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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今年，正值我国农村改革30年之际，也是《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实施1周年之时。
为了回顾总结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历程和经验，研究探讨我国当前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
有关理论和实践问题，借鉴交流有关国家和我国各地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经验和教训，农业部经
管司和经管总站、国际劳工组织（ILO）、浙江省农业厅、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中国农村
合作经济管理学会和《中国农村经济》杂志社于2008年9月18日至19日在浙江杭州联合召开了“中国农
村改革30年：中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国际研讨会。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广袤的中国农村大地上悄然兴起并迅速发展起来
。
这些以农民专业合作社为主要代表的新型组织制度形式，既蕴涵着中国农村社会中制度需求的极为复
杂的利益机制，又内在着中国农业与农村制度供给的极为特殊的约束条件，更隐现着中国农民社会经
济发展的制度前景。
实践证明，以农民专业合作社为主要代表的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重要内
容，是农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措施，是农民创业创新的重要载体，是农民增收的重要渠道，是建设高效
生态现代农业的主力军，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
　　近年来，浙江省以农民专业合作社和村经济合作社为主要形式，大力发展农民合作经济。
2004年，我省率先通过地方立法，颁布实施了《浙江省农民专业合作社条例》，最早把农民专业合作
社引入依法发展轨道，不断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深入开展生产标准化、管理规范化、经营品牌化、产
品安全化、社员知识化“五化”创建活动，使农民专业合作社呈现出多元化、规范化发展的好态势。
目前，全省7265家农民专业合作社拥有39.8万个社员，带动317万户农户，合作领域涉及农业各大产业
的生产、加工、营销、服务等环节，已成为我省发展现代农业的骨干力量。
与此同时，我省也十分重视村经济合作社建设。
早在1992年我省就率先颁布了《浙江省村经济合作社组织条例》，2007年又对条例进行了修订，为我
省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发展农村公有制经济提供了法律保障。
按照条例要求，我省积极创新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方式，稳步推进农村社区股份合作社改革，扎实开展
村级财务管理规范化建设、促进农村集体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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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广袤的中国农村大地上悄然兴起并迅速发展起来
。
这些以农民专业合作社为主要代表的新型组织制度形式，既蕴涵着中国农村社会中制度需求的极为复
杂的利益机制，又内在着中国农业与农村制度供给的极为特殊的约束条件，更隐现着中国农民社会经
济发展的制度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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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合作、自生能力与可持续发展成员异质性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组织结构分析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治
理机制研究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主导型的合作模式个案分析社区内“需求的自我供给”式灌溉管理制度
改革探讨——以山东费县大田庄乡改革为例农户参与用水者协会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农民专业合作社
联合社发展的探析——以北京市密云县奶牛合作联社为例农民专业合作社绩效评价体系初探农民专业
合作社对农户收入影响的研究——基于浙江省仙居县杨梅合作社的调查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
展中的政府行为与相关政策法规辽宁省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运行的影响因素分析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背
景下农民合作的启动——兼论培育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一条途径现代化语境中“农民专业合作组织”
发展之价值与途径三类专业合作社农民政治参与比较分析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益贫性及其机制略论农民
专业合作社财务管理问题基于农民专业合作社治理结构的法律服务论农村市场中介组织的概念与边界
我国农村社区合作经济组织的产权制度安排中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农业投资行为分析农村土地股份
合作制的农户收入效应——基于江苏省苏南地区的农户调查我国农村金融合作演化路径的模型分析“
国家与社会”视野下的近代农村合作运动新情势下中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与变革——“中国农
村改革30年：中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国际研讨会综述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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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农业合作组织的缘由与本质：与农业的家庭经营制度有关　　合作组织在农业领域为什么这
么普遍？
为什么合作组织在工业领域几乎是凤毛麟角？
回答这一问题需要从农业的产业特性出发，农业生产的自然性、周期性以及空间的分散性，使得家庭
经营成为农业生产最为有效的组织形式，但是单个的家庭经营自身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一是对经营规模扩张的局限；二是在市场竞争中，尤其是在农产品供给过剩的买方市场情况下，缺乏
市场谈判力和竞争力。
克服农业家庭经营的局限性，简单地用其他类型的产业组织去替代家庭经营并不是理想的选择，因为
这种替代尽管能克服农业家庭经营的局限性，但是却要以丧失农业家庭经营的效率为代价。
合作组织是既能保持农业家庭经营的效率，又能克服农业家庭经营局限的产业组织。
因此，农业中普遍存在合作组织的根本原因在于，家庭经营在农业的普遍性和家庭经营在竞争市场中
的局限性。
从这一意义上讲，农业合作组织与农业家庭经营是互为一体的，没有农业的家庭经营，农业的合作组
织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
进一步说，农业的合作制如果不以相对独立的家庭经营为基础，那么，这个合作组织就不是真正意义
上的合作组织。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它是合作组织的本质所在和活力所在，是判断合作组织真伪的基本准则。
强调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国家的合作社曾走过一段弯路。
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我国农业合作社，是遵循合作社基本原则的，但是随后却发生了质的演变，即社
员家庭经营农业的自主性和主体性地位逐渐丧失，尽管此时它们仍被称作是合作经济，但实际上这种
合作经济已经演变成了“一大二公”、低效率的集体经济。
现实中，不少人担心农业合作社会重蹈覆辙，这并不足为奇。
但只要坚持合作制的基本原则以及社员是相对独立的经营主体这一合作制的本质属性，那么这个合作
社就应该是有效率的，反之，就要打个问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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