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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功能实现、经验总结与政策启示 

——基于贵州省纳雍县九黎凤苎麻 

合作社的个案分析1 

任晓冬，张国锋，薛俊雷 

【摘 要】：当前，关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功能实现研究，大多数学者主要从经济学的角度探讨合作社的运行机

制和存在合理性。随着实践的发展和研究的深入，探讨“附着”在合作社经济功能之上的社会功能，以及其他功能

也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本文基于对贵州纳雍县九黎凤苎麻合作社的实地调研，发现九黎凤苎麻合作社实现了经济、

社会和生态“三位一体” 的功能效应，并在合作社的机构职责管理、经济效益兼顾公共利益、坚持可持续发展理

念、能人威信和传统寨老组织相联结等方面有着独特的运作机制和经验特色，最后对贵州喀斯特地区合作社的可持

续经营与发展，提出了几点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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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农民合作社最主要的功能在于提供经济服务，多数学者从经济学的角度探讨合作社的运行机制和存在合理性。[1～4]但是随着

实践的发展和研究的深入，“附着”在合作社经济功能之上的社会功能与其他功能在近几年也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5～8]特别在

当今农村管理机构缺位、农民原子化严重以及村庄舆论逐渐失去约束力的情况下，合作社能够在为农户带来经济利润的同时，

也会对农民科技文化素质的提高、培养现代农民意识、补位村庄管理机构，以及改善农村生态环境方面带来了积极的外部性影

响。
[9][10]

农民合作社的形式可以多种多样，但归根到底都是起到保护农民利益不受损、促进生产发展的作用，最终解决小生产与

大市场之间的矛盾。通过逐步完善和发挥农村合作社的各项功能，带动农村基层社会组织发展，实现经济、社会、生态协调共

生，对于欠发达以及贫困地区的发展来说，具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11～13]贵州地区以山地为主、地形结构复杂、破碎，是世界

上岩溶地貌发育最典型的地区之一。[14]独特的喀斯特地貌类型在赋予当地特有的自然生态之美景的同时，也为社会经济发展带

来诸多限制性因素；在农业方面表现为可耕地资源少、土层稀薄以及由于其地上地下双层结构所造成的地表水下渗严重所形成

的“降雨多、不够用”现象；社会层面看，农村地区由于交通、信息方面的限制，经济社会发展迟迟缓慢发展；从生态环境角

度讲，贵州喀斯特地区生态环境有较强的脆弱性，主要表现为地表崎岖、岩石裸露、成土速度慢、区内植物生长稀少、水土流

失严重等，生态环境一旦遭到破坏就很难在短时间内得到修复，[15]因此，对于该地区生态环境的保护方式比其他地区显得更为

谨慎。由于喀斯特地理条件以及生态环境的限制，特别是水土流失严重导致的生产力低下，以及人多地少的现实困境，导致喀

斯特地区的农民合作社在实际的生产、组织与运营过程中，面临着功能单一、抗风险能力低、社会人才匮乏、资源分散、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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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等现实困难与挑战。如何提升喀斯特地区农民合作社的组织化程度与自我管理能力，促进当地产业发展和生态环境的保护，

这对当下喀斯特地区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提出了新的要求。为了考察贵州喀斯特地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功能实现、运作机制与农

村社会发展的关系，本文选取喀斯特石漠化地区——贵州省毕节市纳雍县龙场镇九黎凤苎麻合作社为实地调查点，总结和分析

了贵州喀斯特地区农民合作社的功能实现、绩效评价与政策启示。 

二、贵州纳雍县九黎凤苎麻合作社基本情况 

九黎凤苎麻合作社是贵州省毕节市纳雍县龙场镇杓座村罗家寨的一个农民专业合作社。龙场镇位于县城西北部，镇驻地距

县城约 35km。杓座村距镇政府 4千米，全村面积 6km2，526户，2319人，少数民族 1590人，以白族、苗族、蒙古族为主，占全

村总人口的 68.6%，杓座村共有 9 个村民小组，罗家寨村民构成以苗族为主的村寨，有 32 户，143 人，属于国家一类贫困村。

纳雍九黎凤苎麻合作社成立于 2010 年 11 月。最初由杓座村罗家寨罗某带头建立的合作社，罗某有多年种植苎麻、经营麻类产

品的经验；同时，罗家寨是一个传统苗族（小花苗）村落，寨老制度作为苗族人心目中的民间自治功能，依然在发挥作用。罗

某是罗家寨当地远近闻名的“自然领导”——寨老。罗某曾出去打过工，见多识广，组织能力也非常强。在访谈中了解到，合

作社由罗某发起，得到村民的响应，其中他的家族威望与当地苗族的传统寨老制度对于召集村民人社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可

