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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县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路径研究 

吴少群
1
 

（凤凰县委党校，湖南 湘西 416200） 

【摘 要】：农民专业合作社在新时期对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推动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本文以凤凰县

农民专业合作社为例，深入开展实地调研，全面总结梳理当前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实际发展现状，概况提炼其在发展

期间存在的问题，并理论联系实践，针对其所存问题提出具有针对性、科学性和可操作的对策建议，进而助力其提

升市场核心竞争力，减少农民受灾风险，促进合作社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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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农村和农业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民合作社在提升农产品品质、整合生产资源并降低生产成本、发挥规模效应等方

面有着较大的市场竞争优势。因此，深入研究我县农民合作社的现状，深度剖析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并针对性的提出改善意见

对高效推动我县农民合作社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也是当前推动农村经济增长、助力精准脱贫的时代要求，是我省加

快建成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一个重要措施。 

1 凤凰县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涵义及基本概况 

1.1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涵义 

农民专业合作社是一种村民自主自愿、联合管理、共同发展的互助型经济组织，其以“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自主经营”为基

本条件，以民主自愿为基本原则，以农产品生产经营的相同为立足点，以“专业化”为突出特色，是新时期整合农村经济发展

资源，加快推进农村经济发展的时代产物。 

1.2凤凰县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基本概况 

凤凰县是有名的山区县，因地处湘西，自古就有着“八山一水一分田”名号，农业经济基础较为薄弱，发展动力严重不足。

十八大以来，为稳固农业发展根本，增加农村农民收入，凤凰县鼓励推动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截至到 2017年 5月份，登记

注册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已经达到 282 家，在领办主体中：农民领办 273 个（其中村主干 47 个）、大学生村官 2 个、下岗职工 2

个、居民 5个，没有企业、基层农技组织和其它等主体。 

目前合作社的成立带动入社农户 6517 人，非入社农户数 3045 户。并且合作社的成立使得社员年均收入高于非社员收入，

这便是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所带给农民增加收入的最真实功效。同时，当前我县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仍然处于初级阶段，不

仅覆盖面较小，入社农户数量不多，而且农户农民参与合作社生产经营的广度和深度依然不足，农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没有很

好的激发，专业化、规范化亟需改进，规模效益、管理效益的发挥还有很大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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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凤凰县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现状及原因分析 

2.1凤凰县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现状 

2.1.1合作社数量逐年增多，村部收入增加 

据统计，截至 2017 年 7 月，凤凰县全县农民专业合作社共 424 家，较 2012 年同期增长了 300 家左右，合作社成员总数已

达到 7120户，同 2012年相比增加合作社成员 4258户，其中仅在 2017年 7月份和 8月份就分别新增专业合作社 68个和 74个，

收入 20万元以上村有 35个；收入 10万元以上村已达到 199个。 

2.1.2合作社品牌意识较强，名牌形象树立 

当前全县共有 6 个合作社各拥有 1 个产品注册商标，分别为凤凰县排云爱宕梨果业合作社的“爱宕梨”商标、凤凰县绿色

养殖专业合作社的“绿合”注册商标、凤凰县红心猕猴桃专业合作社的“FHHXMIIT”商标、凤凰县宏宇竹鼠养殖专业合作社的

“野小子”商标、凤凰县古城红心猕猴桃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古城红心”商标、凤凰县和平油茶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湘西风”

商标。此外，还有 3个合作社的注册商标正在申报中。 

2.1.3合作社经济效益明显，农户收入增加 

整体上来看，当前我县农民专业合作社经济效益较好，以 2016年为例，全县农民专业合作社统一组织的销售总产值达 5807

万元，全年经营收入达 5504万元，合作社成员可分红 951万元，户均 5328元。全县合作社带动非成员农户数 3045户，带动非

成员户年收入 724万元，带动非成员户均纯收入 2376元。可见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社有利于联动农户，整合资源，发挥规模效益，

提升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增加农民收入。 

2.2凤凰县农民专业合作社当前存在的不足 

我县合作社发展与其他县市的合作社发展相比较，还是存在着亟待完善的地方，具体如下。 

2.2.1运营不够规范，形式单一、规模小 

整体上，凤凰县 75%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是认真搞事业的，真实发展产业的，促进持续发展的。但据相关部门统计，全县未按

章程运行的合作社占工商登记数的 30%，凤凰县农村专业合作社跟其他地方的合作社也存在相似之处，部分合作社成立的时候是

为套取国家扶持资金，像在一些成员户数较少、注册资金数目不大的合作社，基本上是“空壳社”、“虚假社”。 

同时，凤凰县农民专业合作社组成形式比较单一化，没有专业大户领办型、农村能人带动型、领头企业带动型以及科技人

员创办型，都只是由当地所在农民的自发组建，多数合作社规模较小、比较松散，也缺乏规范管理制度，这就造成农民专业合

作社覆盖面不广，辐射带动不强。究其原因在于，农民“搭便车”的思想较重，没有真正高度重视合作社的发展，只愿分红而

不愿承担共同风险。 

2.2.2资金人才匮乏，干劲不足、动能小 

首先，资金匮乏。农民合作社的启动和发展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但当前一方面，农民合作社资金来源渠道有限，绝大多

数农民合作社只能依靠入社成员筹措资金，但农户资金实力不够，数额十分有限。另一方面，农民专业合作社缺乏融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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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渠道，往往因缺少可用作抵押的资产、财务管理不规范，导致信贷难、担保难。 

