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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职业农民持续经营意愿的影响因素及其层次结构 

——基于河南省调查数据的分析 

沈琼，陈璐 

（郑州大学 商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0） 

摘 要：基于河南省 585份新型职业农民问卷调查数据，运用 Logit 模型分析新型职业农民持续经营意愿的影响

因素，并利用 ISM模型解析各影响因素间的关系和层级结构，结果表明：新型职业农民受教育程度、职业兴趣、

职业信心、职业韧性、风险态度、代际传递意愿、技术获取、政府支持、社会保障以及市场预期 10 个因素对其

持续经营意愿有显著影响。其中，职业韧性和代际传递意愿是表层直接因素，风险态度、职业信心、技术获取和

社会保障是中层间接因素，职业兴趣、市场预期、政府支持和受教育程度是深层根源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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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tors affecting new professional farmers’ willingness of continuous operation  
and its hierarchy: Based on research empirical analysis in Henan province 

SHEN Qiong, CHEN Lu 

(School of Business,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450000,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585 questionnaires of new-type professional farmers in Henan province, this paper uses Logit model 
to analyz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sustainable management intention of new-type professional farmers, and uses ISM 
model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and hierarchical structure among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en 
factors, such as education level, vocational interest, vocational confidence, vocational resilience, risk attitude, willingness 
to transfer between generations, technology acquisition, government support, social security and market expectation, have 
significant effects on the willingness to continue operation of new-type professional farmers. Among them, career 
resilience and intergenerational willingness to pass on are the direct factors at the surface. Risk attitude, career confidence, 
technology acquisition and social security are the indirect factors at the middle level. Career interest, market expectation, 
government support and education level are the deep-rooted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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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农业劳动力是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核心要素。在

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加快推进的情况下，农业劳动

力老龄化和兼业化问题日益严重，为此，2012年中
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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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连续七年中央一号文件对新型职业农民的培

育工作进行了系统完善和具体部署，并不断强调培

育新型职业农民是解决“谁来种地”问题的根本途

径[1]。在政策推动下，我国新型职业农民队伍不断

扩大。2017年，全国新型职业农民总量已突破 1500
万人，占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农业生产经营人员总

量的 4.78%，其中 40.6%的新型职业农民为务工返
乡人员、退伍军人、科技研发推广人员、大中专毕

业生等新生力量，45 岁及以下的新型职业农民占
54.35%。与普通农民相比，新型职业农民能够更好
地掌握现代生产技术与手段，从而获得更高的农业



 
 

第20卷第4期         沈琼等 新型职业农民持续经营意愿的影响因素及其层次结构             35 

产出水平，在技术效率方面更具有效率优势[2]。 
随着新型职业农民逐渐成为农民的主体，关于

新型职业农民的研究也逐渐增多。已有研究大致从

两个方面开展：一是关于新型职业农民的内涵及培

育问题。新型职业农民类似于经济学意义上的理性

人，追求报酬最大化，充分进入市场，具有工作职

责多元化、劳动工具现代化、职业环境复杂化、职

业风险多样化四项职业特征[3-5]；尚锐从胜任素质视

角分析得出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不应仅仅停留在

知识传播层面上，心理素质和管理技能同样也应列

为培育的重点，要结合知识、心理、管理技能三方

面共建科学的培训体系[6]；魏学文等认为，应合理

选择培育对象，以满足职业农民发展需要为重点，

增强培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7]；李宝值等以 8158份
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收入效应差异为例进行研究表

