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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笔者正在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合作

理论：功能内涵、演进逻辑及创新发展》[16BJL001] 研究，《申

报书》的研究综述与逻辑思路部分有较突出的特色，应多位

朋友们的建议，经整理公开发表出来，以供学界同仁批评指正。

2 合作社基本功能研究的文献综述

几乎所有农业发达国家的合作社都很发达，至 2015 年底，

中国 100 多万个新型农民合作社也已成为重要农业经营主体。

中西方农村合作实践表明，随着越来越多的工商资本融入，

产权和牵头人多元化后，其基本功能交错成为超越经典的常

态模式 [1]。“十三五”期间合作社将继续向那个方向发展？

各家说法不一。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

五中全会及近几年中央一号文件要求，农民合作社要“坚持

发展与规范并举，不断增强其经济实力”。合作社的主导功

能决定其发展态势与走向。因此，从合作社基本功能内涵和

演进逻辑入手，创新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合作理论，是重要的

理论课题 [2]。

3 国际相关研究的学术史梳理及研究动态

第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突出强调合作社本质属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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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 政治基本功能。现代意义的合作社是克服资本统治弊端

构建“和谐社会”的“法郎吉”。大量合作社出现的主要原因，

是为了更好避免在市场竞争中的劣势地位，“联合起来与资

本主义垄断相抗衡”。通过工人合作社“把他们的私人生产

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是“拯救农民的唯一

正确途径”，可以实现对小生产的改造，因而是通向共产主

义的“过渡点”（马克思、恩格斯，1848）[3]。列宁则直接宣

称“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的制度就是社会主义的制度”( 列宁，

1987)。斯大林认为“头等重要任务……就是发展和巩固合作

社”（斯大林，1924）。在经典合作理论指导下，几乎所有

农业发达国家，在合作社初办时就以综合解决农业和农民问

题为宗旨，并有合作社法典保障其健康发展 [4]。

第二，民国时期的学者和官员尤其强调合作社的政治与

社会功能。适应当时经济、政治和军事目的，国民政府 1927

年通过《合作社法》，到 1947 年国统区兴办合作社 16 万余个。

主张“合作参与”以调和社会各阶级利益和“以合作组织实

现地方自治”（孙中山 ,1912）[5]；“凡是农业社会，就需走

合作的道路”（梁漱溟 ,1923）；“彻底改造民众，实现人的

革命”是实现合作共和的前提；“今日救国民之唯一善法”（薛

仙舟 ,1919；戴季陶 ,1920）；甚至认为“合作社组织，不仅

在农村中为经济上之重要之改革，且可替代宗法社会而兴”，

巩固对农村的治理基础 [6]。

第三，新中国领导人建国初重点强调合作社的社会 - 政

治功能。建党初期毛泽东在安源领导建立了第一个合作社；

抗战时期指出农民克服“封建统治……永远的痛苦”的唯一

办法“就是经过合作社”[7]；建国前夕毛泽东强调要“把农业

互助合作当作一件大事去做”，并亲自领导组织了全国性的

农村（生产、供销、信用）合作化运动；刘少奇和邓子恢强

调要发挥合作社的综合作用；五十年代三类合作社起步健康

发展，但后期逐步违反了合作制原则，对生产合作社过分强

调政治功能，不切实际地升格为集体所有制；对信用合作社和

供销合作社过分强调经济功能，逐渐视其为自负盈亏的企业 [8]。

第四，改革开放后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合作社发展，但

学术界偏向于重视其经济功能。邓小平认为发展合作经济是

农村发展的“第二次飞跃”（邓小平 ,1978），习近平等领导

人都高度重视农村合作经济的发展。由于改革开放以来多数

农民合作社融入了股份因素，有的甚至股份因素占主导地位，

产权和牵头人多元化成为普遍现象，学术界关于合作社基本

功能的研究众说纷纭，观点各异 [9]。

有学者充分肯定这种现象“必然是超越经典的、反映中

国特色的和体现时代特征的。……也是中国农业走向世界的

必经之路”（张晓山，2014）。有学者论证股份 - 合作社是通

向未来社会的“过渡点”，符合合作制与股份制相互融合的

国际潮流（徐更生等，2010,2012）；有学者研究合作社功能与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系（唐宗焜，2007）、强调坚持“弱者

