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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随着我国现代烟草农业建设的不断推进，烟农专业合作社得到较快发展，为推

进烟叶生产规模化种植、专业化分工、标准化生产和提高烟叶生产组织化程度起到

了积极作用。实践证明，发展烟农专业合作社是创新烟叶生产组织方式的必然要

求，是推进烟叶生产规模化种植、专业化分工、集约化经营和标准化生产的重要手

段，是行业有效掌控烟叶种植和烟叶生产基础设施资源、促进烟叶生产可持续发展

的有效途径，是烟草行业反哺烟农、造福烟区、扶持烟农，推动烟区经济发展和社会

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载体。

作为我国主要的烟叶产区之一，重庆市自２００９年正式开展现代烟草农业建设

以来，通过加大政策扶持，着力推进烟叶生产从“小农生产、分散种植、粗放经营、人

畜作业”向“种植在户、服务在社、专业服务”转变，烟农专业合作社得到了飞速发

展。２０１４年，全市烟农专业合作社数量已达６１家，关键环节专业化服务覆盖率已

达到８０％以上。但同时，随着合作社建设的深入推进，思想认识不统一、建设模式

不明确、治理结构不完善、资产产权不明晰、管理制度不健全、财务管理不规范、专

业服务不实在、盈余分配不透明、多元产业无效益等问题也愈发凸显，需要进一步

规范、引导和适当扶持。

本书为重庆市烟草专卖局（公司）２０１３年度重点项目“烟农专业合作社创新管

理与优化提升研究”系列成果之一，旨在通过对重庆市烟农专业合作社发展理论的

深入剖析、发展现状的深入总结，得出在地质地貌、基础设施、户均规模、烟田连片、

烟农队伍等客观因素不同的条件下，发展烟农专业合作社的路径选择，走出一条具

有重庆特色的山地烟区烟农专业合作社发展之路，从而为广大烟叶工作者和现代

烟草农业管理人员在面临实际操作困境时，能找到可资借鉴的依据。同时，也希冀

能够对全国烟农专业合作社建设提供借鉴与参考。

在项目研究和本书编写过程中，得到了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



（ＣＡＲＤ）黄祖辉、徐旭初、郭红东教授及湖南、贵州等省（直辖市）烟草专卖局（公
司）的大力支持与合作，在此一并感谢。

由于时间仓促及受作者研究和认识水平所限，书中存在的错误与不当之处在

所难免，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２０１４年６月于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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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理论研究



１．国内外农民合作社发展一般理论与典型模式①

当今世界，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欠发达国家，凡是受市场经济支配的农业，都

存在合作社，并且合作社在经济社会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本章旨在系统

梳理合作社发展历史、概念特征、典型模式，为读者清晰呈现合作社发展的百年历

史及现实处境。

１．１　合作社发展起源及传播

合作主义思想最早兴起于１９世纪中叶西欧的空想社会主义运动。工业革命

以后，资本主义带来了物质生产的空前繁荣，但与此同时，也导致了大量小生产者

失业和无产者生活贫困。为了在艰难环境中生存，人们走在一起，自发结成一些互

助合作社，这就是合作社发展的雏形。此时，以傅立叶、欧文为代表的空想社会主

义者认为，人类社会并不存在阶级差别，只有生产者和消费者之分。他们主张建立

合作社把消费者联合起来，本着自助互助的精神，以协同合作来确保他们的社会地

位和经济利益，并幻想通过合作社的办法来解决社会问题，取消利润、消灭剥削、消

除两极分化，最终使资本主义自行灭亡。基于此，欧文等人提出了建立社区“合作

新村”的思想，并于１８２５年在美国印地安纳州首次进行了“新和谐公社”的社会实

践。但是这种财产共有、产权不明的，人人平等、人人劳动，生产按计划进行、消费

品按人配给，自给自足，取消货币和商品交换，代之以记账和用劳动券进行内部物

品交换的社区型组织，由于社员与公社之间财产关系不明、劳动量难以衡量、“搭便

车效应”难以解决、公社效益难以支撑运行等原因，最终以失败告终。

“新和谐公社”虽然以失败告终，但其合作思想仍得以有效延续并影响深远。

１８４４年１２月，为反对中间商人对工人的剥削，英国曼彻斯特罗虚代尔镇的２８名纺

织工人以每人出资一英镑的形式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正式的合作社———“罗虚代

尔公平先锋社”，以先锋社的形式按照批发价统一购进面粉、黄油、茶叶、蜡烛等日

２　　烟农专业合作社创新管理与优化提升研究———基于重庆的实证分析

① 本篇撰写得到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郭红东教授鼎力支持，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用品，以零售价卖给工人，将所得利润按照购买量比例返还给工人。这种组织形式

