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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推进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进程中，提高农业产业的组织化程度尤为重要，其中，重点是要加
快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
因为从我国的人地关系看，即使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农业劳动力还会继续向非农产业转移，
我国农业建立在小规模农户经营基础上的格局恐怕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会改变。
与此同时，我们的农业不能由此而停留在传统农业的阶段，而是要向现代化发展。
换言之，我们要探索小规模农户经营基础上的市场化与现代化道路。
小规模农户基础上的农业能否实现现代化？
答案是肯定的。
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开启小规模农业走向现代化之门的一把钥匙。
　　首先，在合作社框架中，小规模农户经营的劣势可以得到有效消除。
这里需要对农业规模经营有个重新认识。
不能单纯把农户土地经营规模作为农业规模经营的判别标志或唯一途径，而是要从专业化分工、多环
节联系、多要素综合的途径来实现或判别农业的规模经营。
许多国家现代农业的实践表明，小规模的农户生产同样可以实现规模化的经营和农业的现代化，其中
的关键是合作社发挥了作用。
在合作社内部，通过分工与合作，农户（社员）可以专心于农业生产或养殖，而将其他的经营活动，
如投入品的采购，新技术的选择，信息的获取，将产品的分级、包装、加工、运输、营销以及品牌化
等分离出去，由合作社统一经营与服务，由此就形成了农户（社员）生产小规模、合作社经营规模化
的格局。
简言之，通过合作社的制度设计与安排，可以走出一条生产小规模、经营规模化的现代农业发展道路
。
　　其次，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还隐含着农业经营体制变革的重大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农业经营体制演变为农户承包经营、村集体统一服务的双层经营体制。
但在实践中，大多数村集体对农户经营的服务功能发挥得不是很理想，统分结合的农业双层经营体制
流于形式，使农民在市场化和全球化进程中处于不利地位。
如何改变这一局面？
除了不断完善我国农村村级集体经济制度外，重要的途径是加快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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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由三部分内容组成：第一部分是合作社社长访谈报告。
这部分内容主要通过对被调查农民专业合作社产生、成长过程全方位的描述，使读者对中国农民专业
合作社产生的动因、本质、特性、作用、现状、问题、趋势等有具体的认识和了解；第二部分是问卷
调查报告。
这部分内容主要通过对全国部分合作社社长和社员问卷调查数据的分析，说明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发
展的现状与问题；第三部分是调查总结与对策建议。
这部分内容基于前面的调查结果，对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现状、典型模式、发展的经验、存在
的问题进行了全面总结，在此基础上提出今后进一步加快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若干政策建议，以供
决策部门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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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随着合作社的良好运转、经济效益的提高，合作社也制订了五年发展规划：一是吸收发展新社
员1000户；二是发展高标准新基地4000亩（梅2000亩，枣1000亩，金秋梨1000亩）；三是新建水果储藏
仓库6000平方米；四是再设销售网点10个；五是新办一个年产1000吨的果品加工食品厂；六是设立一
个农资销售配送机构；七是搞好老基础设施配套工作。
合作社未来五年的发展目标是“一年打基础，两年树品牌，三年出成效，五年上规模”。
为了达成这些目标，合作社目前正在积极争取县里面项目的支持，枣子基地项目已经进入县项目库
，1000吨加工厂项目也已经上报县里待批。
虽然目前合作社项目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但是合作社目前还没有考虑过向银行贷款，主要依靠县级
项目财政支持和自身积累。
　　合作社在取得显著成效和制订宏大远景规划的同时，也面临着以下几个方面的困难：一是合作社
尚属新鲜事物，操作没有先例可循，因此，很多东西想搞，必须得到强有力的政府部门支持才敢实行
。
二是缺乏专职经营管理人员，现有管理人员文化水平低，比如，合作社的会计由村里的会计兼任，不
知道如何按照合作社章程进行结算。
三是土地流转不畅。
合作社建立之初，入股合作社主要有三种方式：现金入股，一股500元，目前这种入股方式最多；果园
人股，一亩一股；土地流转入股，一亩一股。
目前，合作社筹划建立1000亩高标准种子基地示范园，需要大量的土地流转，可是由于受自然地域和
农户传统思想观念的限制，目前土地流转闲难，政府也没有出台具体文件帮助群众把土地流转到合作
社来，因此建议政府对土地流转进行补贴。
四是配套设施需要项目支持。
目前合作社自建冷库100平方米，这个规模不能适应合作社长远发展，可是合作社缺乏单独建冷库实力
，迫切希望得到政府的支持，建议纳入财政专项支持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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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办好合作社，社长和社员的素质非常重要！
　　——浙江省慈溪市宝绿蔬菜合作社社长　　要为农业增产铺好路，为农民致富服好务。
　　——河南省延津县贡参果蔬专业合作社社长　　办合作社不是为了个人致富，而是为了大家富！
　　——浙江省桐庐钟山蜜梨专业合作社社长　　国家政策的大力扶持，农户观念的转变，会使合作
社的前景更加美好！
　　——湖南省溆浦县永华果业专业合作社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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