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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合作社主体功能演化逻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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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不同时期的中国农民合作社具有不同的主体功能，这是它们赖以生存的基础。同时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需要，合作社将发生符合自身演化逻辑的深刻变化。论文就合作社主体功能演化解读合作社发展的历史嬗变及未来逻辑趋势，
阐释了合作社主体功能演进的内在逻辑，刻画了建国以来合作社三大基本功能的强弱变化的总趋势，从“老三农”到“新三农”
的内涵转变明确了新型农民合作社三大基本功能的地位与作用，分析了新型农民合作社发展模式选择的组合策略，最后得出
政府主导的综合体制模式是新型农民合作社未来发展方向的基本结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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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建国以来，中国农民合作社几经变革，合作社发展的基

本功能发生了根本变革。新型农民合作社发展作为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当前中国农民合作社数量和规模呈现出井喷式发展。

截止 ����年 �月末，中国共计 ���.�万家农民合作社，但在

其发展质量方面备受质疑，真正意义上发挥功能的合作社非常

少。目前学界和政界较多的是从民主治理、组织架构、盈余分

配、成员增收、服务功能等方面评判合作社，而忽视了合作社

主体功能演化对合作社历史嬗变和逻辑发展的重大推动作用。

对此，论文从合作社主体功能演化角度对中国农民合作社的整

体变迁和未来发展趋势进行理论解读，认为有必要从其内在逻

辑、强弱变化、地位与作用、发展模式选择等方面进行详细阐

述，助推当前新型农民合作社的进一步突破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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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合作社主体功能演进的内在逻辑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新型农民合作社合作社开始融入股

份因素，产权多元化和治理机构多样化成为普遍形态，甚至

企业制度（股份因素）强于合作社制度（合作因素），这是

市场经济内在规律所使然。面对新型农民合作社出现的股合

相融这一新特点，亟待作出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因此，对合

作社基本功能定位、演进机理及发展趋势作较深入系统的逻

辑诠释，是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合作理论的现实任务。

根据理性→组织制度→功能的学理逻辑，合作社功能按

学科分类方法可划分为政治功能、社会功能与经济功能三大

基本功能。合作社基本功能演进机理决定于不同的理性选择

和组织制度，主导功能最终决定合作社发展的态势与走向。

从合作社基本功能的强弱变化出发，能够客观描述中国当代

超越经典的合作社实践及基本功能的演进轨迹。

图 ��合作社功能演进的内在逻辑

回顾历史，中国 ��世纪五十年代创办的农村三类合作社，

初期强调社会 -政治功能，起步健康发展，但后期都不同程

度地受政治功能强势主导，将生产合作社不切实际地升格为

集体所有制导致实验失败，供销合作社因官办色彩浓厚而逐

渐走向萎缩，信用合作社从人行几进几出却始终没有在市场

经济与合作经济中找到有效的平衡点。

3�合作社三大基本功能的强弱变化

建国前后至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前后，合作社主导功能

强弱演变的总趋势如图 �所示。

图 ��建国前后至十八大前合作社三大基本功能强弱演变总趋势

建国前，发展合作社非常突出强调其政治功能。为了发

展生产，支援前线，粉碎国民党的经济封锁，成立了生产的、

运销的和信用的各种合作社。

建国初，发展合作社非常突出强调其社会功能。毛泽东

同志指出农业合作化能有效地打击了农村高利贷和促使农业

生产力的进一步解放，因此要通过合作社来组织农民。����

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大力倡导“发展合作

事业”。毛泽东和刘少奇等同志认为，合作社是中国小农经

济摆脱贫困的唯一道路，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因此，要

重视发展合作社的步骤，全面规划，加强领导，政府有责任

帮助合作社的发展。

��年代开始，国家逐渐强调其经济功能。生产合作社虽

然过快升格为集体所有制，但其承担的经济责任是最为突出

的，如国家通过价格剪刀差转移农村的利润支援工业化建设，

又如生产队必须无条件地向国家交实物税（公粮和征购

粮）等。农村信用合作社和供销合作社逐渐被视为企业，越

来越多地强调其经济功能。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农村信用合

作社和供销合作社完全被视为企业，要求“自主经营、自负

盈亏”，如 ����年的农村信用合作社改革强调恢复和发展“三

性”（即商业银行所特有的经营原则）为基本内容的管理体

制改革，完全把它当成了商业银行；而被视为企业的供销合

作社实体在市场经济冲击下几乎全面崩溃。

��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经济功能上升到首要地位，在合

作社的发展变革中其中主导因素作用。在此期间，新型农民合

作社悄然兴起，成为新时期农民合作社发展的主流趋势。新型

农民合作社更多的是强调解决工业化和城镇化带来的“三农”

问题。

图 ��合作社三大基本功能的强弱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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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建国前突出强调政治功能到建国初突出强调其社会功