迅速得到了工人阶级的大力拥护，在英国迅速传播开来，并迅速延伸到消费、保险、

住房、信用、工人活动、社区服务等领域，诞生了诸如消费合作社、工人合作社、住房

合作社、农业合作社、金融合作社、社区合作社等多种合作社模式，开辟了“从摇篮

到坟墓”的广阔服务领域。２００６年，英国的各类合作社有１４万雇员，年经营额１４０

亿英镑，合作社渗透到英国社会、经济、政治的各个领域①。

罗虚代尔先锋社的成功，使得德国、法国、比利时等欧洲国家纷纷效仿，并结

合自身的国情进行了有效的创新，其中以德国的信用合作社最为突出。１９世纪

４０年代，德国农业多年歉收，广大农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但贪得无厌的肥料商

和土地介绍商却趁火打劫，抬高肥料价格和土地价格，农民在经济上失去地位，

生存受到严峻挑战。１８４９年，时任德国佛兰马斯菲尔德市市长的雷发巽在 ６０

位富裕平民的赞助下，发起成立农村信用合作社，一方面通过统一采购，向农民

提供廉价的面包和优良的种子、肥料；另一方面，以５年归还为条件，以最低的利

息向农民提供生产资金。这种信用合作形式在德国迅速发展，到１９世纪末期，

已达１０００余家②。

历经百年的发展，当前，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欠发达国家，合作社已经成为

各国社会经济发展当中不可替代的力量。尤其是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后，以美国“新

一代”合作社为代表的新型合作社突破传统的初级产品生产领域，向农产品深加工

领域拓展，实现产品结构单一化向产品生产多元化、产业化转变，合作社在各国社

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更加凸显。在美国，由合作社加工的农产品占农产品总量的

８０％，合作社提供的化肥、石油占４４％，贷款占４０％。在法国，由合作社收购的农

产品，牛奶占 ５０％以上，谷物占 ７１％；通过合作社出口的谷物占 ４５％，鲜果占

８０％，肉类占３５％，家禽占４０％。在日本，市场销售农产品绝大部分是由农协提

供，其中米面占９５％，水果占８０％，家禽占８０％，畜产品占５１％，肥料为９２％，饲料

为４０％，农机为４７％，农药为７０％③。

就我国而言，西方合作主义传入是在清朝末年。京师大学堂最早开设有“产

业组合”课程，向学生系统介绍现代合作思想的基本原理。汪廷襄、刘秉麟等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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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学者通过著书立说对西方信用合作、消费合作思想进行了介绍。２０世纪早

期，覃寿公、汤苍园、朱进之、徐沧水等留学生和社会主义学者通过翻译的形式，

提倡在中国推行消费和信用合作。２０世纪上半叶，当救亡图存成为国家民族面

临的历史任务，一部分知识分子认为合作运动是改造中国社会的最合适的方法。

他们主张通过合作社进行生产、分配、消费、社会教育，以致建立政权，并幻想用

不流血的和平改良方法，建立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新社会。薛仙舟创建的“平

民学社”，晏阳初、梁漱溟在河北定县、山东邹平开展的“乡村建设运动”都是这

方面的有益尝试。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也非常注重合作社的作用与建设。１９５１年中央

作出《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提倡开展变土换工、土地入股性质的农业

生产合作社。此时的合作社被称作“初级社”，主张土地私有，社员以土地入股，合

作社联合经营土地，统一使用劳动力，实行按股分红、按劳分配。１９５６年６月，第一

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通过《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提出发展“高级

社”，将土地、牲畜、农具等收回集体所有，取消土地入股报酬，土地实行统一经营，

把社员分成若干生产队，实行以工计酬、按劳分配。１９５８年以后，国家又在高级社

的基础上，在更大的范畴内，统筹工、农、商、学、兵，发展“人民公社”，实行农村基

层政权机构和公社管理机构的统一。１９５８—１９７８年后的近２０年时间里，这种“一

大二公三统一”性质的集体经济体制成为主流。但彼时的人民公社已经偏离了合

作社的原有属性，管理方式过于集中、经营方式过于单一、分配平均主义、“搭便车

效应”无法避免等原因降低了劳动生产率，束缚了生产力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农村开始了以市场经济为目标取向的农村经

