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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lustration of the the “Trinity” of the Overall Framework of 
the Function Research of Farmers’ Cooperatives 
Yuantai Xie 
Jiangx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anchang, Jiangxi, 330045, China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logical logic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rinity” of human society-political-economic rationality and the “Trini-
ty”of cooperative social-political-economic function, the overall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the “Trinity” farmer cooperative function re-
search is designed throughout the whole. The main subject content includes five parts: (1) the classical theory includes the trinity of the 
function of the MaEn-Lenin Stalin-Mao Zedong Liu Shaoqi Dengzi’s restoration cooperative function, and (2) the three-in-one compre-
hensive reform pilot of the comprehensive reform of The Tangzhou, Guizhou, which transcends the classics including foreign countries 
such as Kibbutz-American New Generation Cooperatives-Japan Agricultural Association and The New Century of Zhejiang- Jiangxi 
Shicheng-Hebei Nechu ;(3) Innovative exploration and (4) Ration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three basic functions of rural cooperatives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in China, the mechanism of the funct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 in the development of cooperatives, 
the internal logic and external conditions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leading functions of Sino-Western cooperatives, the co-existence mech-
anism of cooperatives and joint-stock companies, and the rationality and development prospects of cooperative companies, focusing on 
explaining the rationality and development prospects of cooperative sorority; “The positive and wrong relationship and so on.” A total 
of 37 “Trinity” illustrations, unique, fully in line with the objective reality of Chinese and foreign coopera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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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合作社功能研究总框架“三位一体”图解　
谢元态　

江西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中国·江西 南昌 330045　

摘　要

根据人类社会 - 政治 - 经济理性“三位一体”与合作社社会 - 政治 - 经济功能“三位一体”关系的学理逻辑，设计贯穿始终的“三
位一体”农民合作社功能研究的总体分析框架。主体研究内容包括五个部分：（1）经典理论包括马恩 - 列宁斯大林 - 毛泽
东刘少奇邓子恢论合作社功能三位一体；（2）超越经典包括国际如以色列基布兹 - 美国新一代合作社 - 日本农协和新世纪
中国浙江温州 - 江西石城 - 河北内丘 -- 贵州塘约综合改革试点的三位一体；（3）创新探索与（4）理性解释中国不同历史
时期农村合作社三大基本功能的强弱变化和功能异化机理、中西方文化在合作社发展中的作用机理、中西方合作社主导功能
演进的内在逻辑与外部条件、合作社与股份公司协同共生机理，重点解释了合作社被公司制的原因和股份合作制的合理性与
发展前途；（5）功能回归包括甄别真假、回归路径及农地“三权分置”中“三权”的正误关系等。共 37 个“三位一体”图解，
别具一格，完全切合中外合作社的客观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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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几年，中国学术界关于合作社“三位一体”的文章日

渐多了，其“三位一体”是指农村生产合作社、供销合作社、

信用合作社中的“三类职能”归为“一体”，即一家合作社

同时兼有生产 - 供销 - 信用三种职能。

笔者正在主持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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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位朋友的建议，已经整理出来分为上下两篇。上篇《合作

社基本功能研究的文献综述与逻辑思路》在国际华文期刊《财

经与管理》第六期公开发表。本篇论文是下篇，以《农民合

【基金项目】本文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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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阶

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谢元态（1955-），男，中国江西上犹人，江西

农业大学经济学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资本论》与转型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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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社功能研究总框架“三位一体”图解》为题，是统领项目

