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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农户需要经营好农业才能增加收入 ,农业需要得到良好的经营才能有发展。日本农业协同组合( 下称日本农协) 的营农指导事业
就是一个帮助农户经营好农活 ,帮助地方经营好农业, 同时又对农协整体的收益做出贡献的组织。通过对营农指导事业的工作内容、经
营效果的研究以及实地调查的结果 , 分析了日本农协营农指导事业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指出了其对我国农业生产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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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农业是建立在个体农户的小规模生产经营基础上

的。而为这些农户的生产经营提供各种服务的组织便是日

本农业协同组合( 简称日本农协) 。日本农协是一个服务于

农户、农业与农村的综合性服务体系, 它包括了金融部门、农

业相关事业部门、生活及其他事业部门、营农指导事业部门

( 指主要负责对农户的生产经营活动进行各种指导协助的部

门) 等。在农协的各项事业中, 营农指导事业的工作历来被

视为农协的首要工作。营农指导事业之所以如此受重视跟

它发挥的作用有直接关系。笔者通过相关的研究并结合调

查访问的结果, 分析了它与农协其他事业部门的关系及其所

发挥的作用, 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对我国农业生产的借鉴

意义。

1  营农指导事业的工作内容

营农指导事业是以协助农协会员搞好农业生产经营活

动、推进本区域农业发展为宗旨的事业[ 1] 。它接受日本全国

农业协同中央会( 简称“全中”) 的指导和监督。按照全中的

指导方针 , 各地方农协的营农指导员执行具体工作。根据笔

者实地调研以及相关的资料可以把营农指导事业日常从事

的工作大致归纳为几个方面: ①经常巡回访问于农户的家里

或田间, 了解农户的需求并提出相应的建议( 指导) 。比如说

对农户使用的生产资材、作物栽培等做出必要的指导或建

议; 指导农户如何利用国家或农协的农业专项贷款, 并协助

他们填写相关的申请贷款的资料等。②帮助农户销售农产

品。包括帮助安排收集农产品并出货上市。③向农户提供

有关农业生产经营的各种信息。如及时反馈农产品上市后

的销售情况( 如农产品的需求状况、顾客的意见等) , 提供市

场需求最新动向信息 , 农产品的价格变动信息等。④向农户

介绍并组织新品种新技术的学习、栽培试验活动。⑤定期组

织召开“部会”( 按种植作物组成的农户团体) 会议, 讨论决定

相关事宜。近年来, 营农指导工作的重点由过去单纯的技术

指导转向市场指导, 及时迅速地向农户传递市场的需求, 并

根据市场需要做一些企划活动。如针对消费者对食品安全

的关注日益强烈, 倡议并组织农户进行“绿色种植( 把农药使

用控制在标准线下) ”, 提高作物品质, 打造本地品牌等。

由此可见 , 营农指导员承担了农业生产经营指导、销售、

行政等多方面的工作, 在产、供、销方面为农户提供全面服

务。并且, 在按照市场需求来指导农户进行生产并带领农

户开发市场方面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种立足于

振兴本地区农业而进行的企划、组织、指导等一系列活动, 在

帮助农户增收的同时 , 也推进了地方农业经济的发展。

2  营农指导事业所发挥的作用

营农指导事业作为农协的一部分 , 对它作用的研究更多

地集中在它对于农协整体经营的贡献上。营农指导事业被

看成是支撑农协其他收益部门( 金融、经济事业) 的基础事

业, 其作用的发挥是其他事业部门成功不可缺少的条件”[ 2] 。

日本农业经济学家神门善久指出 , 营农指导事业对农协经营

有2 个效果( 图1) [ 3] 。

图1 营农指导事业的经营效果

Fig .1  Management effect drawings of the far ming supervisionin-

dustry

效果 A: 营农指导事业的工作扩大了农业生产的规模 ,

增加了农户的收入。由于营农指导是免费服务, 农户对农协

产生“内疚”的心理( 也可理解为感激之情) , 在这种心理的驱

使下, 农户便尽量使用农协各事业部门( 效果A- 1) , 使得农协

各事业部门的业务量扩大。并且, 随着农业生产规模的扩大

和农户收入的增加, 农户在生产、消费、生活中对农协各事业

部门的使用频率提高( 效果 A- 2) , 其结果也使得农协各事业

部门的业务量扩大, 农协整体收益得到了提高。

效果B: 营农指导员在经常性的巡访、指导农户的过程

中, 兼做了信用、保险、经济事业部门的外勤工作, 这大大降

低了这些部门的成本。并且营农指导员在工作中对各农户

的情况非常了解, 这还为金融部门节约了( 有关贷款前后农

户情况的) 调查成本。因此可以说营农指导事业通过大大降

低农协各部门的成本使农协整体收益得到提高。

神门善久的研究揭示了营农指导事业对农协其他部门

经营的贡献。松本浩一等对神门提出的结论以计量分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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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进行了论证[ 4] 。通过推算, 得出的第1 结论是, 营农指