以看出地方文化、能人精英与传统组织对于合作社的发起与组织有着重要的影响。 

苎麻属多年生植物，再生能力很强，由于根系发达，固土能力强，在喀斯特地区治理水土流失方面效果显著。[16]苎麻全身

是宝，苎麻叶可加工成蛋白质含量较高饲料，麻根含“苎麻酸”成份，有较高的医用价值，麻骨可作造纸和纺织品原料，苎麻

纤维是初生韧皮纤维，具有杨氏模量髙、聚合度大、单纤强力大等特点，苎麻织物与同规格的棉织物比较，透气性、散湿性、

硬挺性能都有明显优势。[17]苎麻在纳雍县种植历史历史悠久，其种植、工艺加工等跟苗族人民的生活关系深厚，是当地苗族农

耕文化和民俗文化的的重要的生产内容，与苗族婚嫁、祭祀、医疗、纺织、生活等息息相关。近年来，当地政府意识到苗族民

间苎麻工艺沉积着丰厚的民族文化，如果善于挖掘和开发，将有利于打造当地民族文化的品牌，促进民间手工产业的发展，从

而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当地少数民族地区脱贫致富，加快经济发展。 

雍县九黎凤苎麻合作社主要经营苎麻种植，苎麻工艺加工；苗族蜡染，刺绣，纺织；苗族文化传承，宣传，推广；农业生

产资料购买，运输，贮藏，销售等业务；目前合作社主要经营苎麻墙墙纸布、床上用品、洗浴用品、汽车坐垫等生活类产品，

传统苗服、现代服装等服饰类产品，以十大名画、苗族传统刺绣技艺为主的装饰类产品。据测算，苎麻进入丰产期后亩产 350

斤干麻、市场价 10 元/斤，亩产值 3500 元；通过合作社采后加工，1 斤干麻能加工 4 米麻布，市场价 20元/米，亩增加值可达

20000多元。合作社社员覆盖杓座、大营、小营、滑竹箐、犀牛洞五个村，其中，犀牛洞村主要承担苎麻育苗任务，其余四村承

担苎麻种植生产任务、计划种植苎麻 500亩，目前已种植 270亩，其中，有 150亩已能够生产，另外的 230亩计划 2017年 4月

份栽种完成。 

三、九黎凤苎麻合作社的功能实现 

1.经济功能的实现 

纳雍县九黎凤苎麻合作社组建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帮助社员实现经济效益的增长和贫困社员脱贫致富，该合作社主要以收购

社员苎麻、提供工作岗位、合作社利润分红三种方式帮助社员实现收入增长的目的。2010年，合作社理事长等人通过市场调研，

深入挖掘苎麻产品文化价值和环保功能，认为苎麻产业可作为村民脱贫致富的方式，因此回乡组织村民建立起九黎凤苎麻合作

社。社员以土地形式入股，按 5年 3000元/亩/股的形式入股，麻苗由合作社贷款购买提供给社员种植，合作社盈利后从社员的

分红中扣除，通过此种形式保证了没有资金的社员也能够享受到合作社带来的效益。社员苎麻收割后卖给合作社，以 2016年为

例，麻园平均亩产 350 斤麻纤，合作社收购价 10 元/斤，一亩地即可给社员增加 3500 元的收入。苎麻生长期长，一般在 50 年

以上，只要不更换品种，苎麻就可年复一年地生长；相比于种植玉米和土豆，苎麻是一种具有长久效益的经济作物。苎麻的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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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简单，只需栽种时施一次肥，以后每年追肥一次，成本大约 200元/年，栽种第二年就可收割；由于麻园地势高，病虫害较少，