研究的总体设计。论文 的“三位一体”主要是指合作社自身

社会 - 政治 - 经济功能的“三位一体”，有时也指生产 - 供

销 - 信用三种职能的“三位一体”。论文继续在《财经与管理》

公开发表，以供学界同仁批评指正。

2 学理逻辑：农民合作社功能研究贯彻始终的

“三位一体”总体设计

2.1 农民合作社功能研究的总体分析框架

本课题研究成果最大创新点就在于：农民合作社功能研

究内容的“三位一体”贯彻始终的总体分析框架。总体分析

框架按照传统三段论“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的“三

位一体”逻辑结构设计。在三大板块中，需要论证图中的五

大方面学术问题，如图 1 所示。

是什么？

1.经典理论

2.超越经典

为什么？

3.创新探索

4.理性解释

怎么办？

5.功能回归

图 1 农民合作社功能研究的总体框架图示

2.2 学理逻辑：人类理性决定合作社主导功能

2.2.1 人类理性“三位一体”图示

人类理性可以分为社会理性、政治理性和经济理性三大

类。不同的理性会影响自然人个体和社会经济组织的行为。

我们引入人类理性来研究农民合作社功能，能够对农民合作

社功能定位和发展变化的深层动机和原因得到科学合理的

解释。

社会理性

政治理性 经济理性

图 2 人类理性“三位一体”图示

如图 2 表示，人类的三大理性对于自然人和组织而言，

在某个阶段或者是在对待某个事件时，可能是以某种理性为

主导的。但是三大理性又是会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由此，

我们以三大理性为逻辑起点，对于自然人和组织的基本定位

与发展变化，就不会受其表征所迷惑，而能够获得符合深层

逻辑的科学解释。

2.2.2 分析框架：学理逻辑

根据笔者的同事唐茂林博士对本课题研究极富创新性的

深刻提示，按照主导理性→产权制度 - 治理结构→主导功能

的学理逻辑，根据作用机理（环节链 - 作用杠杆 - 中介传导 -

效果响应）原理，深入刻画合作社基本功能的演进轨迹，并

由此揭示产权与治理结构多元化合作社基本功能演进的内在

机理。人类理性与合作社功能关系的学理逻辑简要解释如下：

——社会理性主导的价值取向，必然要求合作社坚守其

本质属性与社会功能主导，由此突显了合作社功能演进机理

研究的独特学术价值；同时逻辑地必然要求异化后的合作社

各归其位。

——经济理性主导的价值取向，必然是主张合作社演进

成为公司制性质的企业。这是中国之所以会出现许多合作社

朝着企业化方向改革和发展的理论根源。

——政治理性主导的价值取向，必然倾向于提高公有制

程度，推动合作社向集体所有制发展。在中国，坚持合作社

的农地集体所有制基础和承包权“长久不变”的前提约束下，

必然演绎出“两权分离”进而“三权分置”的政策层面逻辑框架，

由此便逻辑地突显了集体所有制实现形式——制度坚守与体

制变迁理论研究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

分析框架：学理逻辑如图 3 所示。

图 3 理性“三位一体”决定农民合作社功能“三位一体”

图示

在此需要特别强调申明并致谢的是，上面的“分析框架：

学理逻辑”图，初始是由好友同事唐茂林博士不辞辛劳帮笔

者精心设计的，我只是作了技术上的加工完善。此图所显示

的智慧及高度抽象能力获得了课题组全体成员和不少朋友高

度一致的赞许。我始终认为，此图的原创意义在于，它是获

批此项国家社科项目资助的点睛之笔，也是统领项目研究的

总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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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合作社功能的“三位一体”

由图 3 自然推导出合作社功能的“三位一体”如图 4 所示。

图 4 农民合作社功能“三位一体”图示

农民合作社功能“三位一体”是本课题研究经典理论、

超越经典、创新探索、理性解释、功能回归五大方面学术问

题贯彻始终的立论依据和检验标准。合作社功能“三位一体”

源于马克思主义代表作家的经典论述，是当代中外合作社实

践超越经典的检验标准，是正确评价中国合作社创新探索并

作出理性解释的理论依据，也是政府部门甄别当前中国真假

合作社并设计分类回归政策的理论依据。

根据学理逻辑设计课题研究的总体框架，严格按照“三

位一体”结构贯彻始终，是本课题研究最鲜明的特色和创新点。

3 经典理论：马克思主义代表作家关于合作社

的论述
3.1 合作社的本质属性

揭示合作社的本质属性，需要全面研究马克思 - 恩格斯、

列宁 - 斯大林、毛泽东 - 刘少奇 - 邓子恢等马克思主义经典

作家对合作社本质属性的权威论述。这些经典理论是本项目

“合作社功能”研究的理论基础和逻辑起点。

从本质属性看，合作社是“平民社”，其自身应当是微

利经营或保本经营，而国家和政府应当给予财政等全面支持。

西方合作社一两百年始终不渝地坚持其本质属性和（社会理

性）社会动能主导，这是其长期健康发展的成功经验。合作

社的本质属性如图 5 所示。

社会理性主导

重点发挥社会功能

经济上只是要求

微利或保本经营

国家和政府责任

需要给予财政等支持

图 5 马克思主义合作理论中蕴含的合作社本质属性图示

3.2 合作社的本质属性决定合作社的主导功能

合作社的主导功能是由其本质属性所决定的。马克思主

义经典作家的合作理论一致认为，符合其本质属性的合作社，

其社会功能应当是构建和谐社会，其政治功能应当是改良资

本主义制度，其经济功能应当是实现对小生产的改造，如图

6 所示。

社会功能

构建和谐社会

经济功能

实现对小生产的改造

政治功能

改良资本主义制度

图 6 马克思主义合作理论中蕴含的合作社主导功能“三位一

体”图示

根据《国际合作联盟》“关于合作社特征的宣言”，从

合作社的定义看，它是“人的联合”即劳动者的联合；从其

基本价值看，它是“自助、民主、平等、公平和团结”；从

合作社七项原则看，它是实现合作社价值的指导方针，包括（1）

自愿和开放的社员，（2）社员民主管理，（3）社员经济参与，

（4）自主和自立，（5）教育培训和信息，（6）合作社间的

合作，（7）关心社区。合作社的这七项原则充分体现了其重

在社会功能，而绝对不像企业（公司）那样强调经济功能。

明了合作社的本质属性和主导功能，就为研究现实中合

作社主导功能的经典超越、功能异化、理性解释、发展创新

以及甄别真假合作社后的功能回归提供了充分的理论依据。

3.3 民国时期合作社主导功能“三位一体”