明，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具有显著正向收入效应，且

针对不同类型农民的培训收入效应存在差异[8]。二

是关于不同群体对于新型职业农民的职业选择意

愿。龚文海对 1642 个新生代农民工样本数据进行
分析得出，新生代农民工大多因城市生活的排斥而

被动选择返乡成为新型职业农民[9]；方华等分析了

影响新生代农民工从事农业意愿的因素，结果表明

新生代农民工没有从事农业主要与他们对农业农

村的认知状况有关，具体原因是认为农业收入低、

劳动太辛苦，当前就业、收入和生活状况对他们将

来从事农业意愿影响不大[10]；钟涨宝等研究发现，

受资源禀赋及政策条件的约束，现实中接近 60%的
农村劳动力不愿意成为职业农民[11]；吴易雄等对

1000 多名新型职业农民抽样调查研究发现，82.6%
的新型职业农民希望自己孩子转业或从事非农工

作[12]；张燕认为大学生成为新型职业农民受“推力

—拉力”作用机制的影响，其中较高的农业生产经

营收益、较完善的农村基础设施、政府引导政策及

社会保障体系等因素是大学生到农村就业关注的

重要因素[13]。赵培芳等以山西省大学生为例研究发

现，农村工作环境满意度、国家政策满意度、对新

型职业农民的认知程度以及专业类别等是影响大

学生成为新型职业农民的主要因素[14]。 
综上，关于新型职业农民的研究较为丰富，学

界探讨了不同群体对于新型职业农民的职业选择

意愿，却忽视了新型职业农民持续从事农业经营意

愿的分析。新型职业农民持续经营是推动和保障农

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他们是否愿意持续经营？哪

些因素影响他们持续经营意愿？各因素之间的相

互作用关系是怎样的？哪些是直接因素？哪些又

是根源因素？这些问题十分重要。基于此，本研究

拟以农业大省河南为例进行调查，分析新型职业农

民持续经营的意愿，探讨新型职业农民持续经营意

愿的影响因素以及各影响因素之间的关联关系与

层级联系。 

二、变量选取与模型构建 

1．变量选取 
新型职业农民持续经营意愿是指其对于稳定

从事农业经营活动的倾向性态度。传统经济学中人

被假定为“完全理性”，但是，在不同约束条件的

限制下，主体决策只能实现有限理性。影响决策的

约束条件包括其所拥有的要素资本和主观认知等。

参考已有文献，本研究将从经营特征、职业态度、

要素获取、营商环境四个方面选取影响新型职业农

民持续经营意愿的变量（表 1）。 
（1）经营特征变量。包括个体基本特征和家

庭经营特征。本研究选择新型职业农民性别、年龄

和受教育程度三个指标来反映个体基本特征；选择

家庭营业总收入、务农劳动力数量和土地经营面积

三个指标来反映家庭经营特征。一般地，女性新型

职业农民在经营决策过程中表现较为谨慎，而男性

进取心较强，在长远利益驱动下，持续经营意愿较

女性强[15]；年龄越大，进行职业变更的机会成本越

高，越倾向于求稳、维持现状，持续经营意愿也越

强；受教育程度越高，信息获取和风险承受能力越

强，越倾向于不断尝试与接受新挑战，追求更好的

发展，持续经营意愿越弱。尽管新型职业农民是农

业经营活动的主要决策者，但大多数农业经营活动

需要其他家庭成员付出劳动并受家庭营业收入水

平的影响[16]。一般而言，家庭农业劳动人口越多，

农业经营活动可利用的劳动力越充裕，持续农业经

营的意愿越强；家庭营业总收入越高，应对经营风

险的能力越强，持续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可能

性越大；土地经营面积越大，越有助于规模化、机

械化经营的实现，提高了多样化经营的可能性和可

行性，持续经营意愿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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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变量名称与定义 
类别 变量名称 可观测变量及赋值说明 预期影响