同时，合作社也为社员提供太阳能杀虫灯，减轻了社员灭虫的成本。 

合作社为社员提供就业岗位，增加其经济收入，使部分家庭脱贫致富，又使民族传统手工艺这一文化瑰宝得以传承保护。

2016 年，在合作社就业的当地妇女有 68 人，主要从事纺线、织布等工作，其中由 28名苗族妇女历时 150 多天精心绣作十大名

画之《清明上河图》全长 33米，总宽 1.5米，用工 458.6万针，绣布重 25公斤，绣线重 20公斤。该作品成为目前为止世界上

最长的一幅刺绣作品，估价 180万元，28名妇女由此获得 34万元收入，月均收入 2400元/人。在农闲时合作社也会接收外来订

单，交给社员在家完成，通过走访获知，一名技术熟练的妇女可以 4天完成一件传统苗族服饰，每件售价 1500元〜2000元不等，

除掉材料成本 200元左右，每天可获得收入 325〜450元，农闲时可为家庭增收 2万元左右。此外，合作社还建立起比较规范的

利润分红模式，依据合作社章程，合作社在年末将会进行利润分红，分红占总利润的 70%，剩余 30%主要用于合作社发展资金储

备、购买机械设备和发放管理人员工资等。在 2016年度，合作社销售收入达 400万元，净利润 97万元，可分红 67.9万元；按

出资比例计算，若某社员人股 3亩麻园，年底可实现分红 1531元。通过调査发现，九黎凤苎麻合作社在收购社员苎麻、为社员

提供工作岗位和利润分红三个方面对社员增收具有明显的作用，发挥了合作社带动经济这一基本功能。 

2.社会功能的实现 

九黎凤苎麻合作社不仅是追求经济利益的组织，而且还承担起一定的社会责任，通过关爱留守儿童、对农户组织培训、修

建道路等活动，展现了合作社应有的社会使命。最近 10多年，农村外出务工人员逐渐增多，尤以青壮年劳动力为主，逐渐脱离

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困境，但随之而来的“留守儿童”问题已经成为很多外出务工人员的无奈，近几年，留守儿童人身安

全、心理健康、教育等问题频发，引发社会关注。2015 年 10月和 2016 年 3月，合作社与其中一大社员（复临公司）对六盘水

市水城县和合作社附近村庄的 450名留守儿童进行走访，发放衣服 260套，书包 260个，课外图书 300余册、学习用具若干等，

共计 67860元，尽力帮扶留守儿童解决一些困难，履行合作社的社会责任。 

能力培训是合作社每年一直坚持的工作，合作社与复临公司定期举办技能培训，邀请农民讲师对合社员进行培训，使社员

掌握苎麻种植、工艺加工、市场销售、技术管理等经验。目前，合作社已组织种植、纺织、财务管理等各项培训项目 14次，推

动了农村科技进步和劳动力素质提高，为合作社今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人才基础。道路建设既方便了社员苎麻运输，又方便了

村民日常出行。在合作社的规划中，要建设长 1.5km、宽 5.5m，连接合作社驻地与村委会门前水泥路的生产便道；该路段也是

连接两个寨子之间的必经之路，但是由于缺乏资金，工程迟迟没有开展，此项工作也由合作社向县财政提交专项资金申请，完

成后的生产便道，将会大大方便两个寨之间的运输往来。 

3.生态功能的实现 

苎麻根系发达、叶片覆盖率髙，苎麻属深根型植物，入土较深，一般入土达 50厘米以上，固土力特别强。苎麻对土壤的适

应性较强，平原、湖区、丘陵区、山区的各种土壤，都可种植。据观测结果显示：苎麻栽植第一年，苎麻地与原坡耕地的径流

系数和侵蚀强度基本上相同；从栽植苎麻的第二年起，无论是缓坡苎麻地，还是陡坡苎麻地，年径流系数都小于 0.06，年土壤

侵蚀强度小于 19t/km2，属微度侵蚀，所以苎麻保持水土有着相当不错的效果，是治理坡耕地和预防石漠化灾害的有益经济作物。 

苎麻在种植过程中，不使用化学类肥料、农药，以深施农家肥为主；在加工过程中，苎麻经过剥麻—清洗—脱胶—绩麻—

绞团—轻纱成线—梳麻—纺织—漂白—脱水—供干定型等工序，整个过程不使用任何化学物品，唯一产生的“垃圾”是经清洗

后沉淀的微细麻纤维，麻纤维将会与生活污水等进入收集池，经过发酵后作为苎麻的肥料。在工作隔音减震方面，苎麻工艺大

部分使用人工，就是机器设备，也是采用噪音源强较小的设备采取减震，隔音措施得当，车间采用双层隔声玻璃，不影响周边

群众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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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九黎凤苎麻合作社在充分利用当地自然资源、人文资源和政策资金扶持的基础上，通过收购社员苎麻、提供工作岗