民国时期的合作社曾经有一个发展小高潮。几乎所有史

料都说明，当时合作社的主导功能是社会 - 政治功能，而经

济功能仅仅是其附属功能。这是孙中山先生和多数学者的共

同主张。但是在蒋介石对发展合作社的言论中，明确要求合

作社在社会 - 政治功能主导下，还需要衍生出军事功能。民

国时期的合作社主导功能“三位一体”如图 7 所示。

图 7 民国时期合作社主导功能“三位一体”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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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新中国建立前后创立的“三位一体”专业合作社

在新中国建立前，中国共产党人就开始了探索通过合作

社将农民组织起来。新中国建立后的五十年代，毛泽东、刘

少奇、邓子恢等领导人为了加快提高中国数亿计广大农民的

组织程度，在全国农村创办了生产合作社、供销合作社、信

用合作社“三位一体”的合作社（在城镇，还有非主体的消

费合作社和小手工业者合作社。本文略）。农村这三类专业

合作社便对农村生产领域、流通领域、信用领域实现了全覆盖，

构成了农村合作社组织“三位一体”的总体框架，如图 8 所示；

而合作社的主导功能“三位一体”则如图 9 所示。

农村生产合作社

农

村

信

用

合

作

社

农村供销合作社

图 8 新中国建立前后创立的农村三大类专业合作社功能“三

位一体”图示

政治功能

稳固政治统治

经济功能

恢复农村经济

社会功能

稳定社会秩序，改善民生

图 9 新中国建立前后农村合作社功能“三位一体”图示

4 超越经典：中外当代丰富的合作社实践

4.1 国际经验借鉴

西方合作社一两百年始终不渝地坚持其本质属性和社会

功能（社会理性主导），这是其长期健康发展的成功经验。

借鉴国际合作社的成功经验，最具典型意义的是日本农协、

美国的“新一代合作社”和以色列的“基布兹”。

4.1.1 日本农协五项一般职能，而其主体功能“三位

一体”图示

日本“农协”是东方文化背景下合作社的一个典型成功

模式。1947 年在《农业协同组织法》公布之后，日本农民“协

同”组织正式成立。日本“农协”是根据日本国情发展建立

起来的农业组织，其成立完成了日本农业的现代化，对日本

农业经济战后的飞速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中国正处于传

统农业向现代农业发展的转折点，亟需借鉴其他国家的成功

经验。通过探讨日本农协的组织结构和各机构运行机制，剖

析其主要特点和一些成功经验，揭示日本农协东方文化背景，

对中国农村合作社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日本“农协”是亚洲国家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很成功的范