因变量 持续经营意愿 不愿意=0；愿意=1 — 
经营特征 性别 女=0；男=1 + 

 年龄 20岁以下=1；20～30岁=2；31～40岁=3；41～50岁=4；50岁以上=5 + 

 受教育程度 未上过学=1；小学=2；初中=3；高中或中专=4；大专及以上=5 - 

 家庭营业总收入/万元 2017年家庭营业总收入：[0，1)=1；[1，5)=2；[5，10)=3；[10，20)=4；[20，50)=5；50及以
上=6 

+ 

 务农劳动力数量 1人=1；2人=2；3人=3；4人=4；5人=5；6人及以上=6 + 

 土地经营面积/亩 以实际土地经营面积为准 + 

职业态度 职业兴趣 喜欢农业=1；了解农业=2，有经验；能挣钱=3；没有合适的非农项目=4；家人劝说=5；当地
有优惠政策=6 

+ 

 职业信心 对自己做新型职业农民的看法：不适合=1；适合=2；非常适合=3 + 

 职业韧性 可承担的投入损失：10%以下=1；[10%，30%)=2；[30%，50%)=3；[50%，100%)=4；100%
及以上=5 

+ 

 风险态度 通过购买保险以防范自然灾害、病虫害和市场波动的情况：没有=0；有=1 + 

 代际传递意愿 如果农业项目做得好，退休后的打算：让子女接班=1；聘请职业经理来管理产业=2；出售给
其他人=3 

+ 

要素获取 劳动力获取 劳动力雇佣：非常困难=1；困难=2；一般=3；容易=4；非常容易=5 + 

 技术获取 通过龙头企业或合作社渠道获得技术的情况：没有=0；有=1 + 

营商环境 政府支持 针对新型职业农民当地政府出台农业保险扶持政策的情况：没有=0；有=1 + 

 社会保障 对新型职业农民相关社会保障水平的满意度：不满意=1；一般=2；满意=3 + 

 市场预期 对产品（或服务）未来发展前景的预期：非常差=1；比较差=2；一般=3；比较好=4；非常好
=5 

+ 

 
（2）职业态度变量。新型职业农民的职业态

度是指其对“农民”职业进行评估后形成的职业评

价。本研究选择职业兴趣、职业自我效能、风险态

度和代际传递意愿四个指标来反映新型职业农民

的职业态度。霍兰德职业兴趣理论表明，当个体选

择与职业兴趣相匹配的职业时，从业者会极大程度

地发挥个体才能，提高其工作效率和工作成果[17]。

因此，相比于对农业有更大兴趣、自主选择意识更

强的个体，将农业经营活动当作一种投资行为或是

非主动选择从事农业经营的个人持续经营意愿较

弱。职业自我效能，是从自我效能衍生出的与职业

领域相关联的概念，指个体从业者参与特定职业教

育培训、职业行为活动以及对职业选择的信心和坚

持特定职业选择的信念，包括职业信心和职业韧性

等[18]。其中，职业韧性是指从业者应对职业环境变

化的职业能力以及面对困难、冲突、失败甚至是极

端事件时的适应程度以及有效应对的能力反应
[19,20]。根据上述界定，新型职业农民职业信心是指

相信自己有能力胜任农业经营活动并有着坚定农

业职业选择的信念；新型职业农民职业韧性是指能

够很好地适应职业环境并具有根据从业环境变化

做出有效反应的能力。一般而言，新型职业农民职

业信心越强表示其对农业产业的认同度越高，越有

信心胜任农业经营活动，从而对持续经营意愿产生

正向影响；新型职业农民职业韧性越强，表明其越

能适应职业环境中的各种困难情况并有效应对，从

而对持续经营意愿产生正向影响。风险态度是个体

主观心理上对待风险的态度，是基于某类事实或状

况的一种心理状态、观点或者行为倾向[21]。风险态

度会对投资者的投资组合选择产生影响。投资组合

指由一定比例无风险资产和一定比例有风险资产

构成的市场组合[22]。与风险厌恶程度较高的传统农

民不同，新型职业农民倾向于持有较高比例的有风

险资产的市场组合进行风险管理，即通过市场体系

中的资本市场来分散风险，如通过期货、保险等方

式降低不可避免的损失。新型职业农民代际传递意

愿指对自己子女继承农业成为职业农民或聘请专

业人员接管自己所经营农业活动的意愿。“农二代”

回流务农或吸收专业人员的加入是解决农业后继

者问题的有效手段。新型职业农民的子女和聘请的

专业人员利用自身积累的专业知识和开阔的视野，

更充分地进行资源配置，有助于保证家庭农业经营

活动持续活力的实现。 
（3）要素获取变量。农业经营活动离不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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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要素的投入，除了家庭经营特征中提到的土地要