联合”的本质属性和社会功能（郭铁民 ,1998；陈锡文 ,2009）[10]。

较多学者如林毅夫、苑鹏、林坚、罗必良等人偏向于重

视其经济功能，把合作社视为企业，运用西方经济学方法论

证其制度边界以及成员异质性、“搭便车”“机会主义”及

“囚徒困境”，胡正华、刘滨甚至主张向公司制企业发展；

针对各种“假合作社”，有学者如潘劲批评组织“制度变异”

现象，杜志雄认为如果是企业就不该享受财政对合作社的补

贴。对于涉及到农地集体产权制度的合作社，有学者如张红

宇主张经济发达地区应借鉴现代企业制度，重点推进经营性

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中西部地区特别是广大农区应重点探

索土地股份合作、混合所有制经济和集体积累新机制。对农

村信用合作社和供销合作社，多数学者仅仅强调其经济功能，

视其为纯粹自负盈亏的企业 [11]。

也有学者如陈锡文、温铁军、黄祖辉、孔祥智、杨团等

人主张借鉴东亚综合体制模式以实现综合功能。陈锡文认为

浙江瑞安“农村合作协会”三位一体模式是“中国几代搞合

作制的人的追求”，并得到习近平同志的高度评价 [12]。

第五，当代西方学者随着合作社发展在不同阶段重点研

究不同的组织功能。合作社初办时，强调要综合解决农业和

农民问题，坚持其本质属性，重点发挥其社会功能。不管是

“合作社的摇篮”丹麦和“今日之瑞典合作社”，还是“在

英国工业的合作社与合作中发生的革命”和“美国的合作社：

为利润而耕耘”，不管是“来自法国的证据”和“参与政治、

组织民主和以色列基布兹的经验”，还是“国际合作社联盟

关于合作社特征的申明”，都强调初办时要坚持其本质属性，

以综合解决农业和农民问题，都强调法制保障和特殊的财政

金融支持 [13]。合作社成熟期，由于融入了股份因素，较多学

者重视其经济功能，甚至将其视为独立的企业。

在欧美国家，用企业产权理论和交易费用理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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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产 生 的 原 因 及 税 收 问 题（Levay,1983；Condon,1987；

