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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地区大学生村官留村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甘肃省 183 份问卷调查 

崔 玲，张艳荣 

(甘肃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摘 要：根据甘肃省 183名大学生村官的调查数据，采用交叉表和 Logistic模型，分析西部地区大学生村官留村

或离村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有服务农村动机的村官更愿意留在农村；工资水平对留村意愿有正向的影响，工

资水平越高的村官越容易留在农村；与难以适应工作或感到工作无聊的村官相比，工作状态良好的村官更愿意留

在农村；村干部态度对村官的去留总体上影响较弱；政策的落实情况对留村意愿有较强的影响力，政策落实更好

的地方村官留任的可能性更大；农村经济状况不是影响村官去留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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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 and influence factors of university student village officials’ working in country 
in the western region:Based on 183 questionnaires in Gansu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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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questionnaires to183 students village official in Gansu province, using cross table and Logistic 
model,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university student village officals’ willingness of working in village in 
the western regio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ose who had the motivation to serve rural were more willing to stay in the 
country, and higher wage had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willingness, and the students village officials who were adjust to 
the country working environment were more willing to remain in country, and the policies implementation had stronger 
influence, while the village cadres’ attitude and the rural economy condition were not the main factors affecting village 
officials’ st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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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选聘优秀的高校毕业生到农村任职，是国家为

解决“三农”问题所做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大学

生村官到农村基层工作以后，充分利用自己的所学

和特长，积极为建设农村、服务农民、发展农业作

出贡献，同时自身也得到了锻炼和提高，成为新农

村建设的骨干力量。然而，现阶段的大学生村官制

度尚有一定的短期性，村官的留任率与招聘时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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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一些大学生村官在村里工作

满三年，取得一定成绩时，他们却考上公务员或者

另谋出路离开了农村，农村不仅增加了行政成本，

更失去很多发展机遇。调查数据显示：大学生村官

工作三年后，继续留在农村的仅占16.19%，看好农
村而创业的占12.38%，其他则考公务员或考研离开
农村。[1]因此，分析大学生村官留任意愿的影响因

素，找出大学生村官服务农村建设的障碍性因素，

对于大学生村官政策的可持续性以及农村的跨越

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以往研究者如徐明生、吴贻玉从主客观两方面

分析了大学生村官服务于新农村建设的障碍性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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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包括主观因素：“城市优先”的择业观念、认

知能力不足，功利主义动机严重；客观因素：农村

的硬件和软件条件的落后以及城乡二元结构的存

在、城乡差距不断拉大的现实等因素。[2]陈书怡等

通过构建胜任模型提出了大学生村官能否成为新

农村建设的强有力的生力军的内因条件：积极动机

包括自信敢为、以民为主、尽心尽力；意志品质包

括耐挫折性、吃苦耐劳；岗位角色端正包括岗位认

同、主动学习精神。[3]还玉婷从村官的价值取向、

专业对口程度以及政策的局限性方面分析了村官

留任的影响因素。[4]孔沛球认为农村工作重，难度

大，职位低，待遇差，激励与管理机制不完善, 造
成村官到农村和基层工作的可能性变小；另外高校

课程设置不合理，教材陈旧，未能与时俱进，培养

的毕业生不能满足用人单位复合型应用型高级人

才的需要。[5] 