素，还需要劳动力和技术等基本要素的投入。家庭

外劳动力要素获取越多，越有助于提高经营活动效

率，越能提高新型职业农民持续经营的意愿；技术

要素的获取有助于改善要素之间相对禀赋和积累

状态，实现对稀缺资源的替代，同时技术要素获取

也是实现机械化、规模化生产的关键，技术要素获

取越多，越有助于提高经营收入和绩效，进而提高

新型职业农民持续经营意愿[23]。 
（4）营商环境变量。营商环境是指商事主体

从事经营活动的外部境况和外部条件[24]。对于完全

进入市场成为农村商事主体的新型职业农民而言，

营商环境指其从事市场经营活动的外部环境条件。

本研究选择政府支持、社会保障以及市场预期三个

指标来描述营商环境。一般而言，政府在政策、资

金、技术等方面提供的支持能够提高新型职业农民

在经营过程中应对风险的信心和能力，有助于提高

其持续经营的意愿；社会保障是实现农民身份职业

化的根本保障，健全的社会保障能够减少新型职业

农民从业压力提高其从业信心和积极性，有助于持

续经营意愿的提高；作为市场主体的新型职业农民

会通过对市场活动的参与和判断形成对未来市场

的预期，从而对是否持续经营产生影响。积极的市

场预期会增强其持续经营意愿，消极的市场预期会

削弱其持续经营意愿。 
2．模型构建 
在研究农民意愿时，一般采用 Logit 模型探索

影响农民意愿的因素，之后采用解释结构模型

（ISM）进一步研究确定各影响因素之间的关联关
系和结构层次，将杂乱无序的影响要素转化为清晰

的结构关系，拓展了此类问题研究意义[25-28]。为深

入研究新型职业农民持续经营的意愿，本研究借鉴

前人的研究方法，分两个模型进行论证。首先，运

用二元 Logit 模型找出影响新型职业农民持续经营

意愿的因素，并估计影响因素对新型职业农民持续

经营选择行为的作用效果，然后运用 ISM模型探寻
影响因素之间的层级结构及因果关系。 
新型职业农民持续经营意愿（即新型职业农民

持续经营选择概率），包括“愿意”和“不愿意”

两种情况，分别用“1”和“0”表示，每位新型职
业农民都会在理性分析各种因素的基础上，依据自

身条件和预期回报，做出愿意还是不愿意的选择，

因为这是一个典型的二元决策。为确定新型职业农

民持续经营意愿的影响因素，本研究建立如下的

Logit回归模型： 
1( 1 | )

1i yp F y X
e−= = =

+
              （1） 

（1）式中，y代表持续经营的意愿，y=0表示
新型职业农民不愿意持续经营，y=1 表示新型职业
农民愿意持续经营。p 代表新型职业农民愿意持续
经营的概率，Xi（i=1,2,⋯,n）代表新型职业农民持
续经营意愿的影响因素。（1）式中，因变量 y是自
变量 xi的线性组合，即： 

0 1 1 2 2 n ny x x xβ β β β= + + + +          （2） 

由（1）式和（2）式可得，农户持续经营意愿
发生比的 Logit回归模型线性表达式为： 

0 1 1 2 2ln( ) +
1 n n

p x x x
p

β β β β ε= + + + +
−

  （3） 

利用计量经济分析软件 STATA 15.1 估计以上
模型，找出影响新型职业农民持续经营意愿的显著

性因素。 
ISM模型是用于探寻显著影响因素之间清晰有

序联结及联结关系的模型，主要分析步骤包括：确

定显著影响因素，根据显著影响因素之间的逻辑关

系建立邻接矩阵；进行矩阵运算，求出可达矩阵；

对可达矩阵进行分解，构建解释结构模型[29]。 
本研究用 S0 表示新型职业农民的持续经营意

愿，Si（i=1,2,3,⋯,k）表示根据 Logit模型回归结果
确定的影响新型职业农民持续经营意愿的 k个显著
影响因素。在分析讨论并咨询专家意见的基础上，

对各因素之间的逻辑关系进行判断，得到因素逻辑

关系图，进而构建如下邻接矩阵。邻接矩阵 W的元
素 Wij可定义为： 

1
0

i j

i j

S S
ij S Sw = {    对 有影响时

对 无影响时 i=0,1,⋯,k；j=0,1,⋯,k （4） 

邻接矩阵W转化为可达矩阵M的计算方式如下： 
M=(W+I)λ+1=(W+I)λ≠(W+I)λ－1≠⋯≠(W+I)2≠

(W+I)                                   （5） 
（5）式中 I 为单位矩阵，2≤λ≤k，以上运算

根据布尔矩阵运算法则计算。由下式确定最高层级

因素： 
{ }1 | ( ) Q( )= ( ); 0,1, ,i i i iL S P S S P S i k= ∩ =  （6） 

可达集合 ( )iP S ，包含可达矩阵中从 iS 出发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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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直接或间接到达的全部要素；先行集合 Q(Si)，包
含可达矩阵中可以直接或间接到达 iS 的全部要素。
P(Si)和 Q(Si)的表达式如下： 