例，其主要特点就是高度综合性，其一般职能可以归纳为五

大类，如图 10 所示。

农业指导：指农业

管理和农业技术等

方面的指导。

信贷支持：由农林

中央金库承担。有

存贷款、票据贴现

共济实业：提供互

助保险，改善社区

养老福利和交通

厚生事业：涉及福

利保障和医疗保健

等。

经济事务：主要包

括营销和采购。

图 10 日本农协“五位一体”图示

日本“农协”的五大类职能是完全符合《国际合作联盟》

七项原则要求的，其占主导的功能是社会功能、政治功能和

经济功能，但它又充分体现了其重在社会功能，而不是像企

业那样特别强调经济功能，如图 11 所示。

社会功能：福利保障、

社区养老、医疗保健和

交通等。

政治功能：日本农协是

政府连接民众的纽带；

通过农协实施政策和

接收意见或建议。

经济功能：农业管理和

农业技术的指导；由农

林中央金库承担，有存

贷款、票据贴现等。

图 11 日本农协主体功能“三位一体”图示

台湾农会的综合农协模式（也称“农协”模式），是借

鉴日本与美国农民合作组织运作经验形成的一种特殊农民合

DOI: https://doi.org/10.26549/cjygl.v4i7.4339



5

财经与管理·第 04卷·第 07 期·2020 年 07 月

作模式。台湾农会在多年的实践总结中，构建起一套比较完

善的，包含农业事业运营（农事）、农业行政（农政）以及

农民教育推广（农推）的三重功能结构，主导功能与日本“农

协”“三位一体”类似，并在较广泛的业务范围内尽全力为

农业农民服务（本文略）。

韩国农业协同组合模式（也称“农协”模式），是自上

而下建立的农民合作组织，是依照特别法律建立的法定机构。

韩国农业一般从事三类业务：一是从事农产品流动事业，保

证农民生产资料购买与农产品供销有序进行；二是农民金融

服务，在权利范围内帮助农民筹集资金，并提供信用、保险

等多方面金融业务；三是教育和文化服务，为农民提供职业

培训，提高农业科技和生活文化福利水平。韩国农协也是合

作组织的多重功能融合，但主导功能也与日本“农协”“三

位一体”类似（本文略）。

4.1.2 美国的“新一代合作社”主导功能“三位一体”

图示

“新一代合作社”这个用语最早出现于美国北达科他州

和明尼苏达州，之后发展到相邻的其他州和加拿大，包括大

约 200 多个开展农产品加工增值、并实行封闭成员制（closed 

membership）的合作社。最近 20 年“新一代合作社”的出现

和发展是合作社又一次发展高潮的产物，它既是适应现代农

业变化的一种调整，也是合作社对内部制度安排的缺陷进行

的改革和创新的源泉，如图 12 所示。

生产职能

依经营范围划分，生产小

麦、大米、蔬菜以及养殖

服务职能

以金融服务为主，提供农

业经营贷款、医疗及灾害

加工职能

通过对农产品的加工来增

加附加值，获取更多利润。

图 12 美国的“新一代合作社”“三位一体”图示

4.1.3 以色列的“基布兹”主导功能“三位一体”

图示

以色列“基布兹”是当代“自由人联合体”的现实范本。

研究以色列“基布兹”产生的背景与发展过程，总结“基布兹”

模式的管理方式、生产方式、生活和教育方式的主要特点，

研究“基布兹”的主要成功经验和它所体现的“自由人联合体”

本真涵义，对中国农民合作社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启示意义。

图 13 以色列的“基布兹”“三位一体”图示

如图 13 所示，以色列的“基布兹”“三位一体”也是

完全符合《国际合作联盟》七项原则要求的，其占主导的功

能是社会功能、政治功能和经济功能，但它又充分体现了其

重在社会功能，而不是像企业（公司）那样特别强调经济功能。

4.2 中国创新探索

4.2.1 中国贵州省塘约村“村社合一”的“三位一体”

模式

中国贵州省的塘约村 2014 年一场特大洪水将全村民房

冲倒、农作物颗粒无收。面对天灾带来的严重损害，村党支

部反复讨论研究生产自救和村庄重建的方案和办法。轰动全

国的“村社合一”“合作联营”“银村联姻”“塘约模式”，

就是塘约村重走集体化道路、重建全村集体经济组织、规划

建设新农村、两年内就实现了全村彻底脱贫的“三位一体”

模式，如图 14 所示。

村社合一：“两块牌子，一

套人马”。承担公共事务，
解决村民矛盾、改善村容村

貌，进行文化宣传，肩负政

治保障和乡村治理职能等。

银村联姻：在村集体利润中

抽取 20%作为金融担保基
金，引进金融服务，探索

“3+X”信贷模式，引导产
权主体通过土地承包经营

权、林权等抵押担保贷款。

合作联营：采取“党总支+
合作社+公司+农户”的发展
模式，鼓励村民以土地、资

金与合作社联营，并分别以

3-3-4的比例对合作社、村
集体、村民进行利润分成。

图 14 中国贵州省塘约村“村社合一”“三位一体”图示

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大背景下，农村合作经济和集体

经济如何发展是个重要课题，贵州的塘约“村社合一”模式

作出了全新的现实解读。通过对塘约模式的深入分析，从制度、

组织、结构、分配等方面总结其主要特点，从加强党的领导、

转变民风、带动经济和改善环境等方面总结其成功经验，可

以给中国农民合作社未来发展提供方向性的现实范本。

塘约村“三位一体实际上是高度综合性的“村社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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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也是完全符合《国际合作联盟》七项原则要求的，充

分体现了其重在社会功能。

4.2.2 中国温州市瑞安模式综合性合作社“三位一体”

在浙江省全省推广

中国浙江温州市的瑞安模式“三位一体”新型合作社模

式是典型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村供销合作社和农村信用合

作社三方“机构联合，业务互补，功能合一”的现代新型综

合型合作组织模式，也是完全符合《国际合作联盟》七项原

则要求的，充分体现了其重在社会功能。

2006 年温州瑞安市成立全国首家县级综合性农村合作协

会，开始实验生产、供销、信用合作“三位一体”的农民合

作社新路，受到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为

“三位一体”合作社模式的完善发展探索前路。温州瓯海农

合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是全国首家建设“三位一体”农合联

体系的公司。瓯海公司丰富了温州“三位一体”合作经济模

式的结构，它的成功再次证明了“三位一体”功能合一的合

作结构优势，是值得全国农村合作社借鉴的典范。“三位一体”

