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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研究:
视角、维度及其反思
摇
万江红摇 朱良瑛

摘摇 要: 中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研究随着实践进程中农民合作难的问题凸显而逐渐展

开。 国内外的研究者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开展了多视角、多维度的研究,研究成果主要体

现在何谓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即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概念和发展现状、为何发展农民合作

经济组织即组织发展的必要性、如何发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即组织的发展规范、路径选择

与政府角色研究三个方面。
关键词: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 发展现状; 规范; 路径; 政府角色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从 1844 年罗虚戴尔镇公平先锋社为开端,迄今已有 170 年历

史,众多学者对合作经济组织这一组织形态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如 Cook,1995;Harries,
1996;Fulton,1995;Helmberge,1962;Tennbakk,1995;Hendrikse and Bijmna,2002)。 国内学

者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关注与研究始于其对农村社会发展过程中农民合作困难的反

思。 在新中国成立前,以梁漱溟、晏阳初为代表的乡村建设学派和以费孝通为代表的结构

人类学派的学院式研究,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实践,都基于自身的研究或工作实践

对农民合作问题进行了持久的关注。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随着农村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农民合作难的问题再次凸

显,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体系的重建亦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伴随国家对农民合作经

济组织发展扶持力度的加大,特别是 2007 年《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实施后,农民合作经济

组织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其自身亦由放任的、多元化的组织形态向合法化的社会服务性组

织转变。 以农民专业合作社为代表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得以迅速发展,据国家工商总局

公布的数据显示,至 2012 年底,农民专业合作社已达到 68. 9 万家,比上年底增长 32郾 07%,
出资总额 1. 1 万亿元,增长 52. 07% 。 基于对中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培育与发展的反思,
国内外的研究者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开展了多视角、多维度的研究,本文即以既有对中国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研究文献为基础,梳理既有研究所形成的研究思路,并在此基础上进

行反思,以期为这一主题未来的研究指出可能的路径。

一、 何谓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概念与现状

(一)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概念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概念存在争议,使用名称繁多,如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农业合作经

济组织等,英文语境中也有 Cooperatives、Agricultural Cooperatives 和 Farmer Cooperatives 等

不同称谓。 虽然不同的词汇所表达的意思有所不同,但其都试图运用这些不同的词汇来

指涉“以互助合作为宗旨的农村经济组织冶。 时下流行的如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村专业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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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协会、农产品行业协会等均属于其次一级概念,属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具体类型。
由于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历史跨度较长,而不同阶段的农村组织体系和组织状况又有很大差异,因

此,研究者们在界定合作社的外延上仍然存在两个明显的分歧。
第一,集体经济组织是否具有合作经济组织性质。 在党和国家政策文件中,集体经济组织与合作经

济组织这两个概念的边界一直不清,在很多时候两个概念处于混用状态,政府官员认为集体经济即等同

于合作经济。 对此,部分学者则提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不具备合作组织性质。 如,韩俊(1998)从合作

经济的性质分析,指出合作经济本质上是以私人产权为基础的交易联合,而传统集体经济否认私人产

权,仅仅只是财产的合并;郑有贵(2003)则从合作化运动的历史角度,阐明中国在建立高级社和人民公

社过程中,合作化运动多数是通过政治或行政手段强制推行,农民入社时并未遵循自愿原则,财产也是

粗暴的“归大堆冶,合作社的自主性并未得到体现,因此,基于此转化的集体经济组织不能称之为合作组

织。 事实上,集体经济组织的内涵在中国不同时期有所不同,是否具有合作经济的性质要依据其在不同

时期具体情况而定,不应一概而论。
第二,对社区合作经济组织的性质存在争议。 范小健(1999)将社区合作经济组织作为农村合作经

济组织的三种形式之一,郑有贵(2003)认为社区合作经济组织或者区域合作经济组织是传统集体经济

组织改革后在农村的体现,传统集体经济组织不具备合作经济组织性质,自然社区经济组织也谈不上是

合作经济组织。 社区合作经济组织的特殊性和各地情况复杂性导致学者对此一直存在不同意见。
虽然研究者存在上述分歧,但在彼此的互动中,研究者亦达成了两点共识:一是承认集体经济组织

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冯开文(2010)系统分析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重要地位。 还有学者进一步指出,
恢复和健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对于巩固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和社会主义公有制、保障 9 亿农民的基本