{ } { }( ) | 1 , Q( ) | 1i j ij i i jiP S S m S S m= =     = = （7） 

（7）式中，mij和 mji均是可达矩阵的元素。根

据（6）、（7）式确定顶层因素后，将 L1层的元素在

可达矩阵中删除，得到矩阵 M'，同样对 M'进行（6）
和（7）式运算，得到位于第二层因素的集合 L2，

以此类推得到位于第三层的要素集合一直到得到

最后一层的因素集。根据层级关系，将各层要素用

有向边连接起来，得到新型职业农民持续经营意愿

影响因素的层次结构。 

三、数据来源和计量结果分析 

研究数据是课题组 2018年就河南省主要新型职
业农民培训机构（包括河南农业大学、河南省团校、

夏邑县农广校等）参训的新型职业农民开展问卷调查

获得。调查范围集中在河南省主要的新型职业农民培

训机构培训过和正在参与培训的新型职业农民群体，

随机抽样发放调研问卷。此次调研共发放问卷700份，
回收问卷 688 份，样本回收率为 98.29%，剔除失效
样本后获得有效样本 585份，有效样本率为 85.03%。 

1．基于 Logit模型的影响因素分析 
运用统计分析软件 STATA15.1对 585份调查问

卷数据进行二元 Logit 回归分析。回归之前，先对
模型可能存在的多重共线性问题进行检验。检验结

果显示，各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 值）均小于
2，各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可以将其
放入模型方程进行回归分析。首先，将设想影响新

型职业农民持续经营意愿的 16 个变量全部放入模
型进行回归，得到初始估计结果；然后根据 P值逐
步将不显著变量剔除，直至剩余变量在 10%统计显
著性水平上显著，得到最终结果（表 2）。 

表 2 新型职业农民持续经营意愿影响因素的 Logit 模型回归结果 
初始模型 最终模型 

变量名称 
回归系数 z统计量 概率 回归系数 z统计量 概率 

性别 0.770 1.260 0.209 — — — 
年龄 0.080 0.260 0.798 — — — 
受教育程度 -0.573* -1.680 0.094 -0.590* -1.780 0.075 
家庭营业总收入 0.134 0.500 0.615 — — — 
家庭务农劳动力数量 0.242 1.020 0.305 — — — 
家庭土地经营面积 0.002 1.470 0.140 — — — 
职业兴趣 0.616*** 3.420 0.001 0.634*** 3.820 0.000 
职业信心 1.419*** 3.250 0.001 1.368*** 3.460 0.001 
职业韧性 0.506** 2.140 0.032 0.513** 2.260 0.024 
风险态度 1.426** 2.400 0.016 1.416*** 2.590 0.010 
代际传递意愿 0.976*** 2.690 0.007 1.075*** 3.020 0.003 
劳动力获取 0.486 1.460 0.145 — — — 
技术获取 1.514** 2.180 0.029 1.575** 2.330 0.020 
政府支持 2.262*** -3.440 0.001 1.971*** -3.260 0.001 
社会保障 0.859** 2.190 0.029 0.803** 2.160 0.031 
市场预期 1.044*** 3.100 0.002 1.008*** 3.250 0.001 
Pseudo R-squared 0.544 0.517 
Prob( LR statistic) 0.000 0.000 

注：*、**和***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水平上统计显著。  
从表 2可以看出，有 10个变量进入最终模型，

依次是受教育程度、职业兴趣、职业信心、职业韧

性、风险态度、代际传递意愿、技术获取、政府支

持、社会保障、市场预期。 
初始模型的拟合回归结果表明，新型职业农民

性别、年龄、家庭务农劳动力、家庭总收入、土地

经营面积和劳动力要素等 6个因素对新型职业农民
持续经营意愿没有呈现出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性。

可能的原因是，在此次问卷调查中，受访新型职业

农民男性居多（占样本的 83.6%），性别的信息熵较
低，从实际情况看，农业经营活动中大部分以男性

劳动力为主，受历史原因的影响，女性在意愿决策

上处于相对劣势，因此，性别对因变量的解释作用

不大。年龄对于回归中的其他因素也会产生影响，

因此在对因变量解释的作用过程中，影响效果被覆

盖，从而在整个拟合回归中对因变量的作用不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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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本研究探讨的是新型职业农民个体持续经营意

