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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安徽省巢湖市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规模逐渐壮大 , 多元化格局已经形成 ,合作领域和规模不断延伸, 在新农村建设中发挥着
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针对当前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存在的一些问题, 今后应依法办事 , 加强组织领导 ; 政府要加大扶持力度 , 落实优
惠政策; 各专业合作组织也应完善运行机制 , 强化规范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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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村专业合作组织, 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 从事同类农

产品生产、经营的农民、组织和其他人员自愿组织起来, 在技

术、资金、信息、购销、加工、储运等环节实行自我合作、自我

服务、自我管理、自我发展 , 以提高市场竞争能力、增加成员

收入为目的的一种产业组织形式。农村专业合作组织是在

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

展的新形势下农村经营体制的创新, 正在成为社会主义新农

村建设中最富有生命力的组织形式和最有效的载体之

一[ 1 - 2] 。为了解我国基层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程度、组

织化规模和产业化进程, 笔者对安徽省巢湖市农民专业合作

组织进行了专题调研。

1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现状

巢湖市是地处皖中的农业大市, 全市人口453 万, 其中农

业人口383 万, 土地肥沃, 物产丰饶, 素有“鱼米之乡”的美称。

自20 世纪80 年代中期以来, 巢湖市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从无到

有,从小到大, 逐步发展壮大。据2007 年统计资料, 巢湖市共

有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组织275 家, 其中国家级示范组织1 家,

省级示范组织3 家, 会员超过4 .8 万, 带动农户约20 .5 万户, 各

类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年经营收入超过11 亿元。从发展情况来

看, 巢湖市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主要呈现以下特点。

1 .1 围绕农业主导产业和特色农产品建立 巢湖市农民专

业合作组织大多围绕当地农产品资源优势组织兴办, 发展领

域涵盖优质粮食、油料、棉花、蔬菜、水产、畜禽六大主导产业

和瓜果、席草等特色产业 , 如巢湖市渡江宴渔业合作社、居巢

区黄麓镇葡萄种植协会、无为县草产业协会、和县城南蔬菜

研究会等。

1 .2  多元化组建格局已经形成 从牵头组建的对象看, 有

的由专业大户、经营能人牵头 , 利用生产、经营、购销等优势 ,

根据农户需要自愿联合组建; 有的由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基层供销合作社牵头, 联合企业、农户组建 ; 有的由涉农部

门、乡镇和村级组织牵头, 利用服务、技术等优势组建。多元

化主体牵头兴办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涉及不同领域, 呈现不

同特色 , 并发挥不同的作用。

1 .3  产业覆盖和成员范围不断扩大 从产业覆盖看 , 已涉

及农业各产业, 其中从事种植业的占总数的43 % , 畜牧业占

19 % , 渔业占16 % , 加工业占8 % , 农机占4 % , 其他占10 % 。

从成员分布看, 跨乡镇、跨县区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不断增

多, 其中跨乡镇的有32 家, 跨县区的有8 家。从生产基地看 ,

已辐射到县区以外。无为棉花协会通过代购良种等措施使

服务领域辐射到周边7 个县市。

1 .4 合作层次逐步提高 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和农业产业化

进程的不断推进,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已从起步时规模较小、

主要进行生产领域的合作, 逐步向品牌、加工等领域的合作

和服务发展, 正在形成专业化生产、区域化布局、企业化管

理、社会化服务、一体化经营的新型农业社会化生产服务体

系格局。无为席草协会申报的“舒梦”牌商标获得省名牌农

产品称号 , 含山县生姜专业协会120 hm2 姜田被认定为省无

公害农产品产地。

2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作用

实践证明 ,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建立和发展是农业现代

化和农民参与市场竞争的客观要求, 是新阶段农村经济适应

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 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将发挥