权益、维护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有着重要意义。 但是 1984 年以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呈日趋弱化

或边缘化之势,有必要尽快健全集体经济组织,加大政策扶持力度,以便为提高现代农业组织化程度和

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奠定基础(关锐捷、黎阳、郑有贵,2011)。 二是关于信用合作社和供销合作社,学者

一致认为在初期其与农户结合紧密,发挥了合作组织的性质,但后来就脱离了农民,经过改革但仍然难

以发展成为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不过可以继续发挥其组织资源的作用(韩俊,1998)。 王春晓(2013)
指出农村信用合作社作为向农民提供金融服务的重要机构,对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但伴

随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农村信用合作社需要向合作银行转型。 周清杰(2012)对供销合作社的性质进

行分析,指出供销合作社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的一类特殊流通组织。 由于法律法规的缺失,
导致供销合作社的经济属性模糊。 根据国家相关政策的精神,供销合作社为集体经济性质。 然而,考察

供销合作社的历史演变可以看出,供销合作社只是名义上的合作经济组织。 按照中国的经济现实,供销

合作社应是处在政府、市场和农民之间,亦民、亦官、亦商的特殊经济组织。
(二)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现状

学者主要运用实证研究方法总结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现状。 从地区看,山东、浙江、江苏等东

部地区专业合作社发展较快,规模较大;从服务内容看,主要侧重于销售、加工、技术三个方面;从组建方

式看,既有由农村专业大户、技术能手和农民经纪人领办、农业龙头企业与农民联办、供销、农技等涉农

部门牵头兴办的专业合作社,也有由农产品专业协会引导或直接转制而成的合作社;从资金来源看,依
托各类涉农经济组织成立的专业合作社,资金方面直接得到了各级政府的支持(黄瑾,2006)。

对当前农村合作经济组织面临的问题,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得出了较为一致的结论。 一是农民合

作经济组织本身依然存在契约困境、管理机制不完善、利益分配存在争议、组织认同较差、资金短缺、规
模小、服务内容单一等问题(郭红东,2004;孔祥智,2003),组织内部缺乏激励机制(刘宇翔,2011)。 二是组织

发展环境限制多,缺乏有效的政策支持、管理体制不畅通等(黄祖辉等,2002)。 就目前的发展现状,农民

合作经济组织主要是基于农民自愿而不是强制基础上组织起来的,大多还不具备国际公认的合作组织

基本特征,因而有学者称之为异化的合作组织(应瑞瑶,2002),或者是具有合作行为的组织,不是真正的

合作组织(苑鹏,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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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为何发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多维视角的分析

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被不同的研究者赋予了不同的意义,不同学科的研究者基于自身的学科视角

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培育与发展的必要性进行了细致的分析。
(一) 经济学的视角

经济学角度的研究将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视为一种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方式,合作社是社员共有资产

的剩余决策权和所有权的治理结构(徐旭初,2012);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农业产业化的需要(周立群、曹利

群,2001;王敬培,2011);是农户应对国际竞争的选择尤其是加入 WTO 后带来的挑战(张晓山,2002;吴志雄,

2004;王庆、柯珍堂,2010);是解决小农户与大市场矛盾的途径(郭晓鸣,2004),是连接农民与市场的桥梁(王

金山,2002)。 其中最为典型者是冯开文,他在梳理中国历史上和现实中的合作经济组织的制度变迁进程

后指出,“没有农民的经济组织加入的产业化,就不可能实现各产业间的平均利润率,就只能是一场一

开始就不公平也就注定要走向失败的‘游戏爷……农业产业化注定应该是建立在农民的经济组织———
合作社的基础之上。冶(冯开文,2010)

有学者从节约交易费用的角度阐释农村合作组织的产生(尤庆国、林万龙,2005),而朱锦(2010)则进

一步指出,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是伴随农业产业结构调整而衍生出来的一种中介组织。 当其以中间变量

形式存在于农村金融组织与农户之间后,便可以通过其组织职能、载体职能及中介与服务职能来有效地

降低农村金融交易成本,增进农户融资绩效。
(二) 政治学和社会学的视角

政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多从文化多元性的角度分析民间社会互助合作实践在历史变迁中的境遇,
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王铭铭通过对两个家族支配村落内的农民合作进行研究,阐释民间文化的内涵、制
度、历史、实践及其在现代的境遇和前景(王铭铭,1997:1鄄10、2004:200)。 温铁军(2006)则从社会功能的角