的合作社基本功能互补是该模式成功的关键，展现了合作社

“三位一体”综合改革的政策前瞻性。

瑞安还成立各种民间农技推广基金、资金互助会、民营

农业科技创新平台等，解决合作社运行中的资金问题。瑞安

市这次大胆而成功的实验，是“三位一体”模式成功实践的

起点。瑞安的成功案例不仅助推了温州民间“三位一体”的

实践热情，而且瑞安模式此后成为了浙江省农民合作社的典

范。2006 年 12 月，浙江省政府认识到这种“三位一体”合

作新模式的发展潜力与经济优势，于是开始树立瑞安合作社

典范，在全省大力推广“三位一体”合作模式，使浙江省新

型农民合作社发展在全国独树一帜，如图 15 所示。

供销合作社是关键：
负责解决产前生产资

料供应、产后产品销
售的组织问题。

信用合作社是支撑：

负责解决农业生产中

遇到的资金问题。

生产合作社是基础：

负责解决产中生产作

业的组织问题。

图 15 中国浙江省温州市瑞安模式综合性合作社“三位一体”

图示

4.2.3 中国河北内丘县供销合作社为依托的“三位一

体”改革试点图示

中国供销合作社起源于国际合作社的思潮运动，根植于

中国广袤的农村大地，生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扁担精神”

和“背篓精神”。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于 1985 年代表中国

合作社正式加入国际合作社联盟，并自 1997 年起一直代表亚

太地区担任该联盟副主席。多年来，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

为推动国际合作社运动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中国供销社

坚持“为农、务农、姓农”，不仅承担着乡村振兴的历史使

命，放眼国际社会，更为消除贫困人口、打通商品流通网络、

促进经济良性发展的议题提供了优质案例和解决之道。

2006 年 8 月，中国河北内丘县成立了“内丘县农民合作

经济组织联合社”，2013 年 9 月完成了“内丘县农民合作社

联合社”审批和注册工作。2015 年 3 月 23 日《中共中央国务

院关于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的决定》颁布后，河北内丘

县的农民合作组织体系“三位一体”的组织架构基本形成。

以供销社体制为依托，以农合联组织为基础，以确立农民在

基层组织中的主体地位为目标，组建县、乡农民合作社联合

社和村级农民合作社。按照办成实体性经济组织的要求，推

进供销合作社与社有资产运营实体一体化，形成供销社 + 资

产运营中心 + 农民合作社联合社“三位一体”的组织架构。

在村级层面，依托乡镇党委政府和基层供销社，组织涉农企业、

村“两委”干部、工商业者、经营大户大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

积极构建“村党支部 + 村委会 + 农民合作社（供销合作社）”“三

位一体”农村基层治理组织工作架构，同时形成了乡村基层

组织、供销合作社、专业合作社“三位一体”农村经济组织架构，

如图 16 所示。

供销合作社

（依托）

乡村基层组织专业合作社

图 16 中国河北内丘县供销合作社为依托的“三位一体”改革

试点图示

截止目前，中国内丘县 85% 以上的行政村建立了农民合

作社。在乡级层面，在乡镇农合联分会的基础上，结合乡镇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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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政府，组建基层农民合作社联合社。在县级层面，实行了

农民合作社联合社与县供销合作社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参照

社章运行的机制，基本实现供销合作社与农民合作社的融合。

最近几年，中国内丘县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

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的决定》的要求，在以供销合作社为依

托的“三位一体”为主框架的改革试点过程中，又进行了职

能扩展试点。职能扩展后，实质上就成为了类似日本“农协”

的高度综合型的合作社，是完全符合《国际合作联盟》七项

原则要求的，充分体现了其重在社会功能，如图 17 所示。

合作职能：加强农民在

生产、加工、流通等领
域的联合与协作。

政策执行职能：反映

农民合理需求，落实
扶持政策。

公共服务职能：整合资源，

开展信息、技术、资金、信
用担保、教育培训等。

经营服务职能：建设
网点，开拓市场，衔

接产需，搞活流通。

供销合作社

图 17 中国河北内丘县供销合作社为依托的“三位一体”职能

扩展改革试点图示

中国社科院农村经济研究所杨团研究员等一批农经专家

特别重视中国发展供销合作社为依托的综合改革试点，经常

去改革试点单位给予理论与政策指导。

4.2.4 中国江西省石城县专业合作社内置金融改革试

点后的“三位一体”功能

中国石城县是国家银监会批准的江西省两个专业合作社

“内置金融”改革试点县之一。在“内置金融”改革试点之前，

石城县专业合作社已经开展了部分供销合作业务。“内置金融”

