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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数千年以农立国。农业的兴衰关系到国

家的命运，强大农学是国家安定、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说

到农学，人们首先会想到农作物栽培，实际上与哲学、法学

、工学、理学一样，农学是一个大的学科门类，也是备受跨

专业考生关注的一个门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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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个二级学科，那么具体哪一个专业更适合跨专

业考生选择，专业的发展前景又如何?我们请跨考咨询专家曹

老师为大家一一分析，希望能给准备报考农学门类的考生一

些指导和帮助。 农业资源利用 学科名片 农业资源利用科学是

农学门类中较新的一个学科，是随着人口增加、资源短缺、

环境问题日益突出，为了适应经济建设需要和社会发展需要

而产生的学科。它主要研究农业资源如土壤、水、养分、气

候、生物等与动植物生产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实现资源的优

化配置、高效利用和环境协调发展，是农业科学、生物学、

地球科学、环境科学、信息科学和管理科学等相互交叉的综

合性学科。如何高效利用资源，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是

农业资源利用科学必须解决的问题。毕业生能在农业、土地

、环保、农资等部门从事教学、科研、管理和推广工作。就

跨考择校咨询专家介绍，目前生态建设、农业面源污染防治

、工业与农业废弃物利用以及无公害农产品生产等都是比较

热门的研究方向。 专业推荐土壤学 推荐理由：基础学科，前



景广阔 之所以推荐土壤学，是因为土壤学是整个农业科学的

基础学科之一。农作物的生长离不开土壤，如何合理利用土

壤资源、消除土壤低产因素、防止土壤退化和提高土壤肥力

水平等都是农作物生产需要解决的问题。此外，土壤学又与

地球科学、生命科学、环境科学密切联系。除农业外，它又

可服务于水利、工业、矿业、医药卫生、交通和国防事业等

。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世界人口的不断增长，当前土

壤学的研究更趋向于重视保护土壤资源、合理利用土壤和提

高土壤生产力，以适应人口增长与耕地日益减少的矛盾。土

壤中生物物质的循环和能量交换，重金届、化学制品(农药及

化肥)和各种有机废弃物对土壤、作物、森林以至人类健康的

有害影响及其防治措施等都是研究的热点问题。 院校推荐西

北农林科技大学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土壤学是国家重点学科

，科研水平国内领先，长期从事植物抗旱生理及旱地农业与

节水农业研究的山仑院士和从事土壤侵蚀、水土保持和国土

整治方面研究工作的朱显谟院士是该学科的主要带头人。目

前已形成地域特色明显的土壤侵蚀与水土保持、土壤物理、

土壤地理与信息技术、土壤生态与旱地农业、土壤化学5个研

究方向。 农业资源利用学科实力较强的院校还有中国农业大

学、浙江大学、华中农业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华南农业大

学、西南大学等。 作物学 学科名片 作物学是最传统意义上的