度指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形成将会弥补国家退出农村后农村社会组织的空白,遏制家族势力、宗教势

力等发展带来的问题。
在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培育方面,一部分研究却表达了对农民合作的悲观。 曹锦清在对河南农村的

走访调查中首次明确地对当前中国农民合作难问题进行了研究,他认为中国传统村落里的农民没有

“共同体意识冶,中国村落农民历来“善分不善合冶(曹锦清,2000:600鄄672)。 亦有学者提出革命运动和市场

经济对乡村社会内部传统的打击,使得农民不再受到传统的组织力量与文化力量的约束,导致平等协商

的契约型合作成本过高,这些构成了当前合作的困境(贺雪峰,2004:116鄄122)。 不仅如此,当前农村社会普

遍存在的农业生产“兼业性冶客观上造成了农民对任何一种农产品的依赖性都不高,这就降低了农民借

助组织的力量保护农产品市场和农产品价格的动机(张兆署,2009)。 由此路径,若要推动农村社会组织

的发展,不仅要培育村庄内部的社会资本,而且还需要建立一种农业分工体系,实现从“兼农冶向“专农冶
的转变,在分工的基础上走向自发的组织与合作。 与此不同,仝志辉(2007)提出,村庄内的派性可以作

为农村组织建设的资源加以利用,这促使研究者反思原有的对农村组织建设资源的僵化理解,从而把视

野真正投向实际的农村社会生活和农民人际间关系网络。

三、 如何发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规范、路径与政府角色

(一) 发展规范

在发展与规范上,学术界讨论较多的是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普遍认为其发展原则的设计应该在坚

持国际公认的合作原则基础上根据中国的具体实际情况来确定,但是具体在如何看待国际公认的合作

原则和如何发展与规范中国农民合作组织上还存在争议。 有人认为合作社立法应当以国际公认的合作

社原则为基准,规范合作社发展,即先规范后发展的观点;也有人提出合作社立法应当尊重农民创造,使
之更适合国情,即先发展后规范的观点(黄瑾,2006)。 吴志雄(2004)等从辅助农民弱势群体理念出发,认
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处于初级发展阶段时,在相关制度规范方面上应能放就放、能活就活,内容精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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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制度创新发展留够制度空间,将最广泛的农民合作与联合作为其发展的重点。
(二) 路径选择

在合作组织模式与路径选择上,经济学的观点集中在推动农业产业化的思路下考虑农民合作经济

组织的模式,注重合作效率。 刘劲松(2004)从解决农产品的流通问题出发,认为在生产主体型、流通服

务主体型和综合型这三种合作组织中,流通服务主体型合作组织在中国的适用范围将会越来越广、所起

作用也会越来越大。 范小健(1999)从东亚地区人多地少的共同特点出发,认为日本农协模式比较适合

中国,中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应该是供销、信用、技术服务三位一体的综合性合作社,同时将社区合作融

入其中,带动农户,综合发展。 杜吟棠和潘劲(2000)提出股份合作经济组织更适合中国国情。 生秀东

(2007)运用交易费用理论分析,农业产业化模式由“公司+农户冶向“公司+合作社+农户冶不断演进,正
是为了克服合作社契约困境。 社会学、人类学和政治学的观点注重农民合作组织的合法性,将农民合作

经济组织的发展放到社会转型的角度去思考,贺雪峰(2004)认为当前农民合作己无法从村庄内部自发

地生成,可以考虑外生型的合作组织,可以通过县乡体制的改革来提高农民合作能力,提供公共物品,实
现村庄秩序。 金太军(2004)认为可以通过拓展农民的合作网络,建立跨村落、跨乡镇或县域的农民组

织,提高农民的合作能力。 胡宜(2004)认为理解乡村农民合作或合作经济主要有四个维度:拿什么来

进行合作(即合作资源问题)、拿多少和怎么拿(即合作成本问题)、如何避免有人不拿或少拿(即“搭便

车冶问题)以及由谁来组织和控制整个有效的合作过程。
(三) 政府角色

关于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建设中的政府角色问题,有三种观点:第一,政府的重要作用是不容置疑的。
改革开放以来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兴起和发展,既非政府推行的强制性制度创新,也非农民自发行动创

造的诱致性制度创新,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的政府主导性制度创新(黄祖辉,2002)。 第二,政府在合作组织

