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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试点的现状与机制分析(上) 

 

蒋和平   何忠伟 

 

    加快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建设，是我国农业和农村经营体制的重要制度创

新。特别是我国加入WTO以后，其发展已势在必行。为此，我国财政部于2003

年12月在全国开展了建设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试点工作，为了检验一年来试

点工作的成效，我们受财政部的委托，于2004年9月11－20日对四川省农民合

作经济组织试点情况进行调研，调研方式主要采取基地检查、座谈交流、财

务检查及农户访谈等形式。 

一、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试点工作实施情况 

1、技术培训与普及 

雁江区碑记镇柑桔协会先后邀请中国农科院柑桔研究所、四川省农科院

等单位的专家举办了两次大型培训活动，会员与果农参加人数达到11000人

次，印发相应的各种技术资料30000份。该协会以果农田间学校的方式举办培

训班5次，参加培训人员达到1100人次。双流县合江镇草莓协会该协会采取聘

请专家讲课、现场参观学习等方式开展技术培训与普及，先后举办各种草莓

技术培训班5次，召开现场培训会8次，有线广播会10次，参加受训人数达1万

余人，印发技术资料3万多份。 

2、新品种引进与科技示范 



双流县合江镇草莓协会先后引进国内外草莓新品种7个，如引进的“日本

96”经试验效益好，现基本替代丰香类的主栽品种。与此同时，相继引进推

广8个间套种植新项目，其中四季苔韭种植间套面积达1500亩。该协会还建立

不同类型的示范点12个，如草莓示范点藕堰村六社，示范推广“永生望”有

机复合肥。仁寿县文宫枇杷协会引进了美国、日本等5个新优品种进行试种，

现已建立10多个枇杷品种的提纯复壮园。并引进了8户外地种植能手参与枇杷

生产，开发荒山1000多亩，定植枇杷11000株，昔日的荒山变成了如今的花果

山。夹江县梧凤乡茶叶合作社利用财政资金先后从福建、浙江、江苏等地引

进新品种5个品种，并建立了20亩的试种与示范教学基地。 

3、打造农产品品牌 

仁寿县文宫枇杷协会注重枇杷品牌建设：一是建立枇杷营销公司。协会

积极配合商家建立“神农果业公司”。二是注册文宫牌枇杷商标，制作精品

包装箱，并申请专利保护；三是利用各种媒体和多种形式促销文宫枇杷，如

在四川卫视、四川有线电视台、《四川日报》等新闻媒体发布消息广告、刊

载文章和图片。四是建立销售网络，利用互联网发布枇杷的销售信息，在北

京、太原、新疆、拉萨、成都、云南、重庆、贵州、广西等地设立销售网

点。五是招引客商，建立客商档案。定期专门召开了客商座谈会，通报文宫

枇杷销售信息，把外地客商引导果园现场采集、品尝和采购。 

4、加强资金管理 

雁江区碑记镇柑桔协会出台了《资阳市雁江区碑记镇柑桔协会建设项目

实施方案明细表》，根据项目实施方案，由区、镇二级财政共同进行项目监

管，碑记镇人民政府组织协调工作，柑桔协会具体实施，整个资金实行区级

财政报帐制度。仁寿县财政局积极与预算部门协调一次性将项目财政资金划

拨到专业户，确定专人负责资金运营，明确了“预付工程款，工程完工结

算，县级财务报帐”的管理办法。此外，眉山市财政局专程到当地召开试点

工作协调会议，防范当地政府行政干预，确保资金落实到位，不予挪用，减

轻文宫枇杷协会的压力，使他们放心支配扶持资金。 

 

