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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与苏北地区反贫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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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苏北是江苏省贫困人口的主要集中地区，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是江苏省实现反贫困目标的重要举措。农

民专业合作组织可以有效缓解贫困农户小生产与大市场之间、小规模经营与农业现代化之间的矛盾，提高其组织发展能

力。但是由于苏北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仍处于起步阶段，在参与农村反贫困过程中还存在许多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

民专业合作组织参与苏北农村反贫困工作的成效，因而需要采取相应措施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以实现苏北反贫困

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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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苏北地区农村反贫困的现状分析

江苏是经济较为发达的省份，但也是区域经济发展很不

平衡的省份。由于多种原因，苏南苏北发展差距较大。全省

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苏北地区，2007年底全省农村人均纯收

入低于 2500元的贫困人口中，苏北占到 83.64%。严重影响

了江苏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1］为此江苏省委、省政府

于2008年7月下发了《关于组织实施脱贫攻坚工程的意见》，

提出了苏北地区2012年基本消灭贫困的目标。为此江苏省

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举措，其中“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

是其中一项重要举措。

二、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参与苏北农村反贫困的必要

性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著名的贫困经济学家阿马蒂

亚·森指出“贫困必须被视为基本能力的被剥夺，而不仅仅是

收入低下”。［2］所以为了彻底消除苏北地区的绝对贫困，关

键是要提高贫困人口自身的发展能力。农民专业合作组织

可以有效缓解贫困农户小生产与大市场之间、小规模经营与

农业现代化之间的矛盾，提高其组织发展能力。

（一）有利于增强贫困农户抵抗市场风险的能力

我国农业实行的家庭承包责任制造成了农户生产经营

过度分散化和非组织化问题。小规模、分散化的贫困农户，

难以及时、准确地掌握市场信息，适应瞬息万变的市场，生产

经营活动具有很大的盲目性，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极差。与

小规模、分散化的贫困农户相比，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规模大，

掌握市场信息能力强，可以及时地向贫困农户提供必要的信

息，减少贫困农户在市场方面遇到的风险。

（二）有利于提高贫困农户的市场竞争能力

数量众多的小规模贫困农户由于交易额小，市场谈判力

量有限，面对组织化程度极高的大型跨国公司，市场竞争能

力极为有限。农民专业合作组织通过把分散的农户组织起

来，提高了贫困农户进入并参与国内外市场竞争的能力。

（三）有利于提高贫困农户的专业化、商品化生产能力

多年来，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虽然扶贫力度很大，但是

并未改变贫困农户的小生产方式。农民专业合作组织通过

把分散的小农户组织起来，可以实现专业化分工，进行专业

化生产，有利于提高贫困农户的专业化水平。同时由于生产

经营的专业化发展，提高了生产经营的效率，也有利于提高

贫困农户生产的商品化。

（四）有利于提高贫困农户的农业现代化生产水平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通过购买贫困农户需要而又无力购买、

或者单独购买而又得不到充分利用的大型农业机械设备，提高

了设备利用率，节约了生产成本。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还通过向

贫困农户提供农业技术指导、培训、咨询等服务，促进农业技术

的普及与推广，从而提高贫困农户的现代化生产水平。

（五）有利于提高贫困农户的主体参与意识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社员的企业，社员既是农民合作经

济组织的财产所有者又是其顾客，二者是同一的。社员行使

权利不依赖于资本量的大小，而实行一人一票的民主管理制

度。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剩余分配主要按社员与组织之间

的交易额进行。这些质的规定性，充分体现了农民合作经济

组织是劳动者之间的联合，有利于提高贫困农户参与的积极

性，培养其主体意识，增强其组织性。

总之，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有利于发挥贫困农户组织起

来的优势，提高贫困农户自我组织、自我发展的能力。

三、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参与苏北农村反贫困存在的

问题

进入到21世纪以来，苏北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不断发展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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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发展速度较快。据江苏省农林厅统计，截至2009年底，苏