建设中存在问题,主要表现在政府法规滞后(韩俊,1998),角色错位、缺位(贺雪峰,2003);第三,政府应该发

挥作用,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进行必要的扶持引导,但不要强制、干涉(郭晓鸣、曾旭辉,2005)。 但也有学

者从提供公共物品角度强调政府的介入(罗兴佐,2005)。 总体而言,政府与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角色还

有待进一步定位和协调。

四、 中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研究的特征与发展反思

综上所述,可以得到一个重要共识,“农民合作难冶的问题长期存在,研究问题导向随着社会变迁已

经有所转变,研究问题已经由当初缺乏合作组织转化为合作组织异化或者两者并存。 中国农民合作经

济组织研究的重要性日益凸显,重建中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体系,解决中国农民合作难的问题已经成为

中国农村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这一旨趣已从最初经济学扩展到了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法学

等学科,并且涌现了一批富有成效的成果。 概而论之,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研究视角上,经济学的理性人视角、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的合法性分析、政治学的国家-社会

分析、法学的制度分析和历史学对合作化运动史的分析等都从不同侧面触及到不同阶段、不同合作组织

形态的生存逻辑,其中不乏经典的理论框架,如社会史和地方史中的文化转向、内卷化、公共领域、权力

的文化网络、人类学对地方性知识的关注等,这些都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启发。 但是

这些思路多数只对某一历史阶段或某一种具体的农民合作组织形态进行分析,并且农民合作经济组织

的概念也存在时间局限性,现有的分析概念和分析框架中无法囊括诸多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形态。 因

此,相对于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这样一个涵盖诸多社会事实组织形态的概念而言,现有解释具有碎片化的

特点,只能解释特定时空的特定组织形态的生存逻辑,还无法系统地勾勒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形式变迁

的特点和内在的理路。
第二,研究问题上,现有研究倾向于对社会变迁中组织发展所面临的新问题进行描述和解释,如从

政策层面对建国后合作社与对合作化运动的分析、对改革开放以后农民合作难现象的分析、对新农村建

设时期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尤其是农民专业合作社与农村专业协会等发展现状及其问题的描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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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如此以来,不同历史时期组织变迁的动力与原因缺乏一个完整的连续系统,类型学上的农民合作经

济组织的变迁研究成为了被掩盖的遗留问题,这些都需要进一步进行充分研究。
第三,研究对象的选择上,侧重于对现代意义的合作社建设进行讨论,对历史上存在的合作社的研

究多从制度层面进行否定批判,对于其合理性与历史贡献肯定不足,对于组织生命周期与组织消亡缺乏

系统研究;对新型合作社的研究则侧重于事实描述与原因分析,虽然对理解和改变当前农民合作难问题

不乏有现实的启发意义,但这些研究大多停留于实践层面和一些具体的兴趣点的研究上,没有形成系统

的理论体系。
第四,研究方法上,方法论上经历了由马克思主义向实证主义进而向实证与人文主义并存的转变。

在早期合作社与合作化运动的分析中多采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范式,研究资料多取自于制度文本等历

史文献;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农民合作问题的研究倾向于实证主义,资料的来源逐渐多元化,不仅有文献

资料,而且学者们多走出书斋,走进农村,收集第一手的实证调查资料,尤其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利用问卷、量表、访谈等调查工具收集变迁农村的组织研究逐渐增多;在 2000 年以后,人文主义的研究

范式逐渐运用于农村合作组织的研究,出现了实证主义与人文主义并存的局面。 但整体而言,量化研究

尤其是对新时期专业合作社的现状描述仍然是多数学者的首选,量化研究与质性研究相结合仍是今后

研究的着力点。
总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与研究既要考虑国际合作原则,也要充分探索中国的本土特色和本

土经验,进而提出能够指导中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实践的理论,此乃时代对学者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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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long with the rise of the practical problem of difficult cooperation among farmers,the study of farmer coopera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 has become one of the most appealing topics. The main research results manifest in following aspects:
what is a farmer coopera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 (the concept and development status of the organization),why the farmer
coopera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 is important ( the analysis of the necessity of developing the organization),and how to
develop a farmer coopera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 (the development standards,path selection of the organization and the role
of government). However,the study also has shortcomings in systematically illustrating of the features of the change and the
intrinsic logic of the organization, establishing solid theoretical frameworks of rural organizations and the combination of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research,which will be the focus of future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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