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3] 。

2 .1  有利于调整农业产业结构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一般围

绕当地农副产品的优势产业组建 , 发挥信息灵通优势和能人

示范作用, 推广新品种, 传播新技术 , 按销定产, 创建特色产

品和名牌产品, 有效促使当地优势产业向精深层次发展, 促

进产业结构调整。巢湖市通过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 , 逐步

确立了“龙头企业+ 农业专业合作组织+ 农户”的农业产业

化经营模式 , 建立、完善了较为科学的农业产业化利益联结

机制, 架起农民与市场、企业的桥梁。如 , 巢湖市槐林镇富硒

稻米合作社 , 结合当地龙头企业安徽槐祥集团 , 为合作社社

员提供统一技术培训、统一生产管理、统一操作规程、统一生

产资料供应、统一加工收购销售等产前、产中、产后服务。目

前, 槐祥集团年销售收入已超过10 亿元 , 合作社带动当地农

户20 多万户增收1 200 元/ hm2 , 实现龙头企业与农户的“双

赢”。粮食加工已经成为槐林镇农业的支柱产业,“槐祥”牌

大米已通过绿色食品认证和食品质量安全认证, 荣获中国粮

食行业协会“放心米”称号 , 远销全国15 个省市。

2 .2 促进农村生产力发展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是农村家庭

承包经营基础上的体制创新。它根据当地的资源条件和产

业发展情况 , 以共同利益为基础, 把农民组织起来 , 从事产、

加、销等经营活动, 从而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实现劳动力、

土地、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 既有效提高农民的

组织化程度 , 又有效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 有力促进农村生

产力的发展。无为县优质棉产业协会在总结棉农经验的基

础上, 编写了《棉花高产栽培实用技术》, 制作了《棉田间作套

种模式图》, 引进了无土育苗等一批新技术, 对推动当地和周

边棉花生产发挥了重要作用。该协会发明的“棉苗移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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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获得国家发明专利, 可提高工效15 倍。

2 .3 增加农民收入 当前农业和农村发展中存在的一个突

出问题就是农民增收难。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是破解这

个难题的有效途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一方面通过农民的

联合与合作, 参与农产品产后的加工、营销等经营活动, 挖掘

农业内部增收潜力, 延长农产品增值环节, 使成员获得更多

的增值利润 ; 另一方面通过按交易量返还利益等分配机制 ,

将增收利润的绝大部分返还给成员, 从而增加加入合作组织

农民的收入。据调查, 加入合作组织的农户收入普遍高于一

般农户1 成以上。如, 含山县养鹅协会依托“三朵花”品牌 ,

带动养殖户2 000 多户, 养殖规模200 多万只, 户均年纯收入

2 .5 万元。养鹅协会对农户实行订单保护价收购 , 开展技术

辅导等服务, 并在利益分配上实现按股利润盈余返还和按股

利润分红。

2 .4  提高农民素质 , 促进乡风文明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是

以“民办、民管、民受益”为原则组建而成。它根据需要, 聘请

专家、学者、技术员、生产经营能手, 对会员进行培训, 帮助会

员学文化、学技术、学技能、学经营管理方法, 提高了农民会

员的科技文化水平; 同时, 农民直接参与合作组织的建设与

管理, 实行利益共享、风险共担, 既分工, 又合作 , 大家心往一

处想, 劲往一处使 , 既培养了农民团结合作意识, 又推动了乡

风文明。实践已经证明, 在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快的地

方, 生产发展, 经济繁荣, 农民生活宽裕, 乡风醇厚, 精神文明

建设加快, 农村面貌日新月异。如 , 居巢区黄麓镇在当地葡

萄协会的带领下, 积极提高农民的文化和科技水平, 打造出

“黄麓”葡萄品牌 , 开拓周边合肥、芜湖、南京等大中城市市

场。目前, 黄麓镇的葡萄种植面积突破667 hm2 , 年产量达

2 000 多万kg , 葡萄园效益提高到3 .75 万元/ hm2 , 葡萄成为黄

麓镇农业的支柱产业。当地农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得到迅

速提高 , 不少村庄现在已经是“田成方、土改良、渠路树、配成

行, 村村多花草, 家家有余粮, 村民醇厚乡风好, 栉比鳞次新

楼房⋯⋯”