农学，有时也直接把作物学称为农学。提高作物的产量、品

质和抗逆能力，甚至改变植株和植物器官的构型，使之增产

增收或者适应栽培、贮运等措施的需要等都是作物学研究的

范畴。由于关系到国家粮食的增产增收，因此作物学是农学

的重点学科，是大有可为的专业。毕业生既可从事机关的农



业科研及教育，又能从事企业管理、市场营销以及行政管理

。就业方向为全国各农业院校、科研院所、农场、种子公司

、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等。 由于是传统的农学学科，我国在作

物学领域的科技成果较多，拥有一批影响较大的专家，如享

誉世界的“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致力于农作物生育

化学信息调控规律及新技术领域开拓的戴景瑞院士，育成我

国第一个甘蓝型油菜自交不亲和系及其保持系、恢复系和杂

种的傅廷栋院士，南京农业大学从事分子数量遗传学和大豆

种质资源与育种的盖钧镒院士、从事外源基因在植物育种中

的利用的刘大钧院士等也都是作物学的权威。可以说，在我

国的农学领域，没有一个学科像作物学这样人才济济。 专业

推荐作物栽培学 推荐理由：实践性强，直接创造经济效益 作

物栽培学主要研究作物的生长发育规律，以及与环境条件的

关系、调节控制技术及原理。它是一门综合性的技术科学，

对于提高作物产品的数量和质量、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劳动

效率具有重要意义，是直接创造经济效益的一个学科。现代

作物栽培学研究具有很强的实践性，需要综合多学科的相关

知识。电子计算机、自动化诊断、自动化监测等新技术的应

用也使作物栽培学的研究提高到新的水平。 院校推荐中国农

业大学 中国农业大学的作物栽培学与耕作学、作物遗传育种

学为国家级重点学科，在玉米育种、作物节水栽培技术、杂

种优势机理等领域达到国际领先或者先进水平。在2006年的

国家一级学科评估中，中国农业大学的作物学一级学科被评

为第一名。在2007年的国家重点学科评估中，作物育种学二

级学科被评为第一名。 此外，华中农业大学、南京农业大学

、山东农业大学、四川农业大学、浙江大学、扬州大学的作



物学也有不俗实力。 园艺学 学科名片 园艺学是研究集约栽培

的果树、蔬菜、观赏植物及药用植物的生物学特性、繁育技

术以及园艺产品贮藏加工和营销的综合性科学，包括果树学

、蔬菜学、观赏园艺学、药用植物学等二级学科。具体的研

究方向包括果树品质改良、蔬菜育种，花卉栽培、园林规划

与设计等。园艺专业的毕业生可到科研院所从事研究，到大

专院校任教，到企事业单位从事现代园艺的科研教学、开发

推广、规划设计、经营及管理工作。近年来，由于人们生活

水平的提高和对精神文明及健康的追求，花卉和药用植物市

场逐渐火爆，园艺学渐成农学这个冷门学科中经济收益较大

的一个。这一领域的就业率也呈上升趋势，以华中农业大学

为例，该校2007年园林设计专业毕业研究生的供需比例高

达120。 专业推荐果树学 推荐理由：应用性强，技术研发、

自主创业多项选择 果树学主要研究果树作物的生长发育与品

质形成、性状遗传与品种选育、采后生物学与技术。在重视

基础理论研究的同时，果树学更重视技术发展和应用研究，

因此果树学的学生要多培养实际动手能力。毕业生可从事果

树育种、品种改良、新技术研发与推广等工作，这是一个社

会效益远大于自身经济效益的行业，需要对农学专业的兴趣

、热忱和奉献精神，如果不能进入农业科学院一类的科研单

位，也可以考虑自主创业。 国内招收果树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的院校有40多所，它们的特色研究方向和研究重点各有不同

