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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初期浙江省供销合作社组织机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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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师范大学 历史与社会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830017） 

【摘 要】：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央的积极号召下，生产合作社、供销合作社、信用合作社等在农村建立。农民

在农业生产过程中组成生产合作社，而在采购销售的流通环节利用供销社沟通城乡物资交流，去掉中间商采用直购

直销。供销合作社是国营经济的重要补充力量。为了理清供销社运行机制，对浙江省新中国成立初期建立起的供销

合作社组织中社员代表大会、理事会、监事会等机构的建立进行剖析。结果表明，浙江省供销社班子的形成，使供

销社得到快速发展，为国家发展生产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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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社员构成与股金分成 

1950年，基层供销合作社章程规定，“凡年满 16岁的男女农民及其他劳动者，除被剥夺公权者外，不分职业、种族、信仰，

个人自愿并经社员两人介绍及理事会通过，均可加入合作社为社员[1]。”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供销合作社的建立十分重视。

在国家政策的引导下，浙江省各地农民积极地加入供销合作社。1951 年，针对一些地方供销社社员出现社员动机不纯，指导方

针不明等情况，浙江省供销社要求各地整顿各种不良现象。1953 年，浙江省吸收一批商户参加供销合作社，增加供销社的人数

和力量，充实供销社的影响力。虽然章程规定入社没太多限制，但对于乡绅地主等“有资者”一开始是不允许的，后来才吸收其

中。 

起初，对于社员实行价格优待的办法，增强农民入社的吸引力。后来，为便于领导农村市场，社员和非社员的区别已经基本

上不存在，便取消这种优待制度
[2]
。供销合作社的组织机构完善后，取消了对社员的价格优待，有利于群众间特别是社员非社员

之间的公平公正。而为了保障社员权益，供销社实行股金分红。股金的所有权是个人的，归集体使用，解决社员生活和生产物资

的购买问题。社员通过缴纳股金进行分红。1958—1960 年形势变化，又停止了对社员的股金分红。入社政策上，吸收社员时必

须采取完全自愿的原则，强迫摊派入股的错误做法，容易脱离群众[3]。供销合作社减少中间商，直购直销，用低价出售社员所需

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并按照适中的价格，收购社员的粮食产品。这种做法受到基层农民的欢迎，因而供销社发展迅速。老百

姓的日常生活资料在同等价格水平下处于低值，使社员的利益得到保障。在计划时代，是一个利民措施。既提高了农民的积极

性，又为新中国成立初期优先发展重工业提供物质保障。 

2 社员代表大会制度——供销合作社的权力机关 

社员代表大会是供销社组织机构的基础与核心。社员代表大会、理事会、监事会是供销合作社的三大组成部分。理事会和监

事会这两个重要部门都是由供销社社员代表大会选出。根据 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作社法(草案)》，1950年 10月，浙江省

供销合作总社开始组织各地召开社员代表大会。为了促进供销合作社民主与科学化决策，各级供销社的社员代表大会制度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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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续建立起来。各地召开社员代表大会并明确其职权。1953 年，毛主席明确提出：“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农村供销合作和农村

信用合作是农村合作化的三种形式[4]。”1954 年上半年，基本形成了供销合作社的框架体系。社员的代表名额，由规模与入股社

员的多少确定，直接从基层民主选举产生。在农村，保障了基层民主。1958 年开始取消了社员代表大会制度。基层社员正常的

权力受到了影响。 

县(市)供销合作社代表大会是由各个县(市)的供销商店的店务会议发展演变而来。1949年 10月开始，在各个县(市)商品集

散地建立供销商店，供销社由农村华丽地走向城市。每个县(市)供销商店演变成各县(市)的供销合作总社。1958 年，各县(市)

供销社与商业局合并，社员代表大会取消[1]。对于不同等级的供销社，“由于层次不同，应有所侧重。市、地级以上联合社地处

中心城市，是区域经济的枢纽。办好基层社、县联社，以增强辐射力，实现以城带乡、以商促农的目的[5]。”各级单位供销社只

有相互协作，协调发展才能取得 1+1>2的效果。浙江省供销合作社成立于 1949年 10月。1951 年 6月，省供销合作社在杭州召

开第一届合作社代表大会。各级供销社代表和各有关部门代表出席会议。这次大会明确了合作社今后的发展蓝图，正式成立浙江

省合作社联合社。“省级联合社的主要作用是统领全省供销合作社系统，以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先进的设施、发达的信息网络，搞

好全省范围内重要商品的宏观调控[5]。”社员代表大会是供销合作社的基础与核心，有了社员代表大会，产生理事会、监事会等，

这样供销合作社的机构才能完善，供销社才能走得更远。 

3 由社员代表大会产生的理事会 

供销社理事会由社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是供销合作社闭会期间的执行机构。事无巨细都交由理事会处理。1950 年 2 月，