北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已发展到3823个。但是由于农民专业

合作组织仍处于起步阶段，在参与苏北农村反贫困过程中还

存在许多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参与

苏北农村反贫困工作的成效。

其一，合作范围较窄。西方发达国家的合作经济组织，

如欧洲国家的农民合作组织涉及农业产、供、销、信贷、保险

和社会服务等各个环节，日本农协提供的服务不仅包括生产

资料供应、技术指导、农业信息、农产品加工、存储、销售，以

及信贷、保险，还包括生活服务、医疗卫生保健等，凡是与农

村经济和农民生活有关的一切方面，均离不开各级各类农协

组织的参与。［3］苏北农民专业组织合作的范围主要集中于种

植业、养殖业等方面的初级农产品生产上，而从事农产品深

加工、储运、技术服务、信息服务的还很少，而且加工转化水

平、科技含量、附加值都较低，利润空间有限，从而对贫困农

户的增收作用还非常有限。

其二，对贫困农户的覆盖率较低，对贫困农户的带动力

有限。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国家（地区）绝大多数农户是合作经济组织的

成员，美国合作经济组织对于农场主的覆盖率在 80%以上，

丹麦、荷兰、法国 90%以上的农业经营者是合作经济组织的

社员，日本农协几乎将所有农户纳入到了组织体系中，我国

的台湾加入农会中的农民也占 95%左右。［4］近年来苏北农民

专业合作组织虽然发展较快，对农户的覆盖面在全国属于较

高水平，但由于起步较晚，对农户的覆盖率还很低，特别是对

贫困农户的覆盖率更低，因而对贫困农户的带动作用有限。

其三，组织发育程度低，合作紧密性不强。目前苏北地

区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数量虽然较多，但组织化程度普遍较

低，合作紧密性不强。据统计，苏北地区现有农民专业合作

组织中，松散型合作组织超过总数的 50%以上，契约型合作

组织大体占总数的30%左右，而紧密型合作组织不到总数的

20%。［5］绝大多数合作组织没有建立起社员所有的产权制度，

尚未形成紧密的利益分配机制。大部分合作经济组织与农

民的利益联结方式是买断式或订单式的，二次分配机制普遍

没有建立，社员基本上没有享受到盈余返还，严重影响合作

经济组织的运行和贫困农户参与的积极性。［6］

其四，规模小，经济实力薄弱，市场竞争能力差。发达国

家农民合作组织发展的一个共同的趋势就是合作组织数量

减少而单个规模不断扩大。各国合作组织打破自身封闭经

营的格局，在办好基层合作组织的基础上，大力发展合作组

织间联合使合作产业的领域不断扩大，形成规模优势。日本

农协经过合并，农协数量从1992年的3073个减少到2000年
的1411个。美国从1970年至1991年，合作组织总数由7790
减少到4494个，平均社员数由815.8增加到903.2人，平均营

业额由245万美元增加到1705万美元，实现了跨区域的联合

与合作，市场竞争力很强。韩国农协目前大约有24000名成

员及1327个分会，通过农协的市场份额占整个韩国农业流通

的40%。［3］

苏北地区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多分布在村、镇范围内，跨

行业、跨地区的专业合作组织较少，专业合作组织之间普遍

缺乏联系和合作，组织规模普遍较小，综合实力不强，自身积

累与发展能力弱，市场竞争能力差，贫困农户从中获益较少，

对贫困农户的扶持能力有限。

四、完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参与苏北农村反贫困的

建议

总体而言，苏北地区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还处于起步阶

段，对带动贫困人口脱贫的作用还十分有限，还需要采取一

定的措施促进其发展，以增强其对贫困人口脱贫致富的带动

作用。

（一）加强对苏北地区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外部支持

外部支持指的是促进合作的社会支持环境，包括政策、

资金和合作技术支持等。外部力量的介入对于处于起步阶

段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农民专业合

作组织作为“弱势群体”创办的“弱势组织”，在发展初期困难

很多。如果没有外部力量的介入，指望依靠农民的“内生”力

量来推动大规模的农民合作组织的建立和发展是不现实

的。只有通过外部力量的介入，在一定程度上调动起农民的

内生力量，培养农民合作的经验和习惯，避免不必要的“试错

成本”，使其跨跃式发展成为可能。［7］

（二）规范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内部利益分配机制

在合作组织内部，一般允许合作组织对社员的资本股金

支付红利，以保证资本投资者的收益和促进效率，但红利率

通常受到法律限制。合作组织更主要的是一种劳动联合，在

对剩余进行分配时必须向劳动倾斜，主要按社员与合作组织

之间的交易额进行分配，以保证劳动者特别是弱势贫困农户

的合理收入。只有建立合理的内部分配机制，在最大程度上

确保合作组织和合作主体的利益诉求，才能使合作组织具有

生存和发展的“粘合力”。［6］要引导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建立

公平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以利润返还等形式，与农民建立

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紧密联系。

（三）扩大合作的范围，整合现有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

针对苏北地区现有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规模小、竞争力

弱等问题，借鉴国外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的经验，对现有

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进行整合，扩大其合作范围和规模，增

强其市场竞争力。鼓励有条件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突破行

业、地域等限制，走上联合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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