。如沈阳农业大学在果树遗传理论与育种技术、果树种质资

源收集保存与鉴定评价、果树高产优质栽培生理与生态、果

树设施栽培机理与技术、果树生物技术等研究方面达到国内

先进水平。 院校推荐华中农业大学 华中农业大学拥有园艺学



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果树学科是国家重点学科。经过

多年的建设和发展，已形成生物技术与果树遗传改良、生理

生态与果树高效栽培技术、果品采后生物学与保鲜技术3个较

稳定的研究方向。生物技术与果树遗传改良方向的研究处于

国内领先水平和国际先进行列.生理生态与果树高效栽培技术

方向，为我国柑橘等果树产业发展提供了有力技术支撑.果品

采后生物学与保鲜技术方向，在果实采后安全防腐保鲜研究

领域有新的突破。 园艺学实力较强的院校还有南京农业大学

、浙江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华南农业大学、沈阳农业大学

、山东农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 植物保护学 学科名

片 作为农学门类中4个与种植业有关的一级学科之一，植物

保护学科具有明显的跨学科特色，是综合性最强的学科。它

与农学门类中的作物学、园艺学和农业资源利用等一级学科

有紧密相关，与生物领域中的大多数二级学科如动物学、植

物学、植物生理学、微生物学、遗传学、生态学、细胞生物

学、主物化学、分子生物学以及工学中的化学工程与技术等

学科也有着密切的联系。 植物保护学为建立有利于提高农业

的综合生产能力、保护生物多样性、控制环境污染和节约能

源的植物保护技术提供理论知识和技能，为农业的可持续发

展和生态环境的保护提供保障。毕业生能胜任各类化学农药

、生物农药的研制、检测和开发应用工作，昆虫资源科技开

发工作以及城市园林绿化、植物保护、环境保护等方面的科

研开发、教学等工作，也可在各级人民政府及下属单位以及

主要边贸口岸动植物安检部门从事行政管理工作。 专业推荐

植物病理学 推荐理由：适应时代需要，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 

植物病理学主要研究引起植物病害的原因、病原与寄生的相



互关系、病害发生发展和流行规律以病害控制的理论和技术

。植物病理学科的研究成果有助于提高农作物的产品品质，

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由于研究技术和手段的更新以及相关

学科的渗透，现代植物病理学先后产生了植物病原学、植物

病害流行学、植物病理生理学、分子植物病理学以及病害防

治学等分支学科。随着生命科学的发展，植物病理学与植物

学、微生物学、植物生理学与生物化学、遗传学、细胞生物

学、分子生物学、作物栽培学、农业昆虫与害虫防治学、农

药学、农业气象学、高等数学等相邻学科的关系也越来越密

切。 院校推荐浙江大学 浙江大学的植物保护学科形成了以植

物保护与现代生态学、生物信息和生物技术相结合的学科特

色。学科总体水平位列全国三甲，在国际上也有一定知名度

。农业昆虫与害虫防治2001年被批准为国家重点学科，形成

了基础昆虫学与植物病原学、有益生物资源的保护和利用、

有害生物综合治理等稳定的研究方向。 此外，中国农业大学

、南京农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华南农业大学、福建

农林大学、山东农业大学、云南农业大学、沈阳农业大学的

植物保护学科也是值得推荐的。 畜牧学 学科名片 畜牧学主要

研究家畜育种、繁殖、饲养、管理、防病防疫，以及草地建

设、畜产品加工和畜牧经营管理等。包括动物遗传育种与繁

殖、动物营养与饲料科学、草业科学、特种经济动物饲养4个

二级学科。加入WTO后，我国的畜牧业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

战，发展无污染、无公害的绿色畜牧业，提高畜产品品质、

实施名牌战略，降低畜产品药物残留指标，开发畜禽附加利

用，满足市场需求多样化需求等都是亟需解决的问题。这为

畜牧学专业的学生提供了大展拳脚的空间。 专业推荐动物遗



传育种与繁殖 推荐理由：农业科学的高端领域，发展潜力大 

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可以说是农业科学的高端领域之一，

自1981年第一次成功地将外源基因导入动物胚胎，创立转基

因的动物技术以来，转基因技术已在兔、绵羊、猪、鱼、昆

虫、牛、鸡、山羊、大鼠等动物身上取得成功。由于是农业

科学的高端领域，在工作选择上，到大学或研究所工作是比

较好的出路，而这些单位对招聘对象的学历及科研能力的要

