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您的位置：首页- 学者论坛 阅读 508 次

 

苑鹏：关于理顺农民合作 组织产 权关系 的一点思考 （ 2 0 0 5 - 0 9 - 0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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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合作组织产生于19世纪中叶的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化初期，它是广大弱势小农“自下而上”的民间互助自救组织。纵观西方农民合
作组织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到农民合作组织建立的几个基本前提：1、以市场经济为制度环境背景；2、合作组织内的农民是平等的独立商
品生产者；3、农民自愿入社；4、入社农民保持个人财产独立性和经营自主性。这就意味着发展农民合作组织并不是要取代农民的生产经
营主体地位，而是通过在生产资料购买、资金融通、信息技术服务、农产品销售等某个或多个生产环节上开展共同经营，来实现规模经
济、降低交易成本和生产成本，改善农民的自身经济利益或经济地位。农民合作组织的自有资本主要来自入社农民自愿缴纳的股金，为保
障合作社民主管理原则的有效落实，社员股金额通常相等，或限定社员的最高、最低入股金额。社员退社时，退回其股金。因此，合作社
内部的产权关系十分清晰。 
    进入20世纪以后，西方合作运动传播到发展中国家，农民合作组织逐渐得到普及，合作运动赖以生长的制度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在发展中国家普遍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政府被视为万能的资源配置机构的情况下，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蜕变为“自上而下”政府发动的运
动，农民合作组织开始成为政府推行其经济或社会政策的有力工具，其首要目标是实现政府的社会经济政策，不再完全是社员互助自救的
经济组织。 
    新中国的合作运动尤为如此，长达20余年的人民公社体制使中国的农民合作组织变质，它不仅剥夺入社农民的个人生产性财产，而且
违背了最基本的自愿入社原则，更没有贯彻民主管理的核心原则。合作社内部财产归全体社员共同所有，但是每个社员并不清楚个人所占
的份额。它导致相当多的农民以及社会中间对合作组织产生严重扭曲的认识，对中国农村合作事业造成了久远的消极影响。直至21世纪，
这种不良影响乃至传统体制仍在发挥着作用。目前，旧体制遗留下的、被冠以“合作社”名称的供销合作社、信用合作社、以及社区合作
组织等组织，早已失去了农民合作组织的性质。以供销社体系为例，经过三次大的“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之间的大调整，供销
社的产权权属关系变得模糊而复杂化，尽管中央早在1982年改革之初就提出了恢复供销社民办性和民主性，但是，时隔20年后的今天，这
一问题仍未得到根本性解决。而大量在改革开放中新生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由于缺乏必要的法律界定与保护，并且他们当中的大多
数是通过政府农技推广等有关部门、龙头企业、传统社区集体经济组织、供销社以及能人大户等牵头举办、农民在其中仅仅是经营业务上
的被动参与，因而，这些新生的合作社也存在着产权不清的问题。突出表现在相当多的合作社财产中，政府投资、或供销社、社区组织、
龙头企业投资占据主体地位，而农民社员的股金却极为有限，微不足道，它使得农民在合作社中的所有者主体地位受到挑战。而政府、供
销社、社区组织的投资主体无法实现人格化的产权，未来发展存在着很大的隐患。 
    当前农民社员在合作社中普遍存在股金总量及所占份额有限的问题，虽然与他们投资能力不足、承担风险能力薄弱等有关，但是，农
民要想通过合作组织实现保护个人经济利益的基本目标，就必须成为组织的主人，享有“民治”权利，进而实现“民享”，否则一切无从
谈起。而“民治”是建立在“民有”基础之上。农民拥有合作社的产权，是农民合作组织健康发展、通过互助实现自助的基本保障。 
    在近期发展中，理顺合作社产权关系的关键是做到合作社投资主体的人格化、农民社员产权的主体化。对于普通农民，坚持社员入社
平等缴纳股金、最高股金与最低股金差额有限的基本原则，并保证农民社员股金总额在合作社中的主体地位；对于农民合作组织的领办
人，则应限制其股金份额比例，如不得超过30%等，以保证合作社的“民办性”；至于由此造成的合作社资本投入的缺口，可以采取将合
作社领办人的部分资金投入转为合作社的借贷资本，合作社对其支付利息、不承担经营风险的方式。至于有关政府的资金投入，或是作为
扶持金、或是作为借贷资本，决不能纳入到合作社的股权构成中来。只有从产权关系上确立社员的主体地位，才能实现农民合作组织保护
农民利益的基本组织目标。此外，国家还应当采取有效的农村金融政策，扶持合作社的发展，解决合作社融资困难问题。 
    在农业进入新阶段、农产品供求关系发生根本性变化，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大环境下，农民缺乏投资能力和应对市场风险的能力不会
有大的改变，因此，农民在合作社中产权主体地位的确定将是伴随着农村市场化和农业现代化农户经营实力不断增强的发展过程，不可能
期待在短期内立竿见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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