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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农村合作经济是中国实现农村发展的必经之路。从“塘约经验”引发对农村合作经济研究的思考，

从农村合作经济的发展历程、农村合作经济的类型、农村合作经济的影响效应以及农村合作经济未来发展方向四个

方面梳理农村合作经济的研究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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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衰退是全球共同面临的挑战，在中国显得更为明显。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提出，要“鼓励农村发展合

作经济，扶持发展规模化、专业化、现代化经营”。党的十九大部署 2020年要打赢脱贫攻坚战，到 2050年实现乡村全面振兴。

目前中国已经步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关乎中国农业农村发展现代化建设，是中国“三农”工作的总

抓手，是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农村合作经济是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

富裕”总体要求的重要载体。 

1“塘约经验” 

塘约村位于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区乐平镇，曾经是一个“村穷、民贫、地荒”国家二类贫困村。2014 年 6 月，一场洪涝灾害

袭击塘约，农户一贫如洗。洪灾后，村党总支书记左文学建议走农村改革道路，进行集体化发展，成立“村社一体”的合作社，

将零散的土地重新集中起来，全村得以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和规模发展。洪灾之前，村里很大一部分土地都荒废着；合作社成立

后，村里的土地得到了充分利用。塘约村先后被纳入安顺市农村改革试点村、省农村“三变”改革试点村，村两委坚持和完善

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落实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成立集体经济组织——“金土地”合作社，组织全

体村民把承包地确权流转到合作社，通过产业和股份把村集体、合作社、农民的利益联结起来，走“合股联营”、抱团发展的

路子。通过“三权”（确权、赋权、易权）促进“三变”（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让分散的资源聚集化、模

糊的产权清晰化、集体的资产市场化、分散的农民抱团化，壮大了村级集体经济，增加了农民收入，增强了村级党组织的凝聚

力和战斗力。塘约村实现从贫困到小康华丽蜕变的成功实践引起中央领导的高度关注，得到社会各界的一致认可。“塘约经验”

为打造决胜脱贫攻坚、建成全面小康提供了的示范样板，应该在今后的改革发展过程中吸纳、借鉴和推广塘约村的一些成功做

法。 

2 农村合作制经济研究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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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塘约经验”引发了对农村合作经济研究的思考。合作经济是指劳动者、市场主体或非市场主体自愿入股联合，实行民

主管理，获得服务和利益的一种合作成员个体所有与合作成员共同所有相结合的经济形式。在实际中，合作经济的概念往往和

集体经济相混淆，两者存在融合发展的趋势，主要是通过要素融合出现相互交叉和渗透。当前学术界对农村合作制经济研究成

果丰硕，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农村合作经济的发展历程；(2)农村合作经济的类型；(3)农村合作经济的影响效应；(4)农

村合作经济未来发展方向。 

2.1农村合作经济的发展历程 

不同学者从不同的分析视角出发，研究农村合作经济的发展历程。郑丕甲（2013）总结中国从新中国成立到 2013年期间农

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变迁过程和特征，中国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经历了农业合作社（包括农业互助组阶段、初级生产合作社阶段

和高级生产合作社阶段）、人民公社以及新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孔祥智（2018）分析了改革开放 40 年来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

发展历程，将其分为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 1978—1993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合作经济组织正处于萌芽阶段；第

二阶段是 1994—2006年，各种形式的农村合作组织不断显现，2006年通过了《农业专业合作社法》；第三个阶段是 2007—2018

年，中国合作经济的发展进入新纪元，发展迅猛。吴翔宇和丁云龙（2019）以制度的三大基础要素，即规制性要素、规范性要

素和文化—认知性要素为出发点，系统梳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演进过程。张千友等（2019）从经济思想史

的角度研究分析了中国农业合作化思想演进的逻辑体系、显著特征以及时间阶段，并且展望了中国未来农业合作化思想演化趋

势。 

2.2农村合作经济的类型 

随着时间的推移，农村合作经济的类型越来越多样。叶祥松和王朝辉（2010）指出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一些新型农村

经济组织形式不断涌现，包括农村社区合作经济组织、农村供销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农村股份合作

经济组织、“公司+农户”为代表的契约型合作经济组织。孔祥智（2018）深入分析了农村合作经济在发展的过程中创新出的多

种类型，如农机合作社、土地股份合作社、农村社区股份合作社、企业领办合作社等。刘畅和沈思竹（2019）将新中国成立以

来农业合作化的发展划分为四个重要阶段，介绍了社区股份合作社、社区土地股份合作社、农民专业合作社以及公司领办的股

份合作社为主要组织形式的农业合作化体系。 

2.3农村合作经济的影响效应 

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农村合作经济对我国的农村、农业、农民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王敬培等（2011）调研发展，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具有独特的优势，在我国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中发挥着积极作用，能够促进农村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产品结

构，提高农民的生产技能。但与此同时，农村合作经济在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中也存在着局限性。张淑辉等（2018）采用倾向得

分匹配法对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扶贫的农户收入效应进行分析。研究表明，参加合作经济组织对农户收入产生了正效应，对

贫困农户的影响效果更为显著。温雪等（2019）同样运用倾向分匹配的方法实证研究了参加农民专业合作社对农户的收入与金

融资产影响，发现参加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农户其工资收入和家庭金融资产余额均高于未参加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农户，参加农民

专业合作社对农户的收入和金融资产均有促进作用。张淑辉（2019）基于微观调研数据，用 Logit 模型和 PSM 法分别从农户收

入、健康、教育、信息贫困维度考察了合作经济组织的多维减贫效应。发现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在农户收入、教育贫困两个维度

上具有显著减贫效应，对农户健康贫困与信息贫困的影响并不明显。 

2.4农村合作经济的未来发展方向 

目前，中国学者对农村合作经济研究的最终落脚点在于发现农业合作经济中的问题，借鉴成功的实践经验，指明农村合作

经济未来发展的方向。刘畅和沈思竹（2019）提出在把握未来农业合作化发展方向时，要注意合作要素全面化、合作社运作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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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公司化、合作领域进一步纵向一体化。钟沛芳（2020）指出了新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面临的困境与挑战，表明新型农村合作

经济的发展首先要在思想上创新，其次是进行创新模式的探索，最后要完善法律体系。孔祥智和片知恩（2019）梳理了新中国

70 年合作经济的发展过程，指出未来中国合作经济制度的发展方向是马克思主义合作社制度和西方合作经济制度的融合，两种

制度的有机结合将给中国合作经济的发展带来巨大动力。 

3 未来展望 

通过对前人文献分析，发现在精准脱贫、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合作经济的作用与价值得到一致认可，不同的学者从

不同的角度对其作用展开论述。现有农村合作制经济发展方面的研究，从理论上已经识别了很多可能的农村合作制经济发展障

碍，并提出了一些应对措施。这些研究具有一般性，这为进一步分析脱贫地区农村合作制经济培育发展提供了良好的视角、方

法和研究基础。然而，现有的相关研究还是以宏观面为主，较少考虑到脱贫攻坚期间政府投资形成的固定资产产权归属，扶贫

项目如何持续经营等问题。今后的研究可尝试对“脱贫摘帽”地区农村合作制经济培育发展进行深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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