愿决策，因此相对于个体主观因素和外在市场环境

的影响，家庭经营特征以及劳动力要素与个体内在

联系不够，对新型职业农民持续经营意愿造成的影

响不大。 
2．基于 ISM的影响因素结构分析 
用 S0、S1、S2、S3、S4、S5、S6、S7、S8、S9、

S10分别表示新型职业农民持续经营意愿、受教育程

度、职业兴趣、职业信心、职业韧性、风险态度、

代际传递意愿、技术获取、政府支持、社会保障、

市场预期。根据专家意见并结合已有研究的判断，

做出持续经营意愿与影响因素相互间的逻辑关系

图（图 1）。其中，“U”表示列因素对行因素有影
响，“N”表示行因素对列因素有影响。 

 
U U U U U U U U U U S0

N 0 0 N 0 N N 0 0 S1  
0 0 0 N 0 0 N 0 S2   
N 0 0 0 0 0 U S3    
0 0 0 N 0 N S4     
0 0 0 N 0 S5      
U U 0 0 S6       
0 0 0 S7        
0 N S8         
0 S9          

S10           

图 1  新型职业农民持续经营意愿影响因素的逻辑关系  
根据（4）式和图 1 建立邻接矩阵 W，利用式

（5）和MatlabR2018a软件，由邻接矩阵 W得到影
响因素可达矩阵 M。 

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 0 0 0 0 0 0 0 0 0 0
1 1 0 0 0 1 0 1 1 0 0
1 0 1 1 1 1 0 0 0 0 0
1 0 0 1 0 0 0 0 0 0 0
1 0 0 0 1 0 0 0 0 0 0
1 0 0 1 0 1 0 0 0 0 0
1 0 0 0 1 0 1 0 0 0 0
1 0 0 1 0 0 0 1 0 0 0
1 0 0 0 1 1 0 0 1 0 0
1 0 0 1 0 0 0 0 0 1 0
1 0 0 0 0 0 1 0 0 0 1

S
S
S
S
S
S
S
S
S
S
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 

根据式（6）和式（7）得到顶层、第二、第三、
第四和第五层的要素集，分别为 L1={S0}，
L2={S3,S4}，L3={S5,S6,S7,S9}，L4={S2,S8,S10}，L5={S1}。 
最终得出 10 个要素被分为 5 个层级，根据因

素间的逻辑关系将相邻层级及同一层级的因素用

有向边连接，得出如图 2所示的新型职业农民持续
经营意愿影响因素的关联关系和层级结构。 

 
图 2 新型职业农民持续经营意愿影响因素间 

的关联层次结构图  
由图 2可知，在新型职业农民持续经营意愿的

影响因素中，职业韧性和代际传递意愿是表层直接

影响因素，风险态度、职业信心、技术获取和社会

保障是中层间接影响因素，职业兴趣、市场预期、

政府支持和受教育程度是深层根源影响因素。 
（1）表层直接影响因素。代际传递意愿回归

系数为 1.075，对应 P值为 0.003，表明代际传递意
愿对新型职业农民持续经营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

且影响强度较大。可能的解释是，新型职业农民代

际传递意愿越强，会更加注重农业经营活动发展的

质量和长期性，从而不断优化管理经营模式，吸收

引进新的技术，在此过程中职业自信、职业认同感

增强，职业满意度提高，持续经营意愿增强。 
职业韧性的回归系数为 0.513，对应 P 值为

0.024，表明职业韧性对新型职业农民持续经营意愿
有显著正向影响。职业韧性体现着新型职业农民对

自身知识和技术的自信程度以及对于经营活动的

主动性。职业化使得新型职业农民在市场中面临更

为复杂的营商环境和更加多样的风险挑战，在这种

情况下，新型职业农民的职业韧性会直接影响其持

续经营意愿。从图 2可知，作为直接影响因素的职
业韧性、代际传递意愿，还受到风险态度、职业信

心、技术获取和社会保障 4个间接因素的影响。 
（2）中层间接影响因素。风险态度、职业信

心、技术获取和社会保障的回归系数分别为 1.416、
1.368、1.575和 0.803，对应的 P值分别为 0.010、
0.001、0.020和 0.031，表明它们对新型职业农民持
续经营意愿分别有显著正向影响。风险态度越积



 
 

40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http://qks.hunau.edu.cn/          2019 年 8 月 

极、职业信心越坚定、技术获取越主动、对社会保

障满意程度越高，越能加强新型职业农民对职业的

认可与理解，经营活动更加高效。提高技术投入是

新型职业农民增收的必然途径。职业信心越强，越

能对风险态度和技术获取产生影响。职业社会保障

越完善，越能对新型职业农职业韧性和代际传递意

愿产生影响。 
（3）深层根本因素分析。由图 2可知，4个间

接因素还受 4个深层根本因素的影响。职业兴趣、
市场预期和政府支持的回归系数分别为 0.634、
1.008、1.971，对应的 P值分别为 0.000、0.001、0.001，
表明它们对新型职业农民持续经营意愿分别有显