改革试点后，实际上就形成了生产 - 供销 - 信用“三位一体”

功能的综合型农村合作社，如图 18 所示。

图 18 中国江西省石城县专业合作社内置金融改革试点“三位

一体”图示

5 创新探索：合作社主导功能演进的内在逻辑

中国五十年代创办的农村三类合作社都存在不同程度

的主导功能异化现象：生产合作社因政治理性强势主导而以

失败告终；供销合作社因政治理性强势干预，合作社演变成

了官办的供销企业；信用合作社改革开放前主要受政治家和

政府部门的政治理性主导——从人民银行几进几出，改革开

放后主要受学者们的主张所左右，偏向于经济功能主导而舍

弃“合作”只剩“信用”，逐步演变成纯粹的金融企业。对

五十年代合作社主导功能变异的教训，需要作出经济学理论

解释，以防止重蹈覆辙。

5.1 中国各个历史时期农村合作社三大基本功能的强

弱变化

新中国成立前后至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前，合作社主导

功能强弱演变的总趋势如图 19 所示。

图 19 新中国成立前后至十八大前农村合作社三大基本功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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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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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世纪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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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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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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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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纵观中国合作社虽然十分曲折的发展历程，却又发现一

条似乎很清晰的演变规律，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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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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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值得理

论界和决策层反思的是，为什么自 20 世纪 60 年代直到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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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农村合作社在各个具体的历史时期基本功能的强弱

变化过程，如图 20 所示。

图 20 中国不同历史时期农村合作社三大基本功能的强弱变化

图示

5.2 合作社基本功能“三位一体”异化表现之一：公

司化（2007-2016 年）

如图 21 所示，合作社基本功能“三位一体”异化表现

之一是“被公司化”。合作社“被公司化”的理论根源是不

少学者不懂合作社的本质属性和合作社的基本功能，而是把

合作社看成一般的企业。他们用评价企业的方法和评价指标

体系来评价合作社的绩效，因而评价结果无一例外都是合作

社经济效益不好，而对策建议也是无一例外地主张合作社需

要改为完全的公司制，如图 22 所示。

图 21 新世纪中国合作社功能“三位一体”异化表现图示（1）

公司化（2007-2016 年）

5.3 合作社基本功能“三位一体”异化表现之二：股

份合作制（2007 年至今）

社会功能和

政治功能

主导功能：经济功能。

市场经济的发展，股

份因素的大量融入，

经济导向。

股份--合作制

具体表现

图 22 新世纪中国合作社功能“三位一体”异化表现图示（2）

股份合作制（2007 年至今）

6 理性解释：农村合作社基本功能异化原因

分析

如图 23 所示，合作社业和其它组织一样，随着国际经

济社会环境的变化，其基本功能都可能出现异化现象。本部

分的重要任务是，以中国 50 年代以来创办的合作社主导功能

异化为典型案例，从主导功能异化机理、中外合作社生存与

发展的合作文化土壤比较及其作用机理、合作社主导功能演

进的内在逻辑与外部条件等三个方面，对农村合作社基本功

能异化的原因作出理性解释。

6.1 合作社基本功能异化机理

主导功能

社会—经济功能

政治功能

主导功能

经济功能

政治功能 社会功能

前

期

后

期

转 变

图 23 中国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合作社功能“三位一体”图示

6.2 合作社文化是合作社生存与发展的土壤

合作社文化是合作社生存与发展的土壤。中西方合作社

文化土壤差异对合作社发展实践必定产生不同影响。综合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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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分析中西方合作社文化的渊源与特征、联系与冲突，中西

