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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问题研究】

甘肃农村合作经济组织运行模式及运行状况

●张学鹏�蒋　靓
（西北师范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兰州　730070）

内容提要：本文依据实地调查获得的资料�把甘肃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归纳为政府主导型协会、能人主导型协会、公司主导型协
会和合作社四种模式�并从组织机构及运行方式、经营情况及发挥的作用、组织与政府和农户的关系等方面研究了甘肃农村合作经
济组织的运行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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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外农业合作社发展的实践表明�农村合作经济组
织的发展有助于缓解农户小规模经营与农业现代化的

矛盾�改变农业小生产者在现代大市场中的弱势地位�
并带动农业产业化水平的提升。在我国�要解决 “三
农 ”问题�扩大农业经营规模�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
农业的比较利益�改善农村落后的社会经济面貌�就必
须从加快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入手�并以此来推进农
民组织化程度的提高和农业产业化模式的创新。

为了解甘肃农村合作经济组织运行模式和运行状

况�我们设计了调查问卷�并走访了一些协会和合作社。
调查问卷的内容涉及组织基本情况、组织内部运行、经
营情况、组织与政府的关系和组织与农户的关系�调查
地区包括武威市、白银市和酒泉市。由于农村合作经济
组织分布极其分散�所以调查难度很大。本次调查共发
放问卷50份�收回有效问卷26份�其中有6个合作组
织发展较好�属2004年 ～2006年部列、省列示范农民
专业合作组织�占样本的23．08％�发展状况一般的合
作组织 20个�占 76．92％；专业合作社 5个�占 19．
23％�专业协会21个�占80．77％。从调查问卷的汇总
结果看�基本能满足我们研究的需要�本文就是基于调
查结果进行的归纳。
1∙运行模式
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模式有多种划分方法�本文依

据调查获得的资料�按照在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组建和运
作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主体以及组织类型�把甘肃此类
组织归纳成四种模式。
1．1　政府主导型协会
这种类型的协会在组建和日常运作中�政府发挥了

很大的作用�协会的理事长一般由乡镇领导干部、涉农
部门干部、村党支部书记或村委会主任兼任①�他们的
双重身份在联系和协调农户与公司的关系方面也具有

一定的优势 （见图1）。协会主要为农户提供产前、产
中、产后技术服务�农户通过与公司签订生产交售合同
销售农产品。对酒泉市肃州区、金塔县、安西县、敦煌市
四县 （市、区 ）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调查显示�四县、市
共有农村合作经济组织254家�其中合作经济组织负责
人由乡镇领导干部、涉农部门干部兼任的约占20％�由
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兼任的约达到60％�由企业法人
兼任的约占10％�而真正由农民担任的还不到10％ （民
革酒泉市委会�2007）。张掖市至2005年底共有各类合
作经济组织802个�其中由村委会、党支部牵头成立的
占55．7％�企业或部门牵头组建的占18．4％�由农民或
村干部发起的占26％ （许登奎�翟同宪�2006）。武威市
某协会的理事长直接由主要成员所在镇的镇长担任。
永靖县百合协会理、监事会中有百合大户和村支书、村
长16人�占52％�乡镇领导7人�占22％�其余8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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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政府主导型合作组织模式
县、基供销社领导 （董显儒�2004）。这种模式是甘肃农
村合作经济组织的主要模式�而且涉及的行业也非常广
泛�几乎每个行业都有。
1∙2能人主导型协会
能人主导型合作经济组织是初级的真正意义上自主

成长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一般是为了扩大当地生产规
模和增加产品的影响力�由当地的种植、养殖大户 （能人 ）
发起�联合主要种植、养殖专业户 （不少在起步阶段甚至
主要是同宗族的农户 ）成立的专业协会 （见图2）。协会
的主要职责是为会员提供植物病虫害防治、动物疫情防
治指导�有些实力较强的大户还建成气调库或冷库�为会
员提供产品储存服务。会员生产的产品可以交售给种
植、养殖大户统一销售�也可自行销售�多数情况下�会员
与协会及大户之间没有产品交售契约�产品也没有统一
的商标�但规模较大的协会在市场上却有一定的知名度�
产品在一些区域市场上也有较大的影响力。这种类型的
协会主要分布在蔬菜、水果、猪牛羊养殖等行业。
1∙3　公司主导型协会
这种类型的协会在组建和日常运作中�公司发挥着

主导作用�特别是公司的董事长同时兼任协会的理事长
（见图3）。一般而言�这种合作组织通过两种方式组
建�一种由能人主导型转化而来�即在种植、养殖大户实
力增强并组建公司后仍继续担任协会的负责人；另一种
直接由已有公司牵头组建。多数情况下�公司以赞助方
式为协会提供培训、日常运作等方面的费用。这类合作
组织产生的真正原因是公司需要一个机构�为其经营的
产品提供稳定的供给�于是协会指导和组织会员与公司
签订农产品交售合同�并为会员提供技术培训以及产
前、产中、产后技术服务就成为协会的主要职责。此类

