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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43/2021_2022_2010_E5_B9_

B4_E5_86_9C_c73_543840.htm 历年考研中，有一定知名度的

院校专业课考试中，农学考研有竞争的激烈程度倒并不是太

大，也没有跻身入考研的热门专业榜单里，但文都教育专业

课考试辅导中心的辅导名师还是要做一个提醒，正准备参

与2009年考研的同学要尽早确定具体的专业，以便“预则立

”。 农学包括作物学、园艺学、农业资源利用、植物保护学

、畜牧学、兽医学、林学、水产学等8个一级学科，共有27个

二级学科。据国务院学位办公室发表的统计数据，我国大学

授予的农学学士占学士总数的4.08%，在1999~2003年授予的

硕士和博士学位中，农学硕士占硕士总数的2.89%，农学博士

占博士总数的4.19%。 在如此众多的学科设立中，在决定报考

院校与选择专业时，如何做到胸有成竹，至关重要。文都教

育整理了多种资料，在近期会推出一系列的择校指南，帮助

备战2009年考研的学生成功择校、理性选择专业。同时，文

都教育组建了专门的农学考试辅导中心，已经展开了2009农

学统考辅导“黄埔一期特训班”的招生工作，不仅组织中国

农大、农科院的教授团队进行教学，精心准备了辅导讲义资

料，开设了化学、植物生理与生化、动物生理与生化的强化

提高班、冲刺串讲班。前期我们推出了经济学考研择校指南

，引起了良好反响，接到了数十位同学的来电来函咨询，这

期我们郑重推出农学考研的黄金指南，以飨读者，百考试题

祝天下有情人忠诚眷属。 农学硕士点扫描 2007年，在全国范

围内，有权授予农学硕士学位的大学的大学共110所。其中一



级学科的研究生院分布及排名情况大致如下(根据2007年各种

调研数据与材料综合得出)： 开设有农学专业研究生学位的知

名农学院校包括：中国农业大学农学与生物技术学院、南京

农业大学农学院、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农学院、浙江大学农业

与生物技术学院、华南农业大学农学院、山东大学农学院、

华中农业大学、山东农业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海洋大

学等。 作物学专业前三强为中国农业大学、南京农业大学、

华中农业大学，开设学校近60所。园艺学专业前三强分别为

浙江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华中农业大学，开设院校约有40

多所。农业资源利用学专业有中国农业大学、浙江大学，开

设院校约40所。植物保护学专业有中国农业大学、浙江大学

，开设院校约50所。畜牧学专业前三强分别是中国农业大学

、浙江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开设该专业的院校约有55

所。兽医学专业开设院校有南京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大学等

。林学专业开设院校有北京林大、东北林大等，约60多所。

水产学专业开设院校有中国海洋大学等近30所。 综合而看，

中国农业大学、浙江大学、华中农业大学等在农学方面的综

合实力较强，知名度较高，报考者相对也比较多。另外农业

科学院等科研院所的农学专业也相当不错。 牢记择校三大关

键考虑因素 对于有兴趣报考农学专业的同学来讲，选择哪种

一级学科非常关键。文都教育通过综合考研辅导名师、农学

专业研究生导师，及往届高分学子、职业经理人、从业者的

意见，为有意向报考农学专业的考研学子总结了“择校三大

要点”，相信文都的这种举措能够帮助考研同学 一、职业前

景 无论出于何种目的考研，职业前景已经成了众多考研学子

最关注的问题。考上研究生，能不能拥有更好的未来，能否



增长见识与能力，能否在学术研究上打牢根基，或者能否拿

到高的薪酬，是农学专业硕士们比较关注的问题，当然也是

其他专业研究生们都会关注的事情。 1、植物类：一般可以

都到农业、园林及植物所等科研、生产及管理机构工作。 2

、动物类：一般可以到农业、园林及植物所等部门从事科研

、技术开发、生产及管理等工作。 3、水产类：一般可以到

水产部门工作，也可到海洋、海运、轻工、外贸、环保等部

门从事科研工作，也可选择这方面的项目进行操作。 4、动

物医学类：一般可以选择到各级兽医防治、科研、教育、生

产和行政管理部门及动物检疫站、商品检验局、生物药品制

造及动物食品加工单位工作。 5、森林资源与环保类：大多

可以从事水土保持、沙漠治理、园林、野生动物及自然保护

区等方面的工作。 具体来讲，比如动物医学原先是个冷门专

业，2005年以来这方面人才开始“走俏”，在大中城市，养

宠物的人越来越多，带动了宠物医疗保健行业的发展。社会

的巨大需求给动物医学专业带来了较好的发展机会，兽医临

床、卫生监督、动物防疫等方面的业务需要大量动物医学人

才。 二、地缘因素 报考农学专业，如果未来想到公司里就职

，地缘因素比较明显。而且一般比较好的院校都在上海、北

京等地，而农学专业研究生如果想在本专业范围内就业，在

京沪两地却不容易找到对口的单位，往往需要往农业地区流

动。 同时，报考时要考虑毕业后想留在什么地方工作，想在

什么地方谋求发展，就业或者创业，还是想继续读书，争取

留校任教，或者到一些研究机构从事研究工作，这些问题在

择校报考时最好妥善处理好。 农学专业毕业生就业有一个显

著特点就是：除动物医学、园林专业以外，毕业后真正从事



农学专业工作的学生比例并不高，在中国农大毕业后，或许

就在北京找了一份非本专业的工作。但如果想从事本专业的

工作，往往需要到其他城市寻找工作。 三、自身的专业兴趣

、知识水平与应试能力 报考一个专业，不仅仅在于该专业的

诱惑性，同时应考虑到自身的兴趣所在，如果对这个专业没

有一种内在的兴趣，估计学习起来也很难上劲。文都教育认

为，对专业的选择应该三结合，一是专业兴趣；二是知识水

平；三是应试能力。 理想和现实总是存在一定的距离，报考

学校时，要想尽量缩短这个距离，重要的是根据自己的平时

模拟水平，比较各院校的历年的专业成绩差异，然后确定学

校。如中国农业大学、浙江大学等院校的农学专业竞争相对

比较激烈一些，竞争激烈，我们在择校时，最好在既充满激

情，又不排斥理性。不一定非要锁定这几所院校，像上海财

大、中央财经等院校也可以考虑在内。 中国是农业大国，农

业科学的兴衰关系到国家的命运；因此，强大的农学是我国

国家安定、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文都教育祝愿有越来越多

有志于建设农业、强大农业科学的同学加入到兴农大军之中

，改造农业，创新农业。更多优质资料尽在百考试题论坛 百

考试题在线题库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

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