解决错误的经验也积攒得更快。只有通过多次

项目尝试，才有更大的机会找到合适的项目，这可以提

高学生创业的成功率。此外，针对学生不敢创业、创业

犹豫不决的问题，农业院校可以为学生们讲解我国现有

新兴农业技术，使学生对其中蕴含的价值意义有着一定

的了解，以此指引学生开展农业创业。

结束语

综上所述，现阶段，农业院校大学生创业就业已成

为世界各国解决农业经济、农村发展和社会就业问题的

重要途径。目前，农业高校需要进一步丰富大学生对

新农村的认识，提高学生用自己具备的知识解决现实生

活问题的能力水平，而且，还应使学生树立良好创业观

念，农业院校内可以落实“模拟企业管理”模式，利用

多种手段加强学生创业能力水平。最终以此促进我国农

业领域的进一步发展。

参考文献：

[1]余友情 宋天华 新形势下大学生就业创业指导服

务策略探究——评《高校大学生就业与创业指导研究》

中国教育学刊

[2]王朝 崔强 姜立民,等 新形势下农业院校大学生就

业创业研究 南方农机

[3]孙小伟 农业院校大学生创新创业综合指导——评

《创新农业在路上》 植物学报

[4]张卫中 白晓荣 少数民族学生就业创业服务体系

构建研究——以内蒙古农业大学为例 内蒙古农业大学

学报：社会科学版

[5]李卫祥 靳海波 杨育智 山西农业大学 :全面

提升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水平 山西教育：管理版

2020(5):2-2.

[6]梁秀文,付宁花.“一带一路”背景下农业高职院校

海外办学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J].北京农业职业学院学

报.2022(01):77-83.

[7]李明达,张红萍,赵丽丽,郑红.乡村振兴战略背景

下农业高职院校新型“三农”人才培养探析[J].甘肃农

业.2022(02):13-16.

[8]王明珠.新时代农业高职院校劳动教育课程建设与

实施研究[J].湖北开放职业学院学报.2022(10):55-57.

[9]普仲凯,吴杏红.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创具有特色

的高水平农业高职院校[J].云南农业.2022(07):6-7+97.

[10]焦翔,仇恒佳.“双高计划”视域下农业高职院校

教学质量评价体系创新研究 职业

[11]吴元华,游少萍.基于就业创业能力的大学生课余

时间管理研究——以福建省某高校为例[J].淮南职业技术

学院学报

[12]郭双凤.高质量就业背景下的大学生就业创业能力

提升路径探讨[J].商业文化

[13]李倩.新时期大学生就业创业能力提升策略[J].人

才资源开发

[14]程晓艳.基于职业生涯规划提高大学生就业创业能

力的策略探析[J].就业与保障

[15]刘帆.新时期大学生就业创业能力提升策略 投

资与创业

[16]孙初锋,王彦斌,苏琼,杨俊.以职业素养为导向提升

化工专业学生就业创业能力研究[J].山东化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