在此基础上，笔者拟基于对甘肃省183名大学
生村官进行问卷调查的数据，定量分析影响西部地

区大学生村官留在农村的影响因素。 

二、研究假设 

通过对已有研究成果的分析和大学生村官现状

的思考发现，大多数村官在“下得去”的同时却“留

不住”，究其原因，是因为大学生的需求无法得到满

足。本文主要从大学生村官自身的主观因素以及影

响其留村的客观因素着手，提出以下假设： 
1．当村官的动机 
不可否认，多数大学生村官热爱农村，对农村

怀有深厚情感，抱着投身基层、服务农村的目标，

具有较高的道德情操，他们一心想扎根农村，建设

家乡，为农村的经济发展做出贡献。然而，在近年

严峻的就业形势下，基于就业困难无奈选择当村

官，作为暂缓之计，先就业再择业的，也不乏其人。

更有部分大学生是为有关村官的政策吸引，如考公

务员、考研加分等，将当村官作为未来职业发展的

跳板。所以，假设动机较纯的人更愿意持久地留在

农村。 
2．工资水平 
由于大学生村官的工资是由国家和地方财政

共同承担，即使是同一个省内，经济发展水平不同

的市县，村官的收入也存在很大的差距。高者和国

家公务员持平，水平较低的工资相当村干部，况且

还存在拖欠工资的情况。其在同样的付出下，得到

与别人不相同的报酬，会造成巨大的心理落差，或

者连生存需求也受到威胁时，定会离开农村，另谋

出路。因此，假设工资待遇与留村意愿呈正相关。 
3．工作状态 
大学生村官如果能够发挥自身优势，有冲劲、

有干劲，精神饱满地处理农村发展的复杂问题，为

农村经济、文化、政治出谋划策，即使力量是有限

的，但自我实现的价值得到了体现，相对于浮于表

面、无所事事、很难适应农村环境或感到无聊的村

官来说，肯定更愿意留在农村。因此，假设良好的

工作状态与留村意愿有正相关的关系。 
4．村干部态度 
大学生村官面对非官非农的尴尬境地，想顺利

进入村两委是很困难的事。我国基层一些村干部思

想僵化，对村官抱着不同的态度，有些人认为村官

就是来镀金的，混一年两年走人的，所以，不重视，

不压担子，不重用；另外一些人怕村官强大了，把

自己比下去，将村官排斥在决策层之外，将村官边

缘化。这些情况使得村官很郁闷，想努力，却使不

上劲。因此，假设村干部态度对村官有正向的影响。 
5．相关政策落实情况 
包括村官在任职期间的工资发放、保险购买、

补贴发放等待遇问题的落实情况，以及期满后的出

路问题，能否留任，留任了是否有正规编制等。这

些都是影响村官是否留下的重要因素。很多村官的

顾虑就在于此，即使自己想留下，但在政策不明的

情况下，只好早作打算，准备离开。因此，假设政

策落实情况与村官去留呈正相关。 
6．农村经济状况 
各地农村资源条件、经济基础、发展水平不同，

客观上形成了村官不同的发展环境。经济较好的

村，其基础设施、生活条件、文化娱乐肯定比条件

艰苦的边远地区要优越得多，村官工作、生活肯定

较舒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状况较差地

区的村官即使满腔热情，却难免面临“巧妇难为无

米之炊”的尴尬。若具备良好的经济条件，村官会

有更多带领农民发财致富、建功立业的机会。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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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农村经济状况与村官去留呈正相关。 

三、实证分析 

1．样本特征 
甘肃省自2008年实施大学生村官政策以来，已

初具规模，至2011年底，四年共选聘3 699名全日制
普通高校大学本科及以上的毕业生到农村任职，现

在岗3 194名，离岗505名。2012年计划招聘2 000名
大学生“村官”。本次调查以随机抽样的方式，以

调查问卷、面对面访问的形式调查了甘肃省大学生

村官群体，包括自2008年以来在任以及已经离任的
大学生村官，结合实地访问、甘肃省村官QQ群，
发放问卷300份，共收到有效问卷183份，问卷涉及

“村官”的工作、生活、服务期满后规划等基本情

况。性别：男性95人，占51.85%；女性88人，占
48.15%。政治面貌：中共党员149人，占81.48%；
共青团员34人，占18.52%。文化程度：大学本科175
人，占95.63%；硕士研究生8人，占4.37%。 

2．变量描述 
为了验证上述假设中大学生村官留任的影响因

素在实际中是否符合客观实际，以下以183名村官的
调查数据，选择当村官的动机、工资待遇、工作状

态、村干部态度、政策落实情况、农村经济状况为

解释变量，留村意愿为被解释变量，探索变量之间

的关系。解释变量设置及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1。 

表 1 变量设置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差 

解释变量      

当初动机 服务农村=1，无奈选择=2，政策吸引 1 3 1.87 0.846 

工资待遇 1000～1500=1，1500～2000=2 
2000～2500=3，2500～3000=4 
3000～3500=5，3500以上=6 

1 6 3.20 1.339 

工作状态 精神饱满，冲劲十足=1 
很难适应，疲于应付=2 
工作琐碎，十分无聊=3 

1 3 1.72 0.799 

村干部态度 非常重视=1，重视=2 
比较重视=3，一般=4 
排斥=5 

1 5 2.90 1.234 

政策落实情况 没有落实=1，基本落实=2 
落实良好=3 

1 3 2.10 0.831 

村经济情况 非常贫困=1，贫困=2 
一般=3，小康=4，富裕=5 

1 5 2.72 1.067 

期满后规划 留村=1，离开=0 0 1 0.46 0.502 
 
3．大学生村官留村意愿影响因素交叉表分析 
以下分别就大学生村官当村官的动机、工资待

遇、工作状态、农村经济状况、村干部态度、政策

落实情况与是否愿意留村形成一个二维交叉表，并

进行卡方检验，说明显著性水平，输出结果见表2。 

表 2 大学生村官留村意愿影响因素交叉表分析 

留村意愿/% 
变量名称 变量分类 

离开 留下 
合计 卡方值 

当初动机 服务农村 34.6 65.4 100.00 28.537*** 

 无奈选择 52.9 47.1 100.00  

 政策吸引 83.3 16.7 100.00  

工资水平 1000-1500 85.7 14.3 100.00 30.980*** 

 1500-2000 88.9 11.1 100.00  

 2000-2500 54.2 45.8 100.00  

 2500-3000 33.3 66.7 100.00  

 3000-3500 25.0 75.0 100.00  

 3500以上 20.0 8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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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留村意愿 /% 
变量名称 变量分类 