浙江省最早的供销合作社诸暨县栎江四乡供销合作社成立。紧随其后，省直属县(市)及大多数专区都建立了理事会。理事会每月

开一次会，集体讨论。但由于一些基层供销社把它看成只是反映社员意见的群众组织，理事会的一些职能不能有效发挥。理事民

选机制不够完善，使得人数也过多，形成冗员。 

县(市)供销合作社建立初期，一般都设立临时领导机构。1950年统计显示，在浙江省 56个专区、县(市)供销合作总社临时

理事会主任中，专职主任 15 人，占 26.8%，兼职的 41 人，占 73.2%[1]。存在普遍兼职现象。其他部门领导兼任也存在，兼职的

好处在于一人多职，减少公共开支，缺点在于业务不熟，专业度不够。1951 年在第一次全国合作社计划统计工作会议上，大会

作出《关于建立与加强合作社计划统计工作的决定》，要求逐步建立计划统计制度，加强计划对业务的指导作用，实行合理经营，

科学管理。省供销合作社对会计核算进行科学化、专业化升级。1955 年起，浙江大部分县(市)供销社召开了社员代表大会，选

举产生了理事会。1958 年，供销社机构合并、理事会取消，对于供销合作社的体量进行缩减和整合。供销社有深厚的基础、广

大的城乡服务网络和较为完善的为农服务组织体系。理事会作为处理供销社内部事务的机构，在有效地解决职能分工、职员工时

还有供销社未来的发展战略上都承担着重要责任。 

4 监事会——供销社的监督机构 

监事会担负起供销社的监察之职，由社员代表大会产生，对其负责。监察供销社日常事务，杜绝贪污腐败、渎职等现象的发

生。1950 年起，同社员代表大会、理事会一起，基层供销社开始建立监事会，监事会是同级社员代表大会在闭会期间的监察机

构。监事由选举产生。据当年申请登记的 52个县 221个基层供销社的统计，共有监事主任 165名，其平均年龄为 32.1岁，最大

的 63岁，最轻的 18岁[3]。由年龄可以看出，以中年人为主，不过年龄差也比较大。监事任期为一年，可连选连任。监事会的成

立，可以有效地防止供销合作社的违法违规现象，杜绝基层的腐败。监事会的职权包括监督理事会对大会决议的执行情况。检查

业务经营和财务会计的情况，监督理事会和工作人员的服务情况等。监事会每月召开一次，在符合监事会章程下才能通过：必须

2/3 以上的监事出席才能开会，并且半数以上的票数决议才可通过。1958 年后，监事会一度被取消。1961 年，基层供销社又恢

复了监事会组织。 

5 供销合作社的职工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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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浙江省供销社约有职工 9000人。经过 7年发展，到 1957年底，浙江省供销社职工粗略统计 57000人。可以看出，

供销社在成立到发展的 7 年里，成长迅速，人数猛涨。当时，供销社全部职工中，共产党员占 18.6%，共青团员占 27.3%，党、

团员合计占总人数的 46%左右。在文化水平程度上看，高小以上(包括初中、高中、大专)占 77%，初小和文盲占 23%
[1]
。相对而

言，人员素质在当时来说比较高，保证了一批精明强干的队伍素质。有效地、科学地组织和运转供销社，使得供销社的规模还有

运行效率都得到快速发展。这一时期也是供销合作社的黄金时代。新中国的成立，大家积极性极高，积极入党、入团，都希望给

这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出力。新中国成立后的数年，国家实行“剪刀差”政策，农村农民为了建设新国家，做出了无私的贡献。 

从干部组成来看，1956年底，省、专区、县供销社主任(副主任)300余人，处长、经理约 1900人。基层主任(副主任)约 1900

人。可以看出，基层供销合作社的分量是很重要的，入社社员也主要是农村农民。干部主要来源于接管原机构留用的人员和省供

销合作总社向社会吸收贫苦知识分子、失业店员还有基层选举的社干等。经过浙江干校学习了理论知识后才能分派到各地进行

供销工作，对供销系统的人员专业化和素质带来质的变化。因为这些人的存在，供销社职工可以源源不断得到补给。干部来源多

样化，保证了干部的可持续性。经过一段时间的健全和完善，供销合作社运行机制愈发成熟。 

6 小结 

供销合作社的社员代表大会、理事会和监事会三个机构相辅相成。合作社实行社员代表大会制度。社员代表大会产生理事会

和监事会。社员代表大会是供销合作社的最高权力机构，是社员履行民主管理的主要形式。理事会执行大会的决定。监事会是供

销社的监督机构。这供销合作社是三位一体有机统一的组织形式。供销合作社职员的合理分工，机构有序运转，供销社才能充分

发挥职能。在当时，这个目的是达到了的，供销合作社的建立伴随着一五计划的顺利开展并且提前一年完成。供销合作社作为一

个往日兴而如今存在感略低的组织，是在特定的环境下形成的。这个略有时代感的组织今天依旧发光发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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