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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农民合作社发展现状、困境的理论思考

——以湖南省合作社为例
1

陈崇於，陈俊磊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湖南 长沙 410004）

【摘 要】：我国是农业大国，在国际中的农业地位也名列前茅，且我国自古就有民以食为天，食以农为先的古

语，这句话充分说明农业对一个国家的重要性。农业是保障经济发展的基础铺垫，更是国家人民生命本能的维持保

障。为此，我国才会一直将农业建设放在重要位置，坚持特色主义社会产业国情大环境建设。随着一种类型农产品

或行业的提供，越来越多和农业相关人群进行了组织性自发建设，他们开始进行农业的自主管理及互助合作，也就

是今天我们探究的主体——农村合作社组织，其目的在于对国产农民经济的组合合作，促进国家农业经济的发展，

使农民得到利润的增收，并且带动农村人民渐渐走向富裕化生活农村合作社内容复杂多样，并且和国力及组织人员

的支持等因素密切相关，本文就湖南地区的农村合作社具体问题展开详细分析，希望可以加强湖南地区的农业产业

人才培养建设，促进农户的家庭收入，加快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步伐，全面促进小康社会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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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念界定及发展相关理论

1.1农村合作社

改革浪潮的涌现，让我国得到了合作组织的发展，国内学者也开始不断关注此类组织形式，并产生深刻了解。由于缺乏相

对统一理念和标准，因此合作组织的基本概念在不同学者那里得到了不同定义。总的来说，可以解释为，资源形成组织联合的

经济体制，社员通常为生产经营者，或是不用产品种类的生产拥有者。建立组织的目的在于对社员利益展开维护、发展组织利

益关系，但组织人员之间也存在一些自我服务、自主经营与负责盈亏的内容，这是合作社的典型特点。从先进角度来看，农民

合作社不失为一种现代企业制度，也是时局下的必然产物，一来，农民可以从那里得到相对的使用资金，进行工农产品的采购

与储藏、加工。二来，它可以将产品更好地推广于资产市场，盈利空间被大大扩张，在推动方面其组织形式具备积极作用。很

多学者的观点是，只要符合国际认可及社会发展规律的组织，只要出发点及基础定义是遵守原则性的，都可以叫做合作社。

1.2农村合作社的绩效评价

可以说组织进行经营的成果指标，是用来衡量合作社绩效的重要标准，也是在下一步发展下的铺垫基础。但同时这也是人

们最为争议的问题。随着发展的深入，合作社绩效评价也得到了巨大的优化与进步，其进入统计或计量评价阶段。现有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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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研究基本在思路上是非常同一的，都是以理论作为基础，然后建立绩效指标，最终用各种经济因素分析方法进行绩效评价

指标的同一处理，最后根据绩效规则作出合理评价，进行合作社经营活动的现状衡量。

2、浅析湖南农民合作社发展现状

2.1主要合作社类型

关于湖南省的农民合作社主要类型，有以下几类：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村专业经济协会及股份合作社三种。

2.2区别

上述三种合作社类型中，第一种是按照《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上的规定原则，进行的丁商管理部门登记人法人注册，属于

企业行为。这类企业的特点就是可以进行自主经营，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在可以不进行内部成员所有权关系改变的情况下集体

