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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农民专业合作社是由政府领导的经济互助组织架构，合

作社的成员既有一定的责任又有一定的权利，可在农产品的

销售、加工、运输等产业链上，实现家庭承包，互相提供服

务和技术帮助，在资源联合、民主意愿的模式下，使得农村

借助合作经济而经济腾飞。当前，为建立和谐的农民专业合

作社的组织形式，并促使合作社活动更具公平性，应遵守法律，

契合党政指标，注重对信用体系的建设，从信用体系建设的

意义出发。论文分析其原则下建设的步骤。

2 农民专业合作社信用体系建设的意义

2.1 改善农村信用环境

通过信用体系体系可进化农村的金融合作环境，使得金

融生态化转换，有助于进行内部的资源配置，并对外形成信

用吸引力，借助中国的信贷相关政策，能保障农村的经济发

展更为平稳，一定程度上可关联农村的增产增收效果，使得

中国的整体农村金融体系运作处于有效状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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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农民生存的载体

专业合作社本着为农村生存、发展的视角进行信贷、融

资活动，信用可以成为农民开展新型经济活动、经济合作的

证明与参考，一定程度上，信用可获得银行乃至整个社会的

认可，有助于农村实施公平活动交易。在信用评定下，还能

够保障农产品得到消费者的认可，避免在当前激烈的产品竞

争状态下，农业产品被淘汰、被忽视，信用体系的建设已经

成为了农民安身立命的载体。

2.3 农业结构升级

规范化的合作社建成，必然要借助信用体系这个地基，

为了使得农村的专业合作社成为比较专业的、具有品牌效应

的组织，更应构建信用的不同等级模式，使得农业结构与产

品逐渐升级，突破农业经营小规模、“小打小闹”的局限，

更全面化的展开区域化、规模化、产业专业化的经营。

3 农民专业合作社信用体系建设现存困难

3.1 缺乏法律的引导

信用体系本身看似简单，实则复杂，信用等级如何，信

用的分界线在哪，从法律的角度出发，还没有发掘出其中比

较适合进行专业合作社信用设计的方式，难以从法律法规上

比较具体的给出信用支撑，缺乏参考依据，而使得农民专业

合作社信用体系的建立始终都不够合法，各个地区建立的方

式与规定也不能统一化 [2]。

3.2 社员对信用体系的认识不足

农民普遍上的文化水平低，在进行专业合作社的合作生

产时，都比较注重经营下的经济效应，而对于信用体系建立

后产生的优势了解的不够清晰，存在认知偏差，认为信用体

系的建立可有可无，或者比较抵触，短时间难以阐明信用体

系建立的效应，一定程度上行，信用体系存在对农民专业合

作社活动的制约，导致社员对信用状况毫不关心 [3]。

3.3 指标模式散乱

散乱无章的专业合作社信用模式已经成为常态，当前各

个区域中的信用评价与等级制定方案仍旧十分欠缺，信用活

动比较随意，在没有统一的、完整的指标情况下，信用的评

价权重不明，使得信用体系建设存在很多的漏洞，难以实现

信用管理的目标。

3.4 信息分散难以采集

农村在进行专业合作社的资料、产品回收等服务过程中，

各个信息较为分散，尤其在专业合作社规模壮大后，涉及工商、

财政、民政、科学等任务，难以进行联合工作处理，多部门

的合作效益差，农村的专业合作社信用体系工作不仅容易重

复，还有一定的信息采集难度 [4]。

4 农民专业合作社信用体系建设原则步骤

4.1 法制原则下的法律依据

农民专业合作社属于比较专业的、比较官方的惠农活动，

在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建立上，应始终围绕中国的法规与党政

指标开展经营，信用体系的构建必然要与法律相适应，利用

法律为参考依据，促使农民专业合作社达到合法效应，获得

相应立法部门的支持，期间应基于中国现有的法律条例，去

完善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社员义务、权责等，应保障农民专业

合作社的信用评级、对失信的行为惩处、信用评分累积下的

奖励等有法可依，在相关法律的支持下，也使得社员对信用

体系的重视度提高。

4.2 系统原则下的信息平台

信用体系应构建成比较系统化的模式，形成全面的且多

样衔接的信用形态，应考虑到原始的农村信息分散、活动效

率不高的问题，构建集成信息平台，这样可以通过比较统一

的管理途径，而使得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社员其信用状况、信

用等级、信用奖惩历史等可查可询，网络平台的构建下，可

将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生产、经营、运输等活动一体化，补充

传统农民专业合作社工作上的漏洞。尽可能通过系统的研究

开发，而建立符合农民专业合作社经济体系的数据库，应做

好信息的征集、运用，可结合新型平台，规范农民专业合作

社服务机构的信用模式 [5]。

4.3 公平原则下的信用监管

信用的评定应绝对的公平公正，避免农村各种关系的错

综复杂，利益纠纷影响，减少信用评定的偏差，通过有关部

门的市场监察，使得真正的失信行为不轻易磨灭，而诚信行

为得到有关机构的优惠，助推农民产业活动的转型、优化。

在社会行业与政府部门的联动协商，下，可构建比较专业的

监督模式，使得农民专业合作社既能够内部自律，又能够在

政府与第三方中介的监管下，得到更好的信用评定，同时可

收集消费者、利益相关者的意见等，在充分严密的监督下，

保障信用体系的构成与执行具有公平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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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市场原则的道德宣传

信用体系的构建，需要农民有一定的文化水平与认知能

力，应从道德的基本层面出发，促使农民专业合作社社员可

信守承诺，有一定的自我信用管理能力，可进行信用问题普及，

展开信用体系的评估与纠正，在教育与讨论下，多渠道进行

农民专业合作社信用宣传，促使农民更多的资源参与信用体

系建设，维护信用体系的应用。应构建信息维护制度，对信

用申报的资料进行更新与维护，做好日常农民专业合作社与

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往来，并整合有关资料，使得信用体系发

挥出其信息集成效果，在各级部门履行职责的基础上，保障

农民专业合作社能够依托于信用体系的建立而拓展信贷空间。

5 结语

农民专业合作社建立信用体系有其必然的意义，在施行

信用评定与信用记录时，应注意维护信用体系的公平性，实

现联合监督效果，通过信用的申报、维护、更新，为农民专

业合作社寻求更多的金融活动机会，提高农民专业合作社的

经济合作收益，获得社会认可，而保障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业

务往来不够限制，形成部门的联动作用，激发信用体系下的

农村经济转型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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