其次，人才缺乏。当前农民合作社的主要成员都是土生土长的农民，不仅文化素质较低，思想认识水平不高，也缺乏与农

民合作社专业化发展相匹配的专业技能，尽管通过内部选举出来的合作社负责人具备一定文化、技术水平、干事能力，基本满

足发展需求。但整体上农业合作社对人才的吸引力不足，合作社农业科技人才严重缺乏，特别是缺乏出色的带头人。由于资金

人才的匮乏，合作社可持续发展，内在干劲不足、动能较小，失去了持续前进的动力。这便是目前合作社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

最大的现实问题。 

2.2.3农户参与率低，专业合作程度不够 

有些合作社通过强强联手的方式以此来扩大合作社规模进而保护到合作社的利益。像大树坳乡的高山葡萄合作社年产值葡

萄为每年 4000万斤，其葡萄的产值专门为两大酒厂提供原材料，其加入到合作社的农户占据农民总户数的 75%。 

对于凤凰县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大树坳相比较则要相差许多，据经管局负责人欧某所提供的资料：截至到 2017年底，全县自

发组织起来的合作社有 424 家，大多数由个人或是几个合伙人一起自发组织起来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但是参与进来的农户还不

到全部农户的 30%，加入到合作社的农户积极性并不高。 

据调研组到芷江县大树坳乡调研得知，该乡农民专业合作社最大的特点就是合作社给予入社成员提供的是农产品相关技术

指导，并负责联络好销售渠道，以便扩展开来农户手中农产品的销售渠道，提高农产品在市场中的价值，这样做不仅消除了农

户们卖不出去自己农产品的顾虑，而且还提高了农户们的的实际收入。 

同大树坳乡合作社发展情况来进行比较的话，笔者认为凤凰县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还处于发展的起始阶段，存在着人才的缺

乏、资金和政策支持严重不足等多方面的问题，从而造成了全县的农民专业合作社难以有效地开展专业化合作。靠的都是农户

自己在寻求自己的出路，苟延残喘艰难的“活”着。 

2.2.4抗风险意识弱，丧失独立自主的地位 

当前凤凰县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生产链条还不够长，生产经营主要集中在农产品的种植和养殖上，是最原始的初级阶段，对

自然灾害、畜禽疫病，都缺乏足够的抵御能力，抗风险能力较弱。像 2014年秋季持续高温多雨的天气，凤凰县落潮井乡的红心

猕猴桃患上“溃疡病”，这种病对凤凰县落潮井乡的红心猕猴桃产业造成了重大的损失，其中凤凰县红心猕猴桃专业合作社损

失惨重，猕猴桃几乎无收。由于社员们对抗风险意识较弱，没有对农产品购买农业保险，最终的损失也只能由社员们自己来承

担。加上，不少地区的地方政府没有设立配套的专项资金、没有健全相应的兜底机制，使得农民合作社的发展只能自生自灭。 

3 如何推进凤凰县农民专业合作社可持续发展的实现路径 

合作社健康发展之路事关全面实现小康这一宏伟战略。基于这一点，笔者试图从以下几个方面找到一条有利于合作社可持

续发展之路。 

3.1加大宣传力度，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凤凰县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缺乏强有力的“领头羊”，农户不了解合作社成立的意义，所以使得专业大户、农村能人们

参与到合作社的热情度并不高。所以要通过多渠道的宣传《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让他们真正知道建立合作社的用途对于农民的

利益究竟在何处？并通过典型示范、搞好服务等鼓励农技人才、专业大户、农村能人带头来兴办该社，从而夯实合作社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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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也便于农民合作社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3.2注重培养人才，拓宽发展渠道 

要推动凤凰县合作社可持续发展，首先，各主管职能部门要加大对合作社负责人业务知识方面的培训；其次，县委县政府

要大力支持凤凰县职业进修学校、湘西州职业技术学院等大专院校同合作社开展多重形式的技术交流；最后，鼓励选派到乡镇、

在村任职的村官，积极投身参与培育和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事业中来，培养出一批懂得管理、掌握技术、有奉献精神的合作

社能人。 

3.3建立长效激励机制，提高专业合作化 

建立相关奖励机制是提高农户参与农民专业合作社及工作积极性的重要手段。首先，要通过加强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相关科

技知识的普及与技能的培训，切实用技术和知识吸引和激励农户入社；其次，要建立健全奖励机制，特别是针对为合作社做出

巨大贡献社员要有一定的物质奖励;最后，要建立利益共享机制，要处理好生产大户与普通农民之间的利益关系，以共建共享为

发展根本目标。 

此外，应大力借鉴芷江县大树坳乡葡萄合作社的经验做法，给予入社成员提供的相应农产品技术指导，并负责联络好销售

渠道，以便扩展农产品的销售渠道，从而提高农户们的的经济收入。 

3.4宣传农业保险，规范明确政府职能 

政府要通过政策扶持、财政补贴等方式，鼓励保险公司为农业生产开设险种，从而通过保险的有效调节，提高农民合作社

的抗风险能力。由于凤凰县农民合作社处于发展的初始阶段,故政府部门应当注重协调好合作社与各个部门之间的关系,让合作

社持续健康发展。比如政府是否可以同金融机构沟通好，给予符合条件的合作社低息贷款或无息贷款,帮助解决农民合作社资金

短缺问题。 

综上，农民专业合作社作为贫困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的一种有效手段，政府对合作社的扶持应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有的放

矢的出台扶持政策，推动农民合作组织的健康持续发展,从而有力的推动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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