著正向影响。职业兴趣越浓厚，通过理性分析对市

场预期越乐观；政府支持力度越大，越能增强新型

职业农民持续经营的意愿。在个体兴趣和预期的内

在推动以及政府支持外在保障的双重作用下，新型

职业农民的职业信心就会增强，进而会采用更积极

全面的风险防范措施，同时越能提高对社会保障的

满意程度，进而对职业韧性和代际传递意愿产生影

响，增强持续经营意愿。 
最为深层次的原因是新型职业农民的受教育

程度。受教育程度的回归系数为-0.590，对应的 P
值为 0.075，表明受教育程度对新型职业农民持续
经营意愿有负向影响。可能的解释是，由于农业受

自然不确定性、自然周期的影响，造成收入的不确

定性，受教育程度越高的新型职业农民，其获取新

知识和技术的能力越强，捕获信息的能力越强、渠

道越多，所以相比从事农业经营活动人们更倾向于

选择在城市就业。 

四、结论与启示 

上述研究表明：新型职业农民的职业兴趣、职

业信心、职业韧性、风险态度、代际传递意愿、技

术获取、政府支持、社会保障、市场预期对其持续

经营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受教育程度对新型职业

农民持续经营意愿有显著负向影响。以上影响因素

之间既保持着相互独立又形成了互相连接，构成了

一个新型职业农民持续经营意愿影响因素系统。其

中，职业韧性和代际意愿是表层直接因素，风险态

度、职业信心、技术获取和社会保障是中间层因素，

职业兴趣、市场预期、政府支持以及受教育程度是

深层根源因素。该系统的具体作用路径与传导关系

是，受教育程度→职业兴趣、市场预期、政府支持
→风险态度、职业信心、技术获取、社会保障→职
业韧性、代际传递意愿→持续经营意愿。 

以上结论对于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和促进新型

职业农民持续经营具有如下启示： 
第一，职业兴趣、职业信心和职业韧性显著影

响新型职业农民持续经营意愿，体现出新型职业农

民持续经营意愿主要受到个体兴趣、偏好和态度的

影响，而非经济因素的影响。因此，为吸引更多的

人从事农业经营活动并能较稳定地从事农业经营

活动，就要通过对农业外部环境的改善来加深人们

对农业的了解，增强人们对农业经营活动参与的积

极性。一方面，对于已经从事农业经营的新型职业

农民，应通过有针对性的科学培训，加深其对农业

经营活动的认识，增强其对科学技能及方法的掌

握，从而影响其职业信心，促使其稳定地从事农业

经营活动；另一方面，对于没有从事农业经营活动

的从业者，应该加强对农业知识的宣传，运用主流

媒体发挥舆论导向作用，加深非农从业者对农业的

了解，引导社会对农业职业认识的转变，激发出从

业兴趣，吸引更多的人投身农业经营活动。 
第二，风险态度对新型职业农民持续经营意愿

有显著影响。进入市场的新型职业农民相对于传统

农民在农业风险应对方法上有了更多的选择，即通

过资本市场对农业风险进行分散。现阶段，我国资

本市场有关农业方面的制度和机制还不够完善，例

如农业保险和农业期货的发展存在项目不全面不

具体，缺乏有效的监管体系等问题。因此，可以通

过农业资本市场相关制度的建立与完善，为新型职

业农民提供更多、更细致和更高效的选择。 
第三，政府支持和社会保障对新型职业农民持

续经营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政府提供政策支持以

及相关社会保障支持能够减轻新型职业农民在经

营过程中的压力。因此，政府可以充分发挥其职能，

在人力资本、金融资本、技术资本以及生计资本等

方面为新型职业农民提供更多帮助，为新型职业农

民营造良好的职业环境，进而增强新型职业农民持

续经营的意愿。 
第四，技术获取对新型职业农民持续经营意愿

有显著正向影响。因此，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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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通过了解不同类型新型职业农民的技术需

求，有针对性地加强对新型职业农民技术技能的培

养。同时，政府可以加大对农业科技研发的投入，

通过成立专门的农业科技研发机构，构建自上而下

的农业科技研发推广体系，减少农民在技术研发上

的投入，提高农业技术投入率，进而增强新型职业

农民持续务农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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