方文化对合作社发展作用的原因与机理、作用的经典案例——

德国和中国塘约合作社的文化因素。由此得出结论，厚植中

国合作社发展的文化土壤这一基础工程：需要以马克思主义

合作理论为指导，以中国传统文化精华为源泉；需要以中国

本土合作文化为体，以西方外来合作文化为用；需要以合作

社教育培训为手段，以示范合作社为典型引路；需要全面调

动合作文化资源，厚植中国特色合作文化土壤；需要以合作

制度建设为保障，以合作社支持政策为导向。

6.3 中西方文化在合作社发展中的作用机理

在西方国家，合作社的成功发展得益于西方社会充足的

合作文化土壤，在社会、人以及文化的动力作用下，西方合

作社遵循合作社的发展规律，坚守合作社本质属性，随着时

间演变逐渐强大。当然西方合作社的发展不可避免会受到部

分本土文化的阻力，但在西方坚强的合作文化土壤后盾下，

最终成长了起来。

西方社会是“陌生人社会”，其主要文化基因是依靠“契

约文化”的“团体文化”和“信用精神”。这些文化基因在

合作社发展中的作用机理，如图 24 所示。

图 24 西方社会文化在合作社发展中的作用机理

与西方国家完全不同，东方国家特别是中国社会是“熟

人社会”，其主要文化基因是“乡土差序文化”和依靠“氏

族亲情”为纽带的“传统合作思想”。这些文化基因在合作

社发展中的作用机理，如图 25 所示。

图 25 中国社会文化在合作社发展中的作用机理

6.4 合作社主导功能演进的内在逻辑与外部条件

如图 26、27 所示，马克思认为合作社是通向共产主义

的“过渡点”，而现实中其不同的主导功能决定了如何通向“过

渡点”。论文首先从学理上分析合作社主导功能演进的内在

逻辑；接着分别描述西方国家和中国合作社随着时代的变迁

其主导功能的演进轨迹，并揭示其内外部原因；最后分析影

响合作社主导功能演进的内在逻辑与外部条件（宏观政策与

文化因素），从而为中国合作社实践正确把握其本质属性和

功能变化规律及演进走向提供理论依据。

6.4.1 西方国家合作社主导功能演进的内在逻辑与外

部条件

图 26 西方国家合作社主导功能演进的内在逻辑与外部条件

6.4.2 中国合作社主导功能演进的内在逻辑与外部

条件

图 27 中国合作社主导功能演进的内在逻辑与外部条件

6.5 优化设计：合作社与股份公司协同共生机理

根据共生理论基本原理，对称互惠共生是共生关系中的

理想类型，而且是最有效率、最有凝聚力且最稳定的共生模式。

但我们认为，根据中国现阶段各地比较成功的合作实践，新

型农民合作社融入股份因素的理想类型和理想状态应该是非

对称互惠共生，即产生新能量且合作社获得更多的利益分配。

应该重点从股权结构和收益结构两个方面对其协同共生机理

进行优化设计，如图 2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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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 合作社与股份公司协同共生机理优化设计

如图 28 所示，所设计的非对称互惠共生机理，重点在

于股权结构与收益结构两大关系，股权结构决定剩余控制权、

决策权、管理运营权、收益分配权、监督权和资产收益权；

外围资本也具有监督权和资产收益权，但由于其股份份额要

小于合作社份额，所以监督权和资产收益权也是有限的。由此，

其共生机理仍然是保留了合作因素占主导地位。

一是健全二者共生的股权结构。农民合作社与股份公司

可以通过股份合作的形式实现联合，股份公司通过直接出资

或将技术、土地、设备和相关服务等折股入股农民合作社，

入股资金可作为合作社完成农产品生产的成本和初始资金。

需要指出的是二者的主体定位，合作社是普通合伙人 (GP)，

占有较多的核心资本股份处于主体地位；而股份公司是有限

合伙人 (LP)，只提供较少的外围资本股份，处于附属地位。

二是明晰二者共生的收益结构。从股权结构可知，二者

为合作关系而非隶属关系，合作社负责包括组织生产和供应在

内的多个环节，股份公司提供市场销售渠道及服务，形成一个

利益联结关系。合作社拥有剩余控制权、决策权、管理运营权

和收益分配权，所有权归合作社社员共同拥有；股份公司作为

股东，不参与合作社内部决策权和管理权，只享有股东的合法

权益，即监督权和资产收益权，二者利益共享、风险共担。

7 分类回归——合作社基本功能的协调

这部分是回答“怎么办”问题。主要根据当前中国合作

社发展中的客观实际，回答三个方面的突出问题：一是农地

的“三权分置：制度坚守与体制变迁的合理性解释”；二是“理

论分析：各类合作社主导理性甄别→分类回归路径”；三是“对

策建议：体制改革、法制保障、分类政策引导”。

7.1 合作社主导功能的逐步回归

合作社问题实质是“三农”问题的缩影。新型农民合作

社以服务“三农”为根本宗旨，正如温铁军所深刻指出的：

这个“三农”已由过去单纯追求 GDP 的老“三农”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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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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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社主导理性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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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所示。

图 29 合作社三大基本功能的地位与作用

7.2 新型农民合作社的发展模式选择 : 主导功能视角

根据经营范围的不同，当前新型农民合作社主要有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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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主导为主的村民自治合作组

织或市场主导为主的企业化纯经济组织。合作社自身性质定

位不同及经营范围的不同，对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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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C、D），如图 30 所示。