济体制改革，建立了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逐步构建了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系。正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下，“小生产”与“大市场”矛盾凸显，广大

农民为了解决生产当中的资金、技术、信息、生产资料供应、生产产品销售等问题，

而自发进行了合作组织的广泛探索。２００７年７月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

业合作社法》①正式实施，农民专业合作社正式得到法理认证。截止到２０１３年年

底，全国依法登记的专业合作、股份合作等农民合作社达到９５．０７万家，实有成员

达７２２１万户，占农户总数的２７．８％，农民专业合作社已成为我国农业生产的主流

组织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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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合作社的概念及基本原则

１．２．１　合作社的定义

长期以来，在国际上，对合作社的定义不胜枚举，但很难有一个比较公认和权

威的定义能适合于所有的合作社。直到１９９５年，在国际合作社联盟１００周年代表

大会上，才给合作社确定了一个原则的定义：“合作社是人们自愿联合、通过共同所

有和民主管理的企业来满足他们共同的经济和社会需求的自治组织。”这一定义强

调了合作社以下的特点：

①合作社是自治组织，即尽可能地独立于政府部门和私营企业。

②合作社是“人的联合”，这里的“人”既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企业法

人”，但对“企业法人”的加入也有一些特殊的规定。

③人的联合是“自愿的”。合作社的社员不能强迫，社员有加入或退出的自由。

④合作社的社员“满足共同的经济和社会需求”，这一规定强调了合作社是由

其社员组织起来的并着眼于社员。社员的需要可能是单一的和有限的，也可能是

多样的；可能是政治的，也可能是纯经济的。但不管是什么需要，它们是合作社存

在的主要目的。

⑤合作社是一个“共同所有和民主管理的企业”，这句话强调了合作社的所有

权是在民主的基础上归全体社员。合作社所有权上的这两个特点，是区分合作社

与其他组织，如股份企业和政府管理的企业的主要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讲，每一个

合作社都是一个企业，是组织起来的一个实体，并在市场中发挥作用。因此，对社

员服务必须强调效率和效果。

１．２．２　合作社的原则

（１）原始原则

合作社的原则是随着世界各国合作社的发展而不断演变的。传统的合作社原

则，源于罗虚代尔先锋合作社制定的一套行为规则，后来被其他合作社所沿用，成

为广泛采纳的合作社原则。早期的罗虚代尔合作社原则包括８条。

①开放和自愿入社。

②民主管理和一人一票。

③盈余按社员与合作社的交易额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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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对资本金只支付有限的利息。

⑤用现金进行交易。

⑥只销售货真量足的商品。

⑦政治和宗教中立。

⑧重视社员教育。

（２）７项原则

随着合作社不断发展演变，合作社的原则也几经修改完善，１９９５年国际合作
社联盟对合作社原则作了调整和修改，最终确立了合作社发展的７项原则。

①自愿和成员资格开放。合作社是一种自愿组织，对所有能够使用其服务和
愿意接受成员责任的人开放，没有性别、社会地位、种族、政治或宗教歧视。

②民主的成员控制。合作社是一种由其成员控制的民主组织，他们积极参与
制定政策和作出决定。选举产生的男女代表向全体成员负责。在基层合作社中，

成员享有平等选举权（一人一票）；其他层次的合作社，也按民主方式组织。

③成员经济参与。成员为其合作社提供等额资本金，并实行民主控制。通常，
这些资本金至少有一部分是合作社的公共财产。作为成员的条件之一是赞成成员

只获取有限的资本金补偿。成员对盈余按以下的目的进行分配：可以通过建立储

备金来发展合作社，其中至少有一部分是不可分割的；让成员按其与合作社的交易

份额受益；用于支持成员批准的其他活动。

④自治和独立。合作社是由成员控制的自治、自助组织。如果他们与其他组
织达成协议，包括政府，他们要在条款中确认其成员的民主控制和保持合作社的

自治。

⑤教育、培训和宣传。合作社为其成员、选举的代表、管理人员和雇员提供教
育和培训，从而使他们能有效地为合作社的发展作出贡献。他们向广大公众———

特别是年轻人和舆论领袖们宣传合作社的性质和好处。

⑥合作社之间的合作。合作社以最有效的方式为其成员服务，并通过地方、全
国、地区和国际间的共同工作来加强合作社运动。

⑦关心社区。合作社通过其成员批准的政策，为社区持续发展而工作。

（３）“新一代合作社”原则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北美地区首先是美国出现了一种被称为“新一代合作
社”的模式。相比传统合作社，新一代合作社既维护了合作社发展基本原则，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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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大胆的创新①。