能，再到 ��年代后突出强调其经济功能，是中国合作社主导

功能演变的基本路径。要揭示这一演变规律的内在逻辑，需

待另文专题论述，但其中尤其值得理论界和决策层反思的是，

为什么自 ��世纪 ��年代直到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之前的半

个世纪时间，突出强调其经济功能的倾向不但没有得到纠正，

反而越来越严重？

4�农民合作社三大基本功能的地位与作用

建国初，农村三大合作社发展后期过于强调社会 -政治

功能，其不成功的教训是深刻的；而改革开放后部分合作社

又过于强调经济功能，对这一倾向该作何评价？

改革开放后，出现了股合相融的趋势，其实质是社会功

能与经济功能并重。股份合作率先在农民合作社中悄然兴起，

取得了良好的成效并迅速扩展到国企与集体所有制改革中。

但后期农民合作社又不同程度地受经济功能强势主导，信用

合作社全面改制商业化，供销合作社转型为企业，生产合作

社又大多偏好农民专业合作社走向公司化，导致功能异化与

本质漂移。����年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以后，国家开始对合

作社发展方向纠偏，力图回归合作社本质与基本功能；同时

肯定在坚持合作制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适当引入股份制因素的

积极作用，并倡导积极探索包括股份合作的多种形式的新型

农民合作社。

揆诸现实，农民合作社正面临着深刻变革，为免新型农

民合作社实践中重蹈覆辙，应正确认识其三大基本功能的地

位与作用。在三大基本功能中，政治功能与社会功能是社会

主义的本质要求，分别属于基础功能和主导功能地位；而经

济功能是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外在体现，属于扩展功能

与衍生功能。三大基本功能呈现逐一递进的关系，但并不意

味着是独立分开的，各功能间有嵌套重叠部分，两两搭配（如

社会 -政治功能，社会 -经济功能）均能产生不同的合作社

类型及成效，三者搭配（政治 -社会 -经济功能）则能实现

合作社的综合功能，为农村的生产和生活提供全方位的服务

功能。因此，不能将合作社三大基本功能割裂开来，三者需

协调共进，不可偏废。

合作社问题实质是三农问题的缩影，新型农民合作社

以“三农”服务为根本宗旨，这个“三农”已由过去单纯追

求 *�3的老“三农”——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和农村发展，

转变为现在在科学发展观和生态文明理念指导下的新“三

农”——安全（生态）农业、合作（权益）农民、稳定（和谐）

农村。“三农”问题概念内涵的转变，间接刻画了其主导功

能由经济功能向社会 -政治功能的延伸，佐证了合作社三大

基本功能“三位一体”的地位与作用，也符合经济一体化下

主导理性多元化→产权多元化和治理结构多元化→本质属性

与主导功能演进的内在逻辑，如图 �所示：

图 ���合作社三大基本功能的地位与作用

5�新型农民合作社的发展模式选择 : 主导功能

视角

当前新型农民合作社经营范围有两种模式选择：综合体

制模式与专业体制模式。而合作社自身性质定位方面也有两

种行为：政府主导的村民自治合作组织或市场主导的企业化

纯经济组织。合作社对自身性质定位及经营范围两个方面同

时决策和行动，对新型农民合作社未来发展方向将起决定性

作用，于是形成如下合作社发展的四种策略组合及其收益矩

阵（�、%、&、�），如图 �所示：

图 ��新型农民合作社的策略组合及其收益矩阵

就合作社发展而言，以合作社功能演进为基础，结合西

方模式和中国实践的经验与教训，我们有两大基本判断：一

是从合作社自身性质定位而言，合作社性质决定了合作社收

益的类型。作为政府主导的村民自治合作组织兼顾了合作社

的政治功能、社会功能与经济功能，对于乡村治理具有重要

意义，因而具有控制权收益与货币收益，其中因其公益性特

征而仅为微利经营甚至保本经营，货币收益较弱，综合收益

记为 �；而作为市场主导的企业化纯经济组织因其强调经济功

能而具有较好的货币收益，但政府已基本失去该经济组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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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收益，综合收益记为 �。二是从合作社经营范围而言，合

作社经营范围决定了合作社收益的大小。以农民股份合作为

代表的综合体制模式集教育、养老、医疗、文化、经济等为

一体，更易为农户所认可和接受，控制收益与货币收益明显

具有乘数效应，综合收益记为 �；以农民专业合作社为代表的

专业体制模式经营范围狭窄，因功利性太强而凝聚力有限，

控制收益与货币收益相对较弱，综合收益记为 �。

以此为标准，可将现有的 ���多万家合作社划分为图 �

所示四种基本类型，即政府主导的综合体制模式 �（�，�），

以河北内丘供销合作社“新农协”、浙江瑞安“三位一体”

农合联和吴中区农民股民化以及农信社增股改造为典型；政

府主导的专业体制模式 %（�，�），以江西石城农民专业合

作社联社为典型；市场主导的综合体制模式 &（�,�），以蒲

韩村综合农协为典型；市场主导的专业体制模式 �（�,�）。

合作社综合收益是决定合作社未来发展方向的根本。政

府主导的综合体制模式是能够实现三大基本功能协调共进的

模式。而中国小农经济的国情决定了中国合作社因其对“三农”

的重要性，由政府补贴推动，必须由政府主导加以引导并规范，

通过农民组织化建立村民自治组织，较市场主导具有比较优

势。因此，政府主导的综合体制模式 �（�,�）的综合收益是

最为有效的，值得推广和借鉴。

6�结语

综上所述，新型农民合作社未来的发展方向绝不是以经

济功能主导、走专业化经营道路的企业化纯经济组织模式，

而是发展综合功能为主的多元化、多类型和政府主导的村民

自治组织模式。这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实生产力发展

相适应的农民自发创新的组织形式，既集合了劳动与资本之

长，又克服了劳动与资本之短，还契合了“协调 -共享 -共

赢”的五大发展理念。从现阶段看，政府主导的综合体制模

式是合作社组织形式的一种现实选择。当前中国河北内丘供

销合作社“新农协”和浙江瑞安“三位一体”农合联的改革，

从其产权结构看实际上都是股份制与合作制的有机结合；苏

州市吴中区的股份合作制从 ����年开始一直非常健康发展，

让全市农民成为了股民；尤其是农村信用合作社的股份合作

制增股改造非常成功 ,为中国的农村信用合作社发展提供了成

熟的样板。从长远的发展前景看，政府主导的综合体制模式

也是通向未来理想社会的微观组织形式最优的“过渡”性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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