经营，是一种针对某种特定产品形成的功能型合作社。湖南省湘潭市最为典型的合作社代表就是生猪专业合作社，其规模较大，

也是各种利益结合共同体的共营企业。第二种，则是发展于我国的家庭联产承包制度上，具有群众性技术合作精神。特点是组

成成员都是自愿组成，具有三民特点，即民营、民办和民受益。典型的特点为政府实行自主，社会也为其捐赠，他们的资本主

要来源于服务收费，自身并没有什么财产所有权。他们的宗旨就是团体盈利和服务，具有一定的季节性与专业性。第三种，可

以说是在吸收前两种合作机制与制度的同时，进行了一定的裂变，是一种新型农企组织，也是以后我国社会的主要发展方向。

特点是所有的农民手中都会持有股份，基本上是人人都有，其次，其经济决策在模式上采用的是一人一票原则，基本上都是以

怎样实现最大化经济收益为主要目标。通过利润保障来进行每个成员的经济成本保障，实现经济收入的增加。这种合作社在当

下发展很快，且已经具备多样化种类。例如：悠闲观光及资产股份合作等形式都有。

3、合作社主要发展问题探究——以湖南湘潭为例

湖南省湘潭市在农民合作社发展上十分快速，其借助公司运作来带动合作社发展，大大推进了农民经济的建设步伐，并且

将以往的传统分散种养型的各自销售行为彻底摒弃，实现了一整套的从研究到加工运输一系列的完整产业链条建设，其中发展

最为迅速及最具优势代表的湘潭五大农民合作社产业，分别为生猪、蔬菜、湘莲、粮食及林业。根据笔者的各种考研观察，发

现这些产业发展尚处良好状态，但仍不可避免显现出-些发展缺陷问题，具体如下：

3.1缺乏政府支持

虽然中央对农民合作社发展十分重视，但在地方实施后，层层制度的强力衰减，地方政府实施起来的力度远没有想象中大，

主要表现在：其一，一些地方领导的错误认知，认为合作社不可与企业比较，所以对其关注不深。其二，支持政策不完善，出

台到具体实践内容时，会发现可操作性的政策并不多。虽然政府安排金额从 2011年的 10万，一路飙升到 2014年的 500万元，

但实际上 900多个合作社其实真正受到资金帮扶的并不多，只有 100多个，数目不到总数的十分之一。

3.2产业无带动力

从观察湘潭市的合作社发展会发现，虽然合作社的类型种类有很多，但规模却都大小不一，很多企业都没能做到产业的引

导、调整与规划，甚至还没有实现规模与产业化结构，要么产业发展不是很大，很多合作社开始出现产业不前的停滞现象，前

列产业没有很强的带动力。

3.3农民自身力量匮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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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农民就属于国家弱势群体，他们知识、文化及产业建设视野不是很全面，其实他们并非是合作社的建设主体。合作社

内的非农人口占比较大，具有主导优势的地位，而那些真正的农产人员，其实是收入薄弱的，农民因资金的缺乏、经济的薄弱，

造成他们本身的内生力量不够，大量非农资金流入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潜在威胁，大多数农民都被非农管理层控制。

3.4制度不够完善

虽然说到制度问题已经是老生常谈，但这确实是非常难以解决的问题，国家任何制度法律的诞生，都需要长久的实践与改

善，常常出现的仍旧是因条件不完善，而产生的制度不全现象，管理制度规范的缺乏必然会带来管理上的诸多问题，也存在一

定漏洞。另外，组织机构单一简单化，无明确定位也是目前合作社出现的问题之一，具有很大的机制随意性。

3.5品牌效应低

纵观我国湖南省的农产品牌，很多都出现在开放市场中，但真正的农产品牌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涉及商业注册的品牌非常

多，可达 500 多个，例如“老湘潭”及“湘莲之乡”等，但是产品都因为规模不够而丧失了市场竞争优势，品牌效应不足，这

些产品基本无缘占领高端市场，同时具有的有力竞争对手太多，例如：烟台红富士、新疆和田枣及西湖龙井等名品。由此可见，

湖南自身的品牌制度名并不高，难以产生大效应。

4、对湖南农民合作社的发展思考

为积极引导我国农民合作社快速创新、发展，早日完善农产建设体系，就以上出现的各种优势产业中的发展缺陷问题，笔

者思考可制定以下发展策略：

4.1政府积极引导与产业项目带动

其一，政府应当用积极引导方式，予以农村合作法律的健全，做到在完善规章制度的同时实事求是，为农民发展解决困难。

其二，加大合作社内容的宣传和教育。对不了解合作社的人进行讲解，提高认知水平与合作意识，政府还可以积极借用传媒力

量，打开舆论通道，让更多的人积极参与到合作社建设中来。

4.2筹资渠道放宽，提高农民主体地位

对于没有资金投入的农民，可以为其提供多种融资渠道，对一些愿意技术入股的人员，应该提供政策支持。放手让农民进

行经济建设的实现，真心实意地为他们提供更多帮助，对他们的发展负责。并下意识地提高农民在合作中的主体地位，渐渐改

善他们一直以来的低级位置，积极提高他们对政府的信任度及合作社参与热情。

4.3规范管理、培养人才、产业带动

在制度健全的基础上，积极进行大批人才引入，坚持对有用之处的培养与“留住”，尽可量对涉及农产方面内容的高质量

人员给予优厚待遇，争取做到合作社的“技术”与“体制”管理同在，从各方面规范基础开始做起，发展及完善合作社有机整

体的全部内容。同时实现以产业带动产业，尽量打造优秀知名品牌，提高地区农产知名度，树立湖南地区高端农产市场标杆形

象。

5、总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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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农村合作社的概念及建设意义，以及推进其进行全面发展的相关内容，本文都有所叙述，希望可以给予我国农村合作

社更多宝贵借鉴作用，也希望湖南省农村合作社可以经过一系列合作建设调整，在全国范围内可以起到农业发展带头作用，引

领我国农业走向更深远的发展道路，将我国的农民合作品牌立于同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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