3  当前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3 .1  规模普遍较小  调研发现, 作为典型农业大市的巢湖

市, 虽然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超过200 多家, 但规模和影响力

仍然偏小。如, 全市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会员总量只有

4 .8 万余人, 仅占全市农民的1 .2 % ; 有72 家农民专业合作组

织没有固定资产, 只是一个虚设的空架子; 有99 家农民专业

合作组织的会员人数不足50 人, 在当地基本没有影响和带

动力。

3 .2 发展能力偏弱 一些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完全是由行政

干预促成, 有名无实, 基本发挥不了作用; 多数农民专业合作

组织仅仅处于成员间技术互助和信息互通水平, 产品市场开

拓、品牌建设、加工增值的能力十分薄弱; 部分发展快、前景

好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缺少资金扶持, 如含山县养鹅技术协

会因缺乏资金其优势品牌“三朵花”良种白鹅已面临着品种

退化的困境。

3 .3 内部管理制度不规范 很多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管理不

规范, 会员制度和管理规章不完善; 一些农民专业合作组织

仍然采用旧式的“领头人说了算”的运作模式, 财务不透明 ;

大多数专业合作组织没有健全的分配机制, 分配农民会员的

经济利益采用订单式 , 股份制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少见。

4  加快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对策

4 .1 依法办事, 加强组织领导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

合作社法》于2007 年7 月1 日起开始施行。这是我国首部专

门规范和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法律[ 4] 。从此, 很多

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没有法人资格、不能独立承担民事责

任、经营活动受到限制等弱势将得以彻底改变。农民专业合

作社作为新型的农村生产经营组织正式以合作社法人资格

参与市场竞争, 在农业生产经营中可以享受税收优惠政策 ,

在信贷、商标注册等方面具有平等的权利[ 5] 。因此, 有条件

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应更名为专业合作社, 在当地工商行政

管理部门重新办理登记 , 依法从事经营活动, 进一步得到法

律的保护。

有关部门应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

施行为契机 , 扩大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覆盖面 , 充分调动农

民参与合作的积极性。2007 年, 巢湖市将加强农民专业合作

组织建设作为政府10 件实事之一, 开展了2006 年十佳农民

专业合作组织评选, 成立了巢湖市农村合作经济组织联合

会。这些措施都有效带动了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健康发展。

4 .2  加大扶持力度 , 落实优惠政策 政府扶持是世界各国

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通行做法。①加大财政资金扶持。

政府应安排专项经费, 扶持优势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成长 ,

对合作组织增强农业生产能力、兴办服务设施的项目给予支

持, 以增强其市场竞争能力和对成员服务的能力。②加强信

贷支持。通过财政贴息、政策性信贷、保险等金融手段, 解决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启动资金和收购环节资金投入不足、发展

风险问题。③提供税收等政策性优惠, 应为农民专业合作组

织成员提供产前、产中、产后服务或劳务所得的收入减免税

收, 提供农业生产经营服务减免营业税 , 兴办加工、流通实体

时适当给予税收优惠。

4 .3  完善运行机制 , 强化规范管理 制度建设是确保农民

专业合作组织持续、健康、快速发展的保障。加强制度建设

应坚持发展与规范并举, 以规范促发展的思路。①健全民主

控制制度。完善成员大会、理事会和监事会制度, 充分发挥

各自职能, 保证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内部运作的公开、公平和

透明。②建立明晰的产权制度, 进行股份制改造。产权制度

是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规范化建设的核心。在资本构成、产权

界定、持股人应承担的权利与义务、资本分红等方面 , 逐步加

以规范。③建立完善的财务制度, 保障内部运作的规范化。

④健全收益分配制度 , 兼顾投资者与生产者双方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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