位、合作社利润分红三种方式帮助贫困社员实现收入增长和脱贫致富；每年坚持能力培训、苎麻种植科普，并关爱留守儿童和

修筑公共道路；同时苎麻在当地的广泛种植，在某种程度上缓减了当地喀斯特地貌下的水土流失等生态问题，促进了当地坡耕

地治理并预防了石漠化灾害的进一步恶化，真正实现了合作社经济、社会、生态“三位一体”的功能效应。 

四、九黎凤苎麻合作社功能的经验总结与政策启示 

1.经验总结 

具体看来，九黎凤苎麻合作社“三位一体”的功能实现与经验特色，主要体现在合作社的机构职责管理、经济效益兼顾公

共利益、坚持可持续发展理念、能人威信和传统组织相联结等四方面。 

（1）机构组织合理，管理有序。合作社成立之初建立起了较为完善的组织体系，通过社员大会选举理事会、监事会等部门，

各司其职、科学管理；既维护了社员参与其中的民主权利，又保障合作社日常运营得到。合理的保障收购机制减少了社员因苎

麻卖不出去的担心，利润分红模式保障了社员公平交易，让社员有了自己的资产性收益；利润中有部分资金用于合作社自身建

设，如购买机械设备、书籍、聘请专家等，有力的保证了合作社的可持续发展。 

（2）经济效益兼顾公共利益。合作社通过组织技能培训，不仅是对文化技艺的传承，而且也增加了社员的经济收入，解决

了当地妇女就业问题。以布坎南的“俱乐部产品”的理论界定来看，九黎凤苎麻合作社提供的公共服务属于“准公共产品”，

但合作社对社员进行种植、纺织等培训并不只限于社员，未入社的村民也可参与，因此合作社也提供部分的“纯公共产品”，

各种培训等活动吸引了村民的加入；通过关爱留守儿童活动，展现了合作社应有的社会责任和担当，提升了合作社形象，增强

了社员的自我归属感。 

（3）产业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苎麻的种植对环境要求不高，根系发达，固土能力强，枝繁叶茂，减少了缺水地区土地的

水分蒸发，对于喀斯特地区石漠化修复、荒山绿化和坡耕地治理具有显著的作用。苎麻作为一种传统的服饰原料，具有挺括爽

滑、透气排汗、能抑制细菌滋生等特点，近些年来受人追捧；同时苎麻服饰大多以纯色为主、不经化学染色等工艺处理，减少

了对环境的破坏，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 

（4）能人威信和传统社会组织联结。从合作社领办人来看，九黎凤苎麻合作社属于能人大户领办型合作社，合作社理事长

拥有经营能力强、人脉广，在寨中树立了很髙的威信；同时当地传统的苗族寨老制度，在维护当地礼治秩序，参与村寨民间治

理，依然在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当能人治村与传统社会组织一起结合，我们可看到传统文化的力量在动员村民加入合作社、

参与生产管理等方面，往往发挥着高效和谐和一致团结的作用。这也是当地合作社能以成功组织、发展壮大的重要原因。 

2.政策启示 

总之，从经济、社会和生态“三位一体”的实现效益来看，九黎凤苎麻合作社目前是成功的。同时，对于贵州喀斯特地区

合作社可持续经营与发展，九黎凤苎麻合作社可带来几点政策启示：一是慎重发展大规模化农业经营，应结合该地区特殊的自

然地理环境和生物多样性特征，优先考虑发展立体农业、生态农业、观光农业的特殊农业形态；二是要加强合作社公共产品供

给能力建设。农民合作社不仅是生产要素的集合体，更是人的组合。合作社所提供的社会服务和技能培训也是非常必要的。通

过加强合作社公共产品供给能力建设，使农民组织化程度和应对市场风险的能力提高，具备一技之长，让其积极参与市场竞争，

实现其可持续发展；三是文化传承与经济发展并行不悖。合作社在发展过程中尤其要注意传统文化继承与经济利益发展的协调

问题，通过创新合作社发展模式、创新合作社经营品类，拓展文化产品市场销路，实现文化传承与经济效益双赢。另外，生态

保护可与合作社建设协同发展。 



 

5 

在以往的案例中，合作社作为一种经济组织形式多是只重视其经济运营情况，对于生态保护方面的关注比较少，往往造成

发展与污染破坏同步进行的情况，走上“发展在前规划在后”的老路；因此，在合作社的建设当中，要特别加强其生产、加工

等方面的环保监控，采取“先规划后发展”的新思维主导合作社建设，确保生态保护与合作社建设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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