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试点取得的成效 

（一）壮大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挥协会的带动作用 

1、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组建主体向多元化发展 



四川省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在财政部试点工程的推动下，农民专业合

作经济组织的利益主体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主要有以下形式： 

（1）依托能人或专业大户组建。即由头脑灵活、懂技术、会经营管理，

从事种养、运销、经营的能人或专业大户牵头或联合兴办，这是当前农民专

业合作经济组织中最常见的形式。如简阳平窝乡养牛养羊协会，就是依托经

纪人徐中荣兴办；福田乡果品协会由技术骨干和专业大户毛雪平、鄢瑞明等

创办：安岳龙台柠檬产销协会则是由32户柠檬销售大户联合兴办。 

（2）依托龙头企业组建。即以农产品生产、加工、流通等龙头企业为主

体兴办。如简阳正东山羊养殖协会是以“正东农牧集团”为主体兴办，乐至

县畜禽养殖协会就是以“万春养殖场”为主体创办，现有会员200多名；雁江

区七环养猪协会，则是依托“成都七环公司”组建的。 

（3）依托技术服务部门组建。即由县(市、区)、乡镇技术服务部门或供

销社等转变职能，开展服务兴办。资阳市供销社系统目前有农民专业合作经

济组织36个，如乐至供销社回澜竹材协会连着安岳、乐至10多个乡(镇)上万

户农民，年加工、运销竹席近10万张，为农民增收70多万元；简阳食用菌协

会、枇杷研究中心等都是依托技术服务部门组织而成。 

（4）一级组织牵头组建。即由乡(镇)政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委会

根据本地特色产业发展情况，倡导、牵头组建。如安岳周礼粉条协会，就是

根据周礼红苕粉条发展的需要，由镇政府最初倡导成立的“周礼粉条同业公

会”演变而成的；又如安岳县人和乡人和村种养业协会、简阳江源镇月湾村

养羊协会等都是由村委会根据本地专业生产情况牵头兴办，协会的负责人既

是村干部，又是当地专业大户，起着组织和带动双重作用。 

2、拓宽了协会发展的空间 

四川省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既有加工型组织，如中天酿造协会。乐至

藕粉合作社、安岳周礼粉条协会等，又有各类种植业、养殖业协会，还有营

销型组织，如安岳石羊的养鱼协会，临江镇先锋村大棚蔬菜销售协会，更有

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方面的协会，如乐至县龙溪乡的农田基本建设协会。可以

说全省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涵盖了农村经济的每个领域，呈现出多领域发

展的态势。以资阳市为例，全市现有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271个，其中

专业合作社或类似组织28个，专业协会或类似组织243个，有会(社)员15.38

万人，带动农户30.5万户。从主营业务和服务范围看，主要有种植、养殖、



流通和加工四种类型，以种养业为主。其中：从事种植业的有105个，从事养

殖业的有54个，从事农产品流通的有31个，从事农产品加工的有49个，其他

有32个。 

3、协会工作产生了广泛的社会效应 

文宫枇杷协会成立以来，充分发挥了协会的桥梁和纽带作用，促进了文

宫农村产业化进程，增加了农民的收入，为文宫经济发展增加了后劲，2002

年被四川省农业厅评为四川省百强农民专业合作组织，2003年被国家农业部

评为全国百强农民专业合作组织。2001年合江镇草莓协会组织落实的《草莓

促成推广栽培技术》金桥工程项目被成都市人民政府评为“一等奖”，2002

年又被四川省金桥工程领导小组评为“一等奖”，同年被双流县政府命名为

“草莓之乡”，并被中央电视台七套“致富经”栏目、四川卫视“科学大观

园”栏目摄制成新闻专题片、记录片进行播放。2003年仁寿县文宫镇枇杷协

会被评为中国百强协会之一，文宫镇被誉为中国的“枇杷之乡”。 

（二）按照比较优势原则，发挥地方经济特色，推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 

1、突出区域特色，培育支柱产业，为调整农业产业结构起到引导作用 

以仁寿县为例，该县农民我们依托“南梨北枇”的产业发展格局，引导

农民群众建立了一大批“梨协”、“枇协”等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这些

组织的发展又促进了“南梨北枇”战略的快速推进。如文宫枇杷协会狠抓枇

杷的产前、产中、产后系列化服务，积极发展壮大协会组织，促进了全县枇

杷产业的发展。文宫枇杷协会已建立5个分会，辖120个会员小组，技术传授

已辐射到全县40多个乡镇和周边县市。目前优质枇杷达10万亩，成为仁寿县

的两大支柱产业之一，极大地促进了该县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实现传统农业

向现代农业的转变，粮食种植业产业已经消失，现在完全以果业为主导产

业。 

    2、带动了特色产业的区域布局 

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依托本地特色产品或产业兴办，从而有效地带动

了特色区域经济的发展，如资阳市的正东山羊协会、保和桃园养羊协会、资

阳DLY猪业协会等一批养殖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以“千万工程”为平台，带动农

户发展山羊、生猪养殖，促进了资阳市畜牧业的区域布局；简阳食用菌协会

推动宏缘、石盘、海螺等乡镇黄背木耳的栽培；中天酿造协会带动了中天、

高寺、童家一带海椒生产。通过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有力地带动

了畜牧、优质水果、药材、水产、蔬菜等特色产业的区域化布局和专业化生



  

  

产。 

3、大力引进新品种和新技术，加快农业科技推广  

文宫枇杷协会从外地引进、推广“大五星”、“大元钟”、“解放钟”

等枇杷新品种及矮株密植等新技术，协会联系区域枇杷大获丰收。仁寿县羊

业股份合作协会引进当今世界上最优良的南非“波尔”羊在团结乡建立良种

繁育场，波尔羊与本地母羊杂交后，每窝产羔由原来的1—2头增加到3—4

头，日增重比土种羊高出一倍以上，协会的繁育场已列为四川省、眉山市和

仁寿县良种羊繁殖基地。曹加优质梨协会采取多种形式加大新技术培训，每

月风雨不改对会员进行定期新技术培训，在中小学开设优质梨种植技术课，

全乡95%的会员熟练掌握优质梨生产技术，一批种梨能手成为“土专家”，曹

加梨的新品种、新技术的推广率都在95%以上。 

4、推动产业化经营，提高特色产业竞争力 

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在农业产业化经营中起到了联结农业产业化龙头

企业和农户的重要纽带。如夹江梧凤镇茶叶合作社，以台湾天福集团夹江茶

叶有限公司为龙头，以农户为基地，结合成了“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

的产业化经营模式，形成了有一定特色和规模的产业集群，提升了夹江茶叶

在国内外的竞争力和品牌。 

 

                                                    （未完待续） 

 
 
 所主页|所简介|研究动态|咨询与培训||研究生教育|图书、资料|新闻动态|专家论坛|改革专栏|学术团体|联系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