①社员资格由开放专项封闭。新一代合作社对社员资格进行限制，合作社根
据其合理的经营规模确定资本总股本和接受社员的总数量，并按社员投股数量确

定其产品限额。允许合作社股份自由流通，形成一个稳定的合作社股份市场，有效

地激励了社员交易积极性，保证合作社高效运行。

②传统的民主控制、经济参与原则向“比例原则”发展。合作社的控制、所有
权、剩余分配权都建立在交易额比例之上，社员股份、投票权、分配盈余权都与交易

额有关。从而激励社员多与合作社进行交易，有效解决了内部搭便车问题，提高了

合作社运行效率。

③经营战略上强化营利能力。在坚持社员服务取向的同时，新一代合作社重
点强化合作社的营利功能，实现合作社从初级产品生产向深加工转变，提高产品经

济附加值。同时，合作社采取公开招聘，实行专家管理，管理机构趋向职业化、专业

化，大大提高了市场竞争力。

１．３　国外农民合作社发展的典型模式

１．３．１　模式划分

目前，国外农民合作社的发展模式多样，但大体归结起来主要有两种。

（１）欧美专业合作社模式

它的主要特点是专业性强，即以某一产品或某种功能为对象组成合作社，如奶

牛合作社、小麦合作社，或销售合作社、农机合作社等。通过这些合作社为专业农

户提供专业化系列化服务，保护社员权益，提高合作社的竞争力。这些合作社一般

规模都比较大，本身就是经济实体。为了形成规模优势保障合作社利益，合作社之

间的联合或合作逐步增强，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合作社体系，如德国的合作社分中央

社、地方社和基层社，合作社以经济利益连接、以为基层专业社服务为目的。

（２）社区综合性的合作社模式

它主要以日本农协为主要代表。合作社根据社员的需要为社员开展多种多样

的服务，以综合农协为主，专业农协为辅。日本农协开展的服务主要有以下５种。

①营农指导事业，包括向农民传授农业生产技术，提供市场信息，指导安排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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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计划，指导经营管理等。

②农产品销售服务事业，包括以有利价格集中出售农产品。

③购买服务，包括购买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

④信用服务，包括开展储蓄和贷款业务。

⑤互助保险服务等。
此外，包括一些社区服务也成为农协的一个重要内容。

１．３．２　欧美专业合作社模式———以美国为例

（１）美国农业合作社发展概况

美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之一，其合作社发展的组织体系也是最

为完备的体系之一。由于美国农业生产以家庭农场为基本生产单位，因此美国的

农业合作社也被称为农场主合作社。美国农业部曾给农场主合作社下过一个定

义：农场主合作社是由拥有共同所有权的人们在非盈利的基础上为提供他们自己

所需要的服务而自愿联合起来的组织。据美国农业部统计，２００６年美国农业合作
社数量为２６７５个、社员数达２６０万人。合作社承担了国内粮食市场６０％的生产
份额、全国出口谷物总量的４０％粮源、农产品加工总量的８０％、全国出口农产品的
７０％。农业合作社当年的主营业务量（不含合作社之间的交易量）达１１０５亿美
元，净利润达３２亿美元。农业合作社已成为美国农业的一个重要经济实体①。

（２）美国农业合作社发展类型

按类别来分，美国农业合作社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农业合作社银行。即农民为

解决农业生产经营资金不够而建立起来的资金自助信贷体系；另一类是农业营销

合作社，农民通过合作社统一进行农业生产资料购买和农产品销售。按内容来分，

美国的农业合作社可分为销售合作社、供给合作社、其他服务合作社及信贷合

作社。

①销售合作社。主要是加工和销售棉花、奶产品、水果和蔬菜、谷物和油料作
物、牲畜和家禽、干果、大米、糖和其他农产品。在所有合作社中，从事农产品销售

的占 ５１．８％。这些合作社占其市场份额的 ３１％，其中奶制品占 ３３％，粮食占
２７％，水果蔬菜占１３％。

②供应合作社。主要为农场提供农用化学制品、饲料、肥料、燃油、种子和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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