Cook, 1995）， 用 代 理 理 论 研 究 最 优 契 约 设 计（Eilers 和

Hanf,1999）； 用 博 弈 论 研 究 其 组 织 框 架（Staatz,1983；

Sexton,1984）； 用 新 制 度 经 济 学 研 究 空 间 竞 争 模 型 及

均 衡（Sexton,1990）、 总 福 利 最 大 化（Feinerman 和

Falkovitz,1991）、成员同质化（Chol 和 Feinerman ,1993）；

用契约理论建立合作社企业的集体选择模型（Zusman,1992），

用新古典理论构造非均衡价格系统模型（Vercammen，Fulton

和 Hyde,1996）等。

在东亚，日本农业“协同组合”、韩国农协和台湾农会

都主张它是“农村的生产和生活的组织者”，要多功能综合

发展（坂野百合勝 ,1978；佐伯尚美 ,1989；今井健 ,1994）[14]。

4 简要评述 

学术史梳理和国际研究动态可见，经典作家都重点强调

“弱者的联合”的合作社的社会和政治功能。中西方学者都

强调合作社初办时要坚持其本质属性，重点发挥其社会功能；

在合作社成熟期由于融入了股份因素，较多学者逐渐重视研

究其经济功能。这些成果对本课题研究具有重要启发和借鉴

意义。但是，中西方理论研究与合作实践截然不同的是，西

方合作社在合作法典保障下，其本质属性和发展方向一两百

年都没有变；而中国由于无合作法典保障和合作文化土壤，

合作社基本功能经常被各种主张所左右。中国五十年代创办

的三类合作社为什么主导功能严重变异？长期以来较多政治

学视角的解释，关于当今中外各类新型合作社产权多元化和

基本功能交错的现状，却缺乏经济学学理的理性解释 [15]。

面对国际合作社实践超越经典理论及范式的多样性，尤

其是中国合作理论与实践的矛盾冲突，亟待从基本功能内涵

和演进逻辑入手，创新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合作理论。经中国

知网检索结果，直接研究“马克思主义合作社功能内涵和演

进逻辑”的论文目前还没有出现，国家两大基金项目还没有

本专题立项。本课题试图对此作深入系统的理论探索，相对

于已有研究的独到学术价值：（1）从合作社基本功能演进逻

辑入手，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合作理论，具有一定的开拓性

意义；（2）为科学解释中外合作社特别是中国合作社主导功

能演进轨迹及变异原因提供学理依据。同时，本课题成果可

以为政府甄别“合作社”与“企业”“半企业”，为合作社

分类回归实施不同的支持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16]。

5 合作社基本功能研究的逻辑思路

5.1 设定研究对象

本课题研究的合作社包括生产、流通和信用领域合作社，

以及中国当前的各种新型农民合作社。

本课题研究的基本功能是指学理上按学科分类的基本功

能即社会功能、政治功能和经济功能，而非引申或衍生的功能。

5.2 分析框架

5.3 总体研究框架

5.4 研究的主要目标

总目标：创新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合作理论。

分目标 1：系统梳理马克思主义代表作家关于合作社基

本功能的经典论述。

分目标 2：客观描述中外超越经典的合作社实践及基本

功能演进轨迹。

分目标 3：刻画合作社基本功能演进机理：社会功能与

政治功能为主 → 经济功能为主。

分目标 4：揭示合作社基本功能演进原因，论证各类合

作社按不同主导功能各归其位。

5.5 研究的重点与难点

第一，客观描述合作社基本功能演进轨迹，理性剖析中

国五十年代和本世纪创办的合作社基本功能演进的复杂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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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论证中国“三权分置”模式下制度坚守与体制变迁的合理

性（重点）[17]。

第二，根据主导理性 → 组织制度 → 主导功能的学理逻辑，

系统论证合作社基本功能演进的内在机理，创新发展马克思

主义合作理论（重点、难点）。

第三，论证各类合作社分别按不同主导功能各归其位的

理论依据与回归路径（重点）。

5.6 研究的基本思路

第一，系统梳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合作社本质属

性和基本功能的经典论述，尤其是马克思关于合作社是通向

共产主义的“过渡点”的经典论述。

第二，客观描述中外当代超越经典的合作社实践及基本

功能的演进轨迹。在经典合作理论指导下，几乎所有农业发

达国家，在合作社初办时就以综合解决农业和农民问题为宗

旨，并有合作社法典保障其健康发展。中国五十年代各类合

作社创办时期也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则思想 [18]。

第三，根据理性 → 组织制度 → 功能的学理逻辑，重点

论证合作社基本功能演进的内在机理：主导理性多元化 → 产

权多元化和治理结构多样化 → 本质属性与主导功能演进 [19]。

第四，根据理性 → 组织制度 → 功能的学理逻辑，理性

剖析中国五十年代和本世纪创办的合作社主导功能演进的复

杂原因；运用马克思所有权实现形式和地租理论，对农村集

体经济的实现形式——“两权分离”与“三权分置”的制度

坚守与体制变迁作中国解读 [20]。

第五，从政治经济学学理上论证合作社基本功能协调——

分别按不同的主导功能各归其位的理论依据，具体而言需要

论证经济发达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特别是广大农区不同的合作

社模式，设计各类主导功能的合作社回归路径与分类政策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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