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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专业合作社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路径探索 

——以六盘水市农民专业合作社为例 

鲁娇
1
 

（六盘水职业技术学院，贵州 六盘水 553001） 

【摘 要】：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以及“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

总要求。文章以六盘水市农民专业合作社为例,通过调研走访,分析了目前农民专业合作社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并提

出了四个方面的建议,推进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提高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方向,落实乡村振兴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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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农业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中不可或缺的部分,通过振兴乡村,使农民安居

乐业、农村和谐稳定、农业基础稳固,从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的复兴梦。 

农民专业合作社作为重要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新形势下促进农民增收、推动农业现代化、助力脱贫攻坚、建设美丽乡村、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自新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施行以来,据贵州省六盘水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统计,截至 2019 年 10 月全市

登记在册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有 4181 家。通过实地走访、会议座谈、问卷了解等调研方式,调研了农民专业合作社 62 家,发放问

卷 360份。 

2 农民专业合作社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通过调研走访发现,农民专业合作社目前主要存在四个方面的困难和问题,这也在一定程度影响了专业合作社在乡村振兴战

略中的地位。 

2.1辐射带动能力弱,带来的增收效果不显著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处在刚刚起步阶段,基础弱,规模小,缺资金,底子薄,服务差,辐射小,设施设备落后,带动效益不明显,且

存在空壳社。带动农民增收效果不明显,增收 1000-3000元/年的占比 61.40%,3000-5000元/年的占 24.56%,5000-10000元/年的

占 8.77%,增收 10000元/年以上的仅占比 5.26%。一定程度影响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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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村集体经济实力薄弱 

2.2.1村合作社产业单一 

一是多数村在实施“一村一社”工程中成立了不同形式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只有机构、章程、制度,但缺乏能人带动,仅依靠

一些传统的种植和养殖产业支撑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两种产业在问卷中体现占比合计高达 92.98%,产业单一。 

二是仅依靠一些集体土地、荒山荒坡、荒沟荒滩等资源的出租、出让、租赁等方式变现或给政府投融资公司管护产业结余

资金作为收入,存在机会发展、不稳定发展、自然发展的短期低效收益局面,没有自行主动发展实体经济创造可持续性发展潜力。

在此前提下存在不稳定发展、自然发展的短期低效收益局面,没有自行主动发展实体经济创造可持续性发展潜力。 

2.2.2村集体经济积累来源单一 

农村集体产业制度改革不到位,确权颁证和清产核资工作不精细,村集体积累主要来源于土地补偿、公益林管护、资产租金,

经营收入微乎其微,来源单一,也没有利用现在积累滚动扩大发展,没有增强自身造血功能。 

2.2.3集体经济运行机制不健全,产业利益联结机制不完善 

一是合作组织目前还处于比较低的层次,虽然各地都在推行“公司+合作社+基地+农户”的运行模式和“三变”股份合作机

制,但公司与村集体、合作社、农民的利益不紧密,土地流转一租(股)了之,群众参与发展产业的积极性不高。 

二是专业合作社没有与社户和社员之间形成较为稳固的利益联结机制,合作组织与社员的利益关系也仅仅只体现在分配土

地流转金和劳务费的层面上,加之产业发展只有数量和规模,市场预测不到位,经营管理不到位,产业没有实现其应有的产能和效

益。 

2.3经营管理水平不高 

农户和村级管理人员普遍都对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及其相关的知识和规定认知水平较低,加上欠缺经营管理经验,且大部分成

员的文化程度较低,造成经营管理人员对合作社未来如何发展壮大没有清晰的思路、也没有明确的措施和方法。同时,合作社自

身运行没有遵循市场运行机制,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内部管理质量。 

2.4财务管控执行不严,核算不规范 

在实地调研过程中,一是各乡镇农民专业合作社工作人员大多不了解财务工具;在收回的问卷中也可以看出完全不了解财务

管理的占比达到 35.09%,有一定了解的达到 59.65%,了解的仅仅占 5.26%。虽然配备专职财务人员的合作社占到 77.19%,各乡镇

有一定的基础财务认识,但是对财务管理的制度只做到了上墙,在执行过程中却不够严格。二是按《农民合作社法》的有关规定,

合作社应严格依照国务院的相关规定进行会计核算,通过调研了解到调查的合作社中财务管理制度相对比较健全的仅占 18.7%,

而财务制度不健全的占比高达 81.30%,财管制度的不健全主要是在账户设立混乱,以及不完整的财务会计报告。 

表 1农村合作社财务管理制度 

农村合作社财务管理制度 占比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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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 18.7% 

不健全 81.3% 

 

3 农民专业合作社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建议 

农民专业合作社是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按照合作社原则,由某一类产品的生产、经营或是某一服务领域共同组织成的经

济互助组织。其性质有别于其他企业,也不同于一般的盈利组织,自我服务是其一大特色。 

3.1“产业特色”发展夯实乡村振兴根基 

3.1.1提升特色产业发展规划 

制定农旅结合型、生产加工型、商贸服务型等三大类乡村产业特色发展规划,因地制宜挖掘乡村特色、布局特色产业、做精

特色产业。融合区域品种资源、气候资源、文化底蕴、生态条件等不可复制生产元素,发展“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农产品、