图2　能人主导型合作组织模式
协会从行业看�主要分布在蔬菜、水果、特色农产品等种
植业和蛋、禽、奶、养猪、养牛、养羊等畜牧业；从服务内
容看�主要提供运销、储存、技术、信息等服务。

图3　公司主导型合作组织模式
通过上述分析�以上三种模式组建的协会都有一些

共同的特点。第一�协会并没有经营功能�农产品的生
产和销售由农户分散进行。由于协会本身并不是一个
独立经营的经济实体�因此也没有对产品进行收购和统
一销售的资格�进行深加工就更谈不上。协会的功能主
要体现在产前信息服务、技术培训�产中技术指导、植物
病虫害防治、动物疫情防治�协调农户与公司、专业市场
等其他组织的关系等方面。第二�农产品增值性经营活
动由合作组织之外的公司或能人完成②�合作组织本身
并不产生收益�因此�组织内部较为松散�合作组织与成
员之间一般都没有按惠顾量进行二次返还。
1∙4　专业合作社
专业合作社是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高级形态�一般

由社员入股组建�并在工商部门登记注册�是一个独立经
营的经济实体。较规范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运作模式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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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所示。在我们调查的5个农民专业合作社中�2007年7
月以前成立的有3个�其中2个通过农民自发入股组建�
且都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1个由原供销合作社改制而
成�在工商部门登记注册；2个是2007年7月1日《农民
专业合作社法》正式实施以后�在工商部门登记注册组建
的。从实际运作情况看�这三种类型的专业合作社主要
是进行农产品收购和销售�还谈不上加工、包装等能够创
造更多附加值的环节；按惠顾量进行的二次返还也只不
过是在收购农产品时以高于市价2～3分钱�或在销售农
资时以低于市价的一定金额�对社员进行让利。所以�这
种模式目前在甘肃还只是处于起步阶段�与较规范的农
民专业合作社运作模式的差距仍然较大。

图4　专业合作社模式
2∙运行状况
2∙1　登记注册机关及入股情况
调查获得的资料显示�甘肃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主要

组建于2002～2005年�多数组织未吸纳成员入股�登记
注册机关主要为民政部门。在被调查的26个组织中�
2000年以前成立的3家�最早的一家成立于1995年；
2002～2005年成立的有15家�2006年至2007年上半
年成立的有4家�2007年7月 《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正
式实施后成立的2家。参与农户最多的有1158户�平
均参与户数为256户；有6家组织成员分布在本村�20
家在本乡镇。有12家合作组织吸纳成员入股�最多的
共吸纳股金1000万元�最少的3万元�平均103．65万
元。在工商局、民政局、科协登记的分别为5家、16家、
2家�另有2家在民间组织管理局登记�1家未登记。

2．2　组织机构及运行方式
2．2∙1　多数合作组织都有自己专用的办公场所�

但内部组织机构很不健全。26个合作组织中22个有
自己专用的办公场所�占84．62％。在有关组织机构健
全状况的调查中�我们的问卷设计了成员大会或代表大
会、理事会、监事会或执行监事、经理、专职财会人员5
个选项�按照5个机构都有为 “健全 ”、有3～4个为 “较
健全 ”、3个以下为 “不健全 ”的标准判断�三者分别所占
的比例为11．54％、19．23％、69．23％。
2．2∙2　多数合作组织的负责人通过选举产生�组

织内部决策方式主要是一人一票制。占80．77％的合
作组织的负责人通过选举产生�但仍有一些组织的负责
人未经选举�由乡 （村 ）干部或科技人员兼任。在组织
的内部决策中�采用一人一票制的占76．00％�一股一
票制的占8．00％�一人一票与一股一票相结合的占16．
00％。

2．2∙3　多数合作组织的资金主要来源于成员缴纳
的股金和会费�有一半的组织没有盈余或没有分配。尽
管只有30．43％的组织收缴会费�但由于有12个组织
吸纳成员入股�所以�有69．23％的组织资金主要来源
于成员缴纳的股金和会费。另外�政府扶持资金、银行
贷款、未分配利润也是合作组织重要的资金来源渠道。
26个组织中�一半的组织没有盈余或没有分配�
30．77％和23．08％的组织把盈余主要用于发放股金红
利和提取公积金�而向成员进行二次返还的组织只占到
15．38％。

2∙3　经营情况及作用
2．3∙1　合作组织的盈余主要来自初级农产品销

售�多数组织没有统一商标。在有盈余的13个合作组
织中�有10个盈余主要来源于初级农产品销售�占76．
92％；盈余来源于初级农产品生产和运输的各有4个�
各占30．77％；而盈余来源于农产品加工和销售的只有
2个�仅占15．38％。有统一注册商标的组织有7个�只
占28％；有15个组织目前还没有统一注册的商标�但
准备以后申请办理�占60％；目前没有统一注册的商
标、以后也不准备办理的组织有2个。
2．3∙2　合作组织在增加农民收入等方面发挥着重