图 30 新型农民合作社的策略组合及其收益矩阵

7.3 合作社基本功能演化的前景展望

从劳动与资本的关系看，经典范本的合作社是个体劳动

者“弱者的联合”，而当今中外合作社越来愈多地融入了股

份因素，甚至有的股份因素占据主导地位，如此必将逐渐异

化为资本“强者的联合”。根据《资本论》有关基本原理，

合作制和股份制的异质性是：合作社“劳动统治资本”符合

社会主义基本原则，而股份制“资本统治劳动”符合市场经

济基本原则，二者存在严重的内在矛盾冲突；但二者的同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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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都是通向未来社会的“过渡点”，是具有历史性积极意义的，

因此二者应当相互融合取长补短，如图 31 所示。

资本

主义

社会

私有

经济
股份公司

合作社
股

份

合

作

制

未来理想社会的

微观经济组织形式

重建个人所有制

自由人联合体

过渡点

微观组织结构“三位一体”

图 31 股份合作制成为通向未来社会的“过渡点”“三位一体”

图示

7.4 以马克思主义观点解释合作社与集体所有制经济

的关系

从微观基础看，经典范本的基层合作社是以个体所有制

为基础的，而中国合作社是以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由此导

致合作社的主导功能有所“虚化”。根据马克思《资本论》

中未来社会要“重建个人所有制”思想，合作社实际上是比

集体所有制更符合未来社会发展要求的公有制组织形式，如

图 32 所示。因此，从现实和发展前景看，必须不断强化合作

社的本质属性和社会功能。

图 32 中国合作社与“重建个人所有制”的关系

7.5 农地“三权分置”：制度坚守与体制变迁的合理

性解释

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是指集体所有权→农户承包权→

经营权“三权分开”，即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前提下，

村集体将土地发包给农户，农户又将土地转让给“能人”或

“资本所有者”经营管理。对中国当前实行的农地“三权分置”

的实践有可能出现如图 33 和图 34 两种情况，要以马克思主

义观点才能作出科学解释。

7.5.1 要谨防“三权分置”的错误关系——集体土地

变相的“私有化”

“三权分置”以后，农地经营者远离了农地所有者，基

本不受村集体和承包户约束，成为了农地的实际控制者，农

地所有者——村集体的土地所有权实际上完全“虚化”了。

这种情况客观上就是集体土地变相的“私有化”。

农地

承包权

归农户

农地

所有权

归村级

集体

农地

经营权

归经营者

图 33 中国农地制度“三权分置”错误关系图示

7.5.2 要把握“三权分置”的正确关系——三权具有

相互制约关系

坚持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制，是党中央反复强调的重要

原则，是国家的一项基本制度，决不允许将集体所有制“虚化”

或“私有化”。正确的“三权分置”关系应当如图 34 所示。

农地经营权

归经营者

农地承包权

归农户

农地所有权

归村级集体

图 34 中国农地制度“三权分置”的正确关系图示

7.6 理论分析：各类合作社主导理性甄别后分类回归

路径

目前中国的合作社在数量高速增长中，出现了许多不

正常现象，在原纯经济性企业（公司）的基础上在挂“合

作社”牌子，目的是获得政府对合作社的补贴；有的地方

官员为了政绩，明示或暗示村干部凭空造假的“合作社”；

国家农业与农村工作部几年前对全国的合作社进行过一次

全面审查，对假冒伪劣的合作社进行了清理和整顿。我们

认为，对合作社进行清理和整顿的理性甄别依据应当是考

察其主导功能，以甄别其组织的基本性质，如果是经济功

能主导则属于纯经济性企业，必须回归其公司制；如果是

社会功能主导则属于典型的合作社，必须规范完善合作制，

如果是政治功能主导则假冒的合作社，必须坚决彻底清理。

分析框架如图 3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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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甄别依据

经济功能主导

社会功能主导

政治功能主导

甄别组织性质

纯经济性企业

典型的合作社

假冒的合作社

分 类 回 归

回归公司制

规范完善合作制

彻底清理

图 35 中国各类合作社主导理性甄别后分类回归路径图示

7.7 对策建议：体制改革、法制保障、分类政策引导

7.7.1 三大对策建议“三位一体”

对策建议：体制改革、法制保障、分类政策引导“三位

一体”如图 36 所示。

图 36 对策建议：体制改革、法制保障、分类政策引导“三位

一体”图示

7.7.2 分类政策引导“三位一体”

分类政策引导“三位一体”的分析框架如图 37 所示。

分类回归

回归其公司制

规范完善合作制

彻底清理

分类政策引导

按《公司法》规范

按《合作法典》规范

彻底注销

组织性质

经济性企业

典型的合作社

假冒的合作社

图 37 对合作社分类政策引导“三位一体”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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