求也很高，一般要求应聘者拿到博士学位。在动物遗传育种

与繁殖领域，除中国农业大学等几所著名的专业农业大学外

，地处南疆的广西大学也值得考生关注。广西大学的动物遗

传育种与繁殖学为国家重点学科，承担着国家“863”高技术

研究项目牛体外授精技术与开发，研究成功世界首例完全体

外化胚胎试管牛，并培育出全国最大的试管牛群。 院校推荐

南京农业大学 南京农业大学的畜牧学科始建于1917年，是我

国进行畜牧学研究生培养最早的单位之一。下设动物遗传育

种与繁殖、动物营养与饲料科学、草业科学、特种经济动物

饲养4个二级学科。其中，动物营养与饲料科学是江苏省重点

学科，在动物生长发育的营养调控、动物消化道微生物代谢

与调控、饲料源生物活性物质的代谢、新型饲料添加剂的研

究与应用等方面形成了鲜明特色。 畜牧学实力较强的院校还

有中国农业大学、浙江大学、内蒙古农业大学、甘肃农业大

学、华中农业大学、华南农业大学、四川农业大学、东北农

业大学、西南大学等。 兽医学 学科名片 兽医学是当今农学研

究的热点领域，主要研究预防和治疗家畜疾病，下设基础兽

医学、预防兽医学和临床兽医学3个二级学科。现代兽医学不

仅要保障畜牧业的发展，还要减少人畜共患疾病的危害，提



高动物性食品的卫生质量和改善环境卫生，可以说是直接为

人类健康服务的学科。它与医学有着共同的基础理论和治疗

准则，常被用于人类疾病的研究。预防医学和比较医学已成

为兽医和医学共同发展的学科。 兽医学专业的毕业生能在兽

医业务部门、动物生产单位及有关部门从事兽医、动物防疫

检疫、教学与科研等工作。另外，由于兽医学的研究手段和

试验方法与人类医学方面十分相近，人类医学相关专业的毕

业生可从事的很多工作，兽医学的毕业生也都是可以胜任的

。 专业推荐预防兽医学 推荐理由：应用面广，发展空间巨大 

预防兽医学是研究动物传染病和动物寄生虫病的病原特性、

致病机理、流行规律、疾病诊断以及预防、控制的原理与技

术的科学，它不仅关注动物保健，还直接服务于公共卫生、

动物防疫检疫、诊断诊疗、生物制品及环境保护等领域。

近20年来，我国预防兽医学的整体水平得到了很大提高，但

在很多方面还与国际先进水平存在很大差距，所以发展的空

间还很大。例如，随着“疯牛病”、“二恶英污染”等事件

的发生，动物性食品中有毒有害物质的污染问题越来越引人

关注，食品安全生产和检测技术的研究也成为兽医学专业的

热点领域。在畜禽饲养的过程中如何进行疫病预防和控制、

降低疾病风险、创造健康的饲养环境等都是兽医学要解决的

问题。 院校推荐扬州大学 国家重点学科是江苏省首批建设的

省级重点学科、农业部重点学科和扬州大学标志性学科，设

有农业部畜禽传染病重点开放实验室、江苏省动物预防医学

重点实验室。扬州大学预防兽医学取得了一批影响重大的成

果，如用自行分离鉴定和系统筛选的毒株，研制出对不同品

种和年龄的鸡安全而免疫效力高的禽流感灭活疫苗，是国内



第一个获得国家新兽药证书和批准正式生产的禽流感疫苗。 

畜牧学实力较强的院校还有中国农业大学、南京农业大学、

华中农业大学、华南农业大学、东北农业大学、西北农林科

技大学、浙江大学、四川农业大学等。 相关专业新闻 除以上

介绍的专业外，农学门下的一级学科还有林学、水产学、农

业工程学、农业经济学等。目前，林业科学和水产科学已形

成相对独立的学科体系，一般高校都单独设立二级学院进行

管理。农业机械学与机械自动化专业交叉明显，是比较好的

跨考选择。 林学 林学研究的是森林的生长发育、结构与功能

，探求如何对森林进行培育、管理、保护和利用。毕业生可

从事各级林业部门的行政管理工作，或到环保部门、森林公

园、林业行政部门及林业企业等部门从事科研、生产和管理

工作。木材科学与工程的家具与室内设计方向是该学科的热

门，就业前景好，就业率高，百考试题。 水产学 水产学是以

水产经济动植物，如鱼、贝、海藻等为研究对象，研究水产

经济动植物的应用、开发、经营管理及开发新型渔业技术的

科学。毕业生可到水产部门从事水产品的增殖、养殖、保藏

加工利用工作，也可从事渔业技术设备研究、制造工作，还

可到海洋、海运、轻工、外贸、环保等部门从事科研工作。 

农业工程学 农业工程学是现代农业生物学和现代工程学相结

合的一门应用科学。其二级学科包括农业机械化工程、农业

水土工程、农业电气化与自动化、农业机械系统理论与设计

等。该专业能从事农业机械设计、维修、推广工作，也可以

参加水利部门的公务员考试，从事水利工程的规划管理等方

面的工作。 编辑特别推荐： 新生必读：2010年考研报考知识

全集连载汇总 2010年考研报考攻略 报考指南：备战2010年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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