导员的活动对农业生产规模、农户增收确实有很大的贡献。

第2 个结论是, 营农指导事业不仅增加了农协生产资料部门

的销售量 , 而且对农协的金融部门的创收也做出了贡献。他

们的结论再次证明了营农指导事业的开展既对农户的创收

做出了贡献, 又对农协其他事业部门的经营规模的扩大做出

了贡献 , 实现了农户与农协的双赢。

营农指导事业对农协整体经营发挥的作用在笔者的实

地调查中也得到了印证。2007 年8 月, 笔者实地调查访问的

农协———日本歧阜县大垣市西美浓农业协同组合的总务部

长x 濑雅信对营农指导事业的作用这样评价:“如果营农指

导工作人员没有经常性地对农户进行巡访、指导与协助, 使

农协与农户保持着紧密联系, 农户很可能已经选择市场上其

他商家出售或购买生产资料, 选择其他更专业的银行如歧阜

大垣共立银行、十六银行、岐阜银行、第三银行、歧阜大垣信

用金库等。这些专业银行的服务项目更多, 服务更专业化。

但是农户还是选择使用农协金融 , 农协金融的储蓄量超过了

以上的任何一家银行, 很大原因是农协的营农指导人员与农

户达成了很紧密的信赖关系”。该农协下宫支店营农中心的

工作人员石x 高史同时指出:“不少农协之所以经营失败, 其

原因主要是由于轻视了营农指导事业的工作。由于轻视了

营农指导工作, 使得农协与农户距离拉大, 其结果是农户背

农协而去, 农协各部门特别是金融部门的业务量减少, 导致

农协整体经营不佳”。他强调: 营农指导事业是农协拉紧农

户的重要纽带, 是农协各事业部门得以持续发展的主要

原因。

3  对我国农业的借鉴意义

我国的农业生产主要依靠单个农户的小规模生产 , 这一

点与日本相似。然而我国缺乏像日本农协营农指导事业那

样为农户提供密切经营指导和多方位协助的服务性组织。

随着农业市场化进程的加快和“入世”后国际竞争的加剧, 这

种小规模的家庭经营不仅获取市场信息难、无力采用新技

术、新装备 , 而且无法使农产品顺利流通, 很难适应市场的千

变万化, 我国农业发展的形势严峻[ 5] 。笔者认为, 日本农协

营农指导事业对农户、农协经营以及地区农业发挥了积极作

用。从它在农协整体机制中所扮演的角色来看, 营农指导事

业就好比是“黏合剂”, 它把农户与农协各个事业部门“黏合”

起来, 既为农户提供了方便, 又为农协整体收益做出了贡献。

从它提供的服务内容来看, 可以说是多方位的。从技术经营

指导, 农产品的运送、销售及传递市场信息, 到提供融资信息

并协助办理, 帮助个体农户解决了从生产到销售各个环节中

的各种问题。同时它也为发展地方农业献计献力。可以说 ,

营农指导事业通过对农户的服务, 把农户、农协以及地区农

业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创造了一个使这三者共同发展的环

境。通过研究, 笔者认为以下3 点值得我国借鉴。

( 1) 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内部需要有营农指导服务部门的

带动才有生命力。从上述日本农协营农指导事业的作用可

以看出, 营农指导服务增强了农户对农协的信任感与亲近

感, 把农户紧紧团结在农协之中, 使得农户把几乎所有的生

产资料购买与农产品的销售都委托于农协, 农协的经济部门

因此获得了生存和发展的机会。中国现阶段农村也在陆续

建立经济合作组织, 要想把经济合作组织办成功, 有必要在

组织内部建立一个营农指导部门 , 使之成为连接农户与合作

经济组织的纽带, 帮助农户发展生产的同时, 带动合作经济

部门的发展。

( 2) 农户需要有为其提供密切指导与协助的营农指导服

务型部门。农户们在农业生产销售中承担的风险和困难极

多。如由于市场信息缺乏可能导致农作物的盲目生产 ; 因缺

乏畅通迅速的销售渠道很容易造成农作物损失等。要让我

国的农户回避农业市场化所带来的风险, 提高他们的农业生

产经营水平, 像日本那样建立专门的提供密切型指导与多方

协助的服务型部门是一个有效的办法。

( 3) 农村金融需要有营农指导服务部门的协助才有出路

和发展。从以上日本农协营农事业和农协金融的关系可以

看到, 营农指导事业的工作增加了金融部门业务量及存款额

的同时, 还降低了金融部门的经营成本 , 使得农协金融在竞

争激烈的市场中牢固地占据着优势。然而同样是作为农村

合作金融的中国农村信用社, 长期以来缺乏与农户们的密切

沟通, 缺乏对农户生产情况、金融需求的了解。另一方面, 农

户即便有金融需求, 但对农村信用社的有关贷款政策缺乏了

解, 或因手续繁琐而放弃贷款的念头[ 6] 。要解决这一问题 ,

笔者认为, 中国农村信用社需要一个像日本营农指导事业部

门这样的合作伙伴来拉近、密切与农户的关系 , 共同协助农

户搞好生产经营。这样 , 农村信用社自身的经营与发展才能

得到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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