离开 留下 
合计 卡方值 

工作状态 精神饱满，干劲十足 36.7 63.3 100.00 22.630** 

 很难适应，疲于应付 66.7 33.3 100.00  

 工作琐碎，十分无聊 76.9 23.1 100.00  

村干部态度 非常重视 14.3 85.7 100.00 20.480*** 

 比较重视 50.0 50.0 100.00  

 重视 57.1 42.9 100.00  

 不够重视 66.7 33.3 100.00  

 排斥 75.0 25.0 100.00  

政策落实情况 没有落实 33.4 66.6 100.00 30.899*** 

 基本落实   42.1 57.9 100.00  

 落实良好 79.2 20.8 100.00  

村经济情况 非常贫困 71.4 28.6 100.00 11.582** 

 贫困 65.0 35.0 100.00  

 一般 47.6 52.4 100.00  

 小康 44.4 55.6 100.00  

 富裕 25.0 75.0 100.00  

注：*表示在10%的水平下显著，**表示在5%的水平下显著，***表示在1%的水平下显著 

(1) 当村官动机与留村意愿。当初自愿选择当
村官，并且抱着服务农村心态的大学生，期满后有

64.5%的人选择继续留村，而如果是就业困难情况
下的“饥不择食”或者企图把当村官当作“跳板”

的人，大都选择了离开。其卡方值在1%条件下显著，
与假设相符。 

(2) 工资水平与留村意愿。工资作为人生存和
生活的保障，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大学生是否从事村

官这项事业。结果显示，随着工资水平的不断提高，

大学生选择长期服务农村的意愿也更强。其卡方值

在1%的水平上显著。可见，调查结果符合工资水平
与留村意愿呈正相关的假设。 

(3) 工作状态与留村意愿。大学生村官到了基
层后，利用所学知识和专业特长，积极为发展农业、

致富农民、建设新农村做出了贡献。这部分人精神

饱满、干劲十足，也更愿意在农村这个舞台上实现

更大的人生价值；但也有一部分人不能适应新角

色，很难融入基层复杂的工作环境。还有一部分村

官工作定位不明确，成为农村打杂的、跑腿的，找

不到奋斗目标，属于配角和从属地位。结果显示，

具有良好工作状态的村官比很难适应或是工作无

聊的村官更愿意留在农村，通过了5%水平的检验。 
(4) 村干部态度与留村意愿。我国乡村政治的

排外性，以及一些农村干部素质较低，再加上大学

生村官缺乏实践经验，使得村干部对大学生村官缺

乏信任或者排斥的现象存在，进而影响村官的去

留。当大学生村官受到重视，能参与重大决策、有

用武之地时会受到鼓舞而愿意留在农村，被忽视或

者排斥就会选择离开。 
(5) 政策落实与留村意愿。在条件相对艰苦的

农村，想要留住人才，仅靠精神激励难以持久，因

此需要良好的政策和待遇留人。调查中很多大学生

村官反映自己离开也实属无奈，工资被拖欠、没有

购买保险、三年期满后再次面临择业的困境，都使

得村官不得不走。政策的落实与否对村官的留任具

有现实意义，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村官是否离开，其

交叉表的卡方值在1%的水平上显著，政策落实良好
的地方村官留下的可能性很大，而没有保障的地方

大多会选择离开。 
(6) 村经济状况与留村意愿。农村的经济条件

决定了其基础设施、文化娱乐、科技进步、生活水

平、发展前景等方面的状况。大学生村官一般被安

排在条件相对较好的村。甘肃省作为比较贫穷的省

份，在这个大环境下，农村经济状况对大学生村官

的去留有一定影响，但其程度较小。其卡方值在5%
的水平上显著。 



 
 

第13卷第6期                 崔 玲等 西部地区大学生村官留村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61 

 

4．大学生村官留村意愿影响因素的logistic回
归分析 
采用logistic模型具体分析通过显著性检验的各

个变量内部各类别对村官留村意愿的影响。被解释

变量是期满后的规划，是一个[0，1]二分类变量，1
表示留村，0表示离开；解释变量是影响村官留村意
愿的因素，包括当初动机(x1)，工资水平(x2)，工作
状态(x3)，村干部态度(x4)，政策落实情况(x5)，所在
村经济情况(x6)，均为虚拟变量。设大学生村官i愿意