要的作用。在有关合作经济组织已发挥的作用的调查
中�88．46％的组织的负责人认为�他们的组织在增加农
民收入方面发挥了作用；各有73．77％的负责人认为�
他们的组织 “延长了农业产业链 ”和 “成为联系农民与
市场和龙头企业的纽带 ”；认为组织 “增强了农民的组
织性 ”和 “提高了农民的生产技术水平 ”的各占 38．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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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在发展中面临的主要困
难是规模、资金和农户素质的制约。73．91％的组织认
为�目前 “规模小�规模化经营困难 ”；69．57％的组织认
为�“经营资金匮乏�贷款困难 ”；65．22％的组织认为�
“农户素质低�难以与合作组织协调配合 ”。
2∙4　组织与政府
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对政府提供的服务和帮助满意

程度较高�大多数组织认为�政府在组织的创建和经营
中发挥了较大的作用。在组织的创建方面�92．31％的
组织认为政府发挥了 “积极鼓励和引导 ”的作用；有2
个组织认为�他们的组织 “直接由政府出面组织创建 ”。
在组织的经营方面�认为政府为合作组织提供了信息服
务、为开拓市场创造了条件、保护了组织的合法权益、为
融资提供了一定的帮助的分别占 72％、60％、48％和
36％。认为对组织的创建和经营帮助最大的部门依次
为农业主管部门、村委会、农机和农技部门、乡 （镇 ）政
府、民政部门、科协。整体而言�合作经济组织对政府提
供的服务和帮助 “满意 ”、“基本满意 ”的分别占到50％
和46．15％。
2∙5　组织与农户
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主要为农户提供营销、信息和技

术服务�多数组织与农户签订了产品交售合同�但对成
员与非成员的收购价格相同。对成员分布做出回答的
23个组织中�共有成员7464人�平均每个组织拥有成员
324人。其中农民7216人�占96．68％�科技人员198
人�占2．65％�其他人员50人�占0．67％。为农户提供
了营销、信息和技术服务的组织分别占96．15％、88．
46％和92．31％。有53．85％的组织与成员签订了农产
品交售合同③�63．64％的组织在收购农产品时�对成员
和非成员执行相同的价格�36．36％的组织按成员高于
非成员的价格收购农产品。
3∙结论
3∙1　总体而言�甘肃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主

要是政府推动的结果�以政府主导型协会为主体的结构
状况是我国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初级阶段的典型特

征。作为合作经济组织高级形态的专业合作社�在甘肃
仍只处于起步阶段�已有的合作社与规范的合作社运作
还有较大的差距。
3∙2　 “能人主导型协会 ”和 “公司主导型协会 ”已

有了很大的发展�尽管这些合作组织与规范的合作社运
作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但它们毕竟是农民自发组建
的 “纯民办 ”合作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实施为

这些组织逐步规范创造了条件。
3．3　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在内部组织机构、决策程

序、分配制度等方面仍存在不少问题�这些问题都有赖
于《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实施进行规范。
3∙4　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主要以提供产前、产中、产

后服务为主�在有盈余的合作组织中�其盈余主要来源
于初级农产品销售�而来源于真正能延长农业产业链的
农产品储运、加工等方面的组织极少。因此�把合作社
发展成为一体化农业产业化龙头还需要多方的共同努

力。
3∙5　从发展的角度看�通过合作社创办加工型经

济实体�以 “合作社＋公司 ”模式延长农业产业链条�将
是我国农业产业化的重要形式。而合作社的发展壮大、
合作社实力的增强以及把其他一些不规范的合作组织

或可能被改造的利益联结体�改造为能够承担起农业产
业化龙头角色的合作组织�既依赖于经济发展水平的不
断提升�也依赖于政府鼓励和扶持政策的不断完善。

基金项目：本文是2007年甘肃省社科规划项目 《基于产业
链视角的一体化农业产业化模式研究：以甘肃省为例》和甘肃省
教育厅项目 《基于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内生龙头农业产业化模
式研究：以甘肃为例》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注　释：
①考虑到目前村党支部和村委会在农村发挥的实际作用�本文把由

村党支部书记或村主任兼任协会理事长的合作组织也归到此类。
②这与 《甘肃省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情况统计表 （试行 ）》所反映

的合作组织经营情况有较大反差。本文认为�可能是在统计中把公司以
及合作组织成员的经营成果当成了合作组织本身的经营成果。调查过程
中�作者在与一些农经站的工作人员讨论此问题时�这种判断也得到了证
实。

③这一比例明显过高�原因可能是因为把公司或大户与农户签订的
收购合同作为合作组织与农户签订的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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