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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专业合作社规范化建设的思考

田易加（江苏省扬中市委办公室）

近年来，扬中市不断深化农村改革,大力推动农业生产经营机制创新,加快发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有

效提高了农民组织化程度，促进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至 2016 年底，全市经登记注册的农民合作社总数

达到 305 个，入社农户数 6.82 万个，占总农户的比重为 85.2%。其中，农地股份合作社 39 个,入社农户 1.41

万户；社区股份合作社 15个，入社农户数 3.42 万户；农民专业合作 251 个,入社农户数 1.59 万户。

发展现状

创办主体多元化。合作社主要类型包括：由长期从事种养、运销、生产、经纪等方面的能人或专业大

户领办；由村组干部利用技术、资金、服务、信息等优势组织创办；由农产品加工流通企业利用其加工、

品牌、营销等牵头兴办。多元化主体兴办合作社，使合作社涉及不同领域，呈现不同特色,发挥不同作用。

经营范围扩大化。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经营范围已从传统的种养业逐步扩大到农机服务、市场营销、休

闲观光等产业。农民专业合作社规模按成员人数划分，100~500 人的 108 家，50~100 人的 25家，50人以

下的 118 家。

经营产业特色化。扬中市农民专业合作社按产业分,从事粮食种植的 83 家，林业 15 家，畜牧业 43 家，

渔业 45家，农机及服务业 45 家，产业特色十分明显。

服务形式多样化。由农户出资、出劳或出土地组建的专业合作社或股份合作社，利润按产品销售额或

入股股金进行分配;通过建立经营实体,在产前、产中、产后为会员提供种子、技术、农资、销售等一条龙

服务；还有以技术研发和实用技术推广为主，为会员提供技术指导和信息服务的专业技术协会。

主要成效

促进了农业产业化经营。通过“合作社+基地+农户”等经营模式，将千家万户的小生产与千变万化的

大市场紧密联系起来，提升了蔬菜园艺、特种水产等髙效农业规模化、集约化、产业化水平。为了发展壮

大具有扬中特色的秧草产业，通过土地流转,建立秧草生产基地,对合作社成员“三统一”技术指导服务，

进行产品深加工，拉长秧草产业链。全市各类秧草专业合作社 20 家，建有秧草设施栽培基地 4000 多亩，

年销售 5000 多万元，有力提升了当地秧草产业化经营水平和市场竞争能力。

提升了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按照综合配套、全程覆盖的要求,积极发展农业生产服务性合作组织,为

农户提供产前、产中、产后系列专业化服务。如西来桥镇民生植保专业合作社、三茅街道兴阳农机专业合

作社、油坊镇锦润育秧专业合作社等农业生产性服务组织，为粮食生产农户、家庭农场、合作社提供机耕

机收、病虫害统防统治、育秧机插等服务。全市各类农业生产性服务合作社有 45 家，有效服务面积达 80%

以上,既降低了农业生产成本,又提高了农业生产组织化程度和标准化生产水平。带动了农民增收致富。通

过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一方面,为合作社成员统一提供生产资料供应、统一技术指导、统一产品销售等服

务，有效降低了农业生产成本。成员通过盈余分配、二次返利等直接增加了收入;另一方面，培育和造就了

一批能人和农民企业家，促进了农村富余劳动力就地转移就业，提高了农民经营性收入。西来桥镇秦桂兰

柳编专业合作社,十多年来主动吸纳和帮助周边的贫困农民、下岗职工、残疾人,带动柳器编织户 380 余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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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纳就业 560 多人，既扩大了市场，又解决了富余人员的就业问题。推进了示范合作社的创建活动。根据

合作社的产业性质、规模、人员素质、运行模式等进行分类排序，并按规范化建设要求,进行分类指导。深

入开展“服务成员好、经营收益好、利益分配好、民主管理好、示范带动好”为主要内容的“五好”农民

专业合作社示范社创建活动。目前全市已成功创建省级“五好”示范社 6家、镇江市级示范社 13 家。对首

次创成的省“五好”专业合作社且成员 100 人以上、带动农民增收 500 户以上的，市财政给予 10 万元的奖

励。积极为示范合作社争取中央、省、市财政支持，扶持资金近 1000 万元,进一步增强了合作社发展能力

和建设水平。

存在问题

经济实力不强。目前，大多数合作社规模小、实力弱，50人以下的合作社很多。有相当一部分合作社

受自身资金、技术等条件的限制，不能按章程要求开展合作，有的只能提供一些技术、信息方面的服务，

统一购买生产资料、统一销售产品的合作社不多，导致合作社运作水平不高，规模和效益都上不去，带动

能力不强。

规范化程度不高。虽然大多数合作社组织机构、章程制度比较健全,但执行制度不够严格，运行管理不

够民主，利益分配不够合理，内部管理水平有待提高。有少数合作社办社目的不明确，成立之初只是为了

获取国家优惠政策，争取项目扶持资金。有的合作社没有建账或与企业财务混在一起；有的虽有账，但未

按合作社要求建账记账,科目不准确，票据不规范,手续不齐全。

缺乏资金及人才。不少合作社经济基础薄弱，盈利能力不高，又缺乏到金融部门贷款的担保、抵押物，

导致发展资金不足，影响了合作社规模的扩大和服务水平的提升。合作社管理者素质参差不齐，成员文化

水平相对不高,合作意识不强,缺乏懂技术、会管理、善经营的人才。

对策建议

建立健全三个机制。一是内部运行机制。进一步建立健全“三会”组织，完善规章制度，规范运行机

制。充分调动核心成员和一般成员两方面的积极性,真正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联结机制。二是运

行监测机制。凡是列入申报财政优先扶持名录的农民合作社，都纳入日常运行情况监测范围。对已评定为

省、市示范社的合作社重点实行动态管理，提升办社质量、示范水平和带动能力。三是合理退出机制。现

有合作社要认真进行梳理，加强分类指导。对家庭农场特征明显的合作社引导转制为家庭农场;对略有差距

尚未列入名录的专业合作社，指导其完善规章制度，规范组织运行；对有名无实的专业合作社，经过指导

仍不能达标的，劝其注销退出。

重点推进三项举措。一是深化示范社建设。对已经评定为省及镇江市级的示范合作社加强跟踪监测,

加快提档升级；对其他合作社引导和鼓励，使更多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成为省、市示范合作社。二是强化政

策导向。继续加大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财政扶持力度，凡符合规范化建设条件的专业合作社,优先申报省、

市财政扶持项目，为农民合作社规范发展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三是加快人才队伍建设。建立健全农民合

作社理事长、财会人员和业务骨干培训制度，提升合作社运行质量。积极鼓励农技人员、农村能人等领头

创办农民合作社，支持大中专毕业生到农民合作社工作，不断提升合作社的经营管理水平。

强化落实三个保障。一是高度统一认识。全市上下统一思想认识，重视和支持农民合作社规范化建设。

加强对农民合作社规范化建设的宣传引导，营造良好环境。二是加强组织领导。农经部门充分履行牵头部

门职责，强化指导服务。各相关部门明确职责，密切协调配合，合力推进农民合作社规范化建设。三是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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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督查指导。切实加强市、镇两级合作社辅导员队伍建设，落实区域责任制,帮助合作社搞好规范化建设。

加大指导督查力度，共同营造有利于农民合作社发展的良好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