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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民合作社：为改善广大农户的经济地
位而生、以服务农户为宗旨

我国最大的农情是人多地少，农户经营超小规

模化。按照农业部的最新统计，截至2015年底，我

国耕地经营规模在10亩以下的农户为21275.1万户，

占农户总数的79.6%；而经营规模在30亩以上的农户

为1052.0万户，仅占农户总数的3.9%。根据世界银

行（2007）土地经营规模在2公顷及以下为“小农”

的标准，我国仍然是小农生产的汪洋大海。小农生

产兼业化在我国将是一个长期而漫长的历史过程，

不会因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而快速消亡。习

近平总书记在安徽小岗村农村改革座谈会上指出，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有足够的历史耐心。”

合作社制度是西方的舶来品，历史上，农民合

作社的出现与市场化小农群体的形成是双胞胎，农

民合作社就是为解决广大弱势小农进入市场的问题

而生，它是处于市场不利地位的商品生产小农按照

自愿入社、民主管理的基本原则，自我联合的互助

性的成员自助组织，农民合作社以服务农户成员、

满足农户成员需求、提升和改善广大小农户的市场

竞争力为己任。从全球范围看，小农生产的稳固性

和长期性，造就了农民合作社经久不衰的生命力。

与资本导向的公司制度最大的不同点在于，农民合

作社始终以初级产品的生产者——农民为主体，围绕

服务农民、保障农民利益开展经营，农民所依赖的

土地的不可迁移性，决定了农民合作社深深扎根于

所在的农村地区，为本地区的农业发展、农村繁荣

和农民生产生活改善作出独特的贡献。而股份公司

围绕投资者股东的利润最大化，哪里投资回报率高

就在哪里建生产基地，不受任何空间上的约束。

二、经典与现代、专业与综合并存：农民合
作社的未来发展趋势

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的历史发展阶段，东、

中、西部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加剧，随着农业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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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建设的加速，农户的异质性突出，呈现出多元化形

态，从不断崛起的、初具规模的家庭农场、专业大

户，到大量存在、转型升级的一兼、二兼（业）农

户，再到仍旧在维持生计线上挣扎的贫困农户，多水

平、多层次的家庭农业共存，他们对联合与合作都有

着不同的需求，因此，我国农民合作社的发展类型、

发展水平在今后的一个较长时期内，将呈现经典与现

代、专业与综合、单一与社区、多类型和多层次长期

共存、兼容的复杂局面。

在沿海发达地区，随着越来越多的以家庭农场为

代表的专业农户经营性质发生变化，从一个以追求初

级产品产出最大化的生产劳动者，转变为以实现初级

产品的附加值最大化的生产经营者，农户合作的需求

着眼点也相应地改变，从最初的解决初级产品的生产

经营问题，向着延伸产业链条、投资农产品加工领

域、实现农产品增值最大化转型升级。农民合作社的

发展，将从被动地为成员生产的产品在市场上“找到

一个家”，转向主动地在市场上寻求订单，“以销定

产”，组织成员开展生产，从根本上解决农产品卖难

问题。农民合作社的产权制度安排也将更加明晰化，

走向股份化，即成员按照与合作社开展业务规模的比

例出资入股，并承担相应的责任。合作社的经营将引

入公司化方式，对外开展业务与公司的运行并无两

样，职业经理层阶层将出现，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将

成为新常态。合作社之间的合作将加速，呈现产业纵

向一体化、区域横向一体化、跨行业、跨区域等多类

型、多样化的联合与合作，逐步形成以兼具生产者-
投资者双重属性的职业农民成员为主体的现代型合作

社的发展态势。

而在传统小农生产相对集中的欠发达地区，通过

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广大兼业小农户基于共享的价

值观和对本社区的认同感，在具有合作理念的社区各路

精英的带动下，将依托本社区独有的自然资源、环境资

源和传统村庄文化共同体等社会资源，大力发展社区综

合型的农民合作组织，为本社区的广大弱势小农提供农

业生产、非农就业、小额信贷乃至生活消费等综合性服

务，搭建起小农集体行动的平台，通过大力发展集生产

者——消费者于一体的兼业小农为主体的经典型农民合

作社，在促进精准扶贫、改善乡村治理、保护环境、实

现社区可持续发展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三、产业型政策和社会型政策并举：未来农民
合作社政策发展的基本走向

农民合作社未来走向的多元化和多样化，要求我

们的相关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在坚持为农服务的基本

原则下，具有更强的包容性、更大的灵活性和弹性，

最大限度地为不同形式的农民合作社创新提供制度空

间，更好地满足不同类型农户的不同合作需求。如在

现代农业发达地区，围绕市场化程度高的粮油、果

蔬、畜禽等产业，重点鼓励以产品与产业为纽带、专

业合作为导向的合作社发展，而在欠发达的贫困地

区，应充分发挥传统社区的自然资源和制度遗产优

势，鼓励发展地域性的社区综合农民合作组织，弥补

市场失灵的缺陷。

这意味着政府应逐步完善农民合作社的扶持政策

框架，产业型政策与社会型政策并举，特别要强化社

会型政策，促进兼业小农向专业农户转型为导向的社

区型经典合作社发展，效率与公平兼顾，“两手抓、

两手都要硬”。具体地，在农民合作社的发展中，政

府一方面需要培育现代专业型农业合作社的发展，继

续完善提升农业产业的竞争力、扶大扶优扶强的产业

型导向的扶持政策体系，另一方面需要加大力度推进

社区综合型经典合作社的发展，依托基层政府和各种

民间NGO组织，在普通农民中间大力普及合作理念，

培育合作文化，逐步建立扶持弱势小农、改善小农生

产生活的社会型导向的合作社扶持政策体系。在我国

进入工业化中期、农业的功能发生着根本性变化的新

的历史阶段下，小农生产是体现农业经济、社会、文

化、生态多功能性目标的重要载体，促进社区型经典

农民合作社的发展，不仅将有助于改善小农的生存和

适应能力，发挥农民合作社在精准扶贫、减缓贫困中

不可替代的作用，引导小农生产进入现代农业轨道，

还对保护农业的多样性和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实

现包容性的可持续发展具有特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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