留村的概率为Pi，则Logistic模型的具体形式为： 
Pi=1/[1+exp-(β1 x1i +β2 x2i +β3 x2i+β4x4i+β5 x5i 

+β6 x6i +μ] 
式中，βj (j =1,2…6)为影响村官留村意愿因素

的回归系数，μ为误差项。 
采用统计软件SPSS17.0，模型Ⅰ分析当初动机

对留村意愿的影响；模型Ⅱ分析工资水平对留村意

愿的影响；模型Ⅲ分析工作状态对留村意愿的影

响；模型Ⅳ分析村干部态度对留村意愿的影响；模

型Ⅴ分析政策落实情况对留村意愿的影响；模型Ⅵ

分析所在村经济情况对留村意愿的影响；模型Ⅶ分

析所有因素中通过显著性检验的各个变量内部对

留村意愿的总体影响。回归结果见表3： 

表 3 logistic 回归结果 

 模型Ⅰ 模型Ⅱ 模型Ⅲ 模型Ⅳ 模型Ⅴ 模型Ⅵ 模型Ⅶ 

当初动机(以政策吸引为对照组) 

服务农村 2.245***      4.461*** 

无奈选择 1.492**      3.352*** 

工资水平(以 1000-1500为对照组) 

1500-2000  -0.288     0.063 

2000-2500  2.485**     6.130** 

2500-3000  1.625 **     8.868** 

3000-3500  3.178     9.730*** 

3500以上  3.178***      

工作状态(以工作无聊为对照组) 

精神饱满，冲劲十足   1.175***     3.583** 

很难适应，疲于应付   0.511     

村干部态度(以排斥为对照组) 

非常重视    2.890***   11.650** 

比较重视    1.099 **    

重视    0.811**    

不够重视    0.405   -4.775   

政策落实情况(以没有落实为对照组) 

基本落实     1.653***      2.414** 

落实良好     2.208***  5.858*** 

村经济状况(以十分贫困为对照组) 

贫困      0.297 1.539** 

一般      1.012  

小康      1.139    

富裕      2.015  

-2 Log likelihood 219.810 209.712 229.168 230.588 220.026 240.607 161.224 

Cox & Snell R2 0.163 0.208 0.120 0.113 0.102 0.063   0.339 

Nagelkerke R2 0.218   0.278 0.160 0.151 0.217 0.084    0.515 

注：*表示在10%的水平下显著，**表示在5%的水平下显著，***表示在1%的水平下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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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模型的估计结果来看，各系数的显著性很

高，说明这些因素对大学生村官留村意愿的影响较

大：从当初动机来看，只是出于政策吸引的村官不

愿意扎根农村，有服务农村动机的村官更愿意长期

留在农村。其系数在模型Ⅰ和模型Ⅶ中均显著，说

明当村官的动机对留村意愿的影响较大；从工资水

平来看，工资水平越高的人，则更愿意留在农村。

其系数在模型Ⅱ和模型Ⅶ中均显著，说明村官因为

工资水平的高低而选择是否留村；从工作状态来

看，与感到工作无聊或难以适应的村官相比，精神

饱满、冲劲十足的村官更愿意留在农村，说明良好

的工作状态是影响村官去留的重要因素；从村干部

态度对村官的影响来看，受到重视的村官更愿意留

在农村发展，其系数在模型Ⅳ中显著，但在模型Ⅶ

中不显著。可见，村官的去留意愿可能受到村干部

态度的影响，但总体影响不大；从政策落实情况的

影响来看，落实较好的地方，村官留下的可能越大，

其系数在模型Ⅴ和模型Ⅶ中均显著，而且显著性水

平较其他因素更高，说明政策落实情况是影响村官

去留非常重要的因素。最后，农村经济状况对于村

官的去留影响不大，不同经济状况的农村村官留任

与离开的差别不大，其系数在两个模型中均没有通

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在经济环境差不多的西北农

村，农村经济状况不是影响村官去留的主要因素。 

四、政策启示 

从研究结果来看，为了使大学生村官这一利国

利民的政策长久地实行下去，应该在选拔大学生村

官之初，选择真正愿意为农村服务、在农村扎根的

大学生；在工作过程中，多关注村官的工作状态，

组织部门做好及时的培训、指导、考核、奖惩工作，

调动村官的工作积极性，使其展现良好的工作状

态；最重要的是要落实大学生村官在农村工作的制

度保障，适当提高工资收入与生活补贴标准，做到

按时足额发放；保证大学生村官的工资报酬随着公

务员工资的上涨和物价的上涨不断提高；按照市、

县(区)事业单位人员标准，统一为其办理养老保险、
医疗保险及大病救助保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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