手工艺品、加工产品等优势特色产业。猕猴桃、刺梨、茶叶等地方特色产业基地和产业带规模达到 300余万亩,按照“宜果则果、

宜茶则茶、宜牧则牧”的原则,依托绿水青山资源,大力发展绿色化农业,走绿色、生态、环保产业新路,培育特色农产品;结合现

有品种,发展农产品的精深加工,提升农业传统产业、生产优质农产品,结合区位优势发展农旅产业。 

3.1.2围绕激发内生动力抓创新 

转变工作方法,整合支农资源,通过公平公开的竞争让积极作为者先发展起来。规范农民专业合作社,强化合作社的组织化程

度。发挥各种组织统筹发展、服务发展、共享发展的作用,提高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能力,让农民专业合作社成为全体社员的企

业、民主管理的企业、一荣俱荣的企业。 

3.1.3实施“龙头企业发展模式改造”行动 

当前,六盘水市农业主导产业大部分集中到市农投等大企业手中,农民主要以挣土地租金和临时务工工资为主。由于大企业

没有足够精力和资金推进市场体系建设,成为“大基地小市场”的典型代表。因此,推进“反租倒包”“技术托管”“生产托

管”等发展方式,由农民、家庭农场、合作社承担产业田间管护,让龙头企业成为“小基地大市场”的领舞者。 

3.2以市场化运作方式发展农村集体经济 

一是以“三变”改革统揽农业农村各项改革,量化资产、细化收益分配,对农村集体资产进行盘活;以市场为引导全面发展专

业合作社产业,加强内部控制,将社会资本充分利用起来,兴办市场,完善配套服务,增加集体经济收入。同时,鼓励农户自己种植

管护,采取保底收购,激发农户参与产业的积极性,提高产品品质。 

二是打造品牌,提升竞争力,把打造品牌作为推动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牢固树立品牌意识,积极支持合作社

申报无公害产品和绿色产品认证,注册商标,提高知名度,如“弥你红”、“水城春”、“盘县火腿”、“人民小酒”等一批特色

农产品,以品牌建设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三是要探索创农民合作社股权制问题,积极向相关部门和单位申报项目,并将获得的资金和物资,在符合管理规定的前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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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村集体投入,既保证涉农政策的落实,又增加集体经济收入,通过“三变”改革带动 39.75万户 125.23万入股农民增收。 

四是鼓励在外有资金有市场的能人返乡创业。鼓励和培养农村有经营头脑、经济基础的能人出任村支两委或村级集体经济

带头人,充分利用空壳社清理的机会,调整完善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鼓励能人和村支两委干部带头参与当地特色优势产业发展,

允许在村集体经济中获得一定比例的报酬,通过典型示范带动农户学着干、跟着干,变“被动参与”为“主动介入”,建立起稳定

乡村振兴支撑体系。 

五是积极探索“旅游+农业”“生态+农业”“文化+农业”“互联网+农业”模式,拓宽销售渠道,延长产品产业链,提高农

产品竞争力和附加值。 

3.3加强培训,锻造队伍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经营管理者大多数文化程度低,对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及其规律不了解,因此,当务之急是需要培养有经营

管理素质的专业合作社经营管理人才。 

一是通过集中、外出考察学习等方式培训合作社管理人员法律法规、经营管理等知识,提升合作社成员的业务能力。 

二是利用政策宣传、科技培训,与职业院校订单培养等方式进行全方位多角度提升农户及农民专业合作社管理人员的管理意

识和技能水平。 

三是选用懂经济、善管理、能致富的优秀党员实施村支书主任“一肩挑”,压实村支书带领群众致富责任。开展多个合作经

济组织、多本账的乱像治理,形成村委收支两条线公开透明的管理体系。鼓励农民专业合作社利用积累资金做强主导产业、发展

民生事业。 

3.4健全农民合作社的财务管理制度 

农民合作社财务管理是依据相关的法律法规,按照合作社的有关原则,处理农民合作社财务关系,组织农民合作社财务活动

的一项综合性管理工作。健全完善的财务管理,按照《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等相关的法律法规来建立。具体应该做到以下 4个方

面: 

一是进一步完善财务规章制度,从根本上保证财务工作的规范性;二是加强对财务人员的学习和培训,提高财务人员的业务

能力和技术水平;三是对财务管理人员严格管理;四是加强档案管理,对会计凭证内容不完善的进行完善,还要加强对原始凭证的

审核。五是建立完整的账簿体系,要尽可能系统、详细地体现出经济业务。四是规范财务报表的编制。不能弄虚作假,确保数据

真实有效,并且能够按时报送。 

参考文献： 

[1]李小雨.农民合作社财务管理制度完善对策研究[J].安徽农业科学,2016(02). 

[2]白德全,王梦媛.“合作社促进乡村振兴的困境与出路分析”[J].理论探讨,2019(05). 

[3]黄佳民,张照新.“农民专业合作社在乡村治理体系中的定位与实践角色”[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19(04). 



 

 5 

[4]韩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要求”[J].中国乡村发现,2018(06). 

[5]张逸芳,陈国申.“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组织建设研究的新趋势”[J].社会治理现代化,2018(19). 

[6]张建林.“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J].社科纵横,2013(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