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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经济思想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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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合作经济思想源于空想社会主义者为建立理想的“和谐制度”社会而提出的。马克思、恩格斯是以“人的

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作为未来社会的基本原则,他们认为合作经济是实现向未来社会过渡的重要形式。世界各

国合作社的发展也表明,它是保持社会和谐的有效经济形式。继承和发展合作经济思想,对当前在我国构建社

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十分积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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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合作经济的思想起源

(一)合作经济思想萌芽于空想社会主义

空想社会主义产生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
早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欧洲的一些仁人志士

就看到了这一社会制度的许多弊端,设想用一种没

有剥削、没有贫困的理想社会来取代不平等的私有

制社会。16世纪初,英国人托马斯·莫尔目睹了

“圈地运动”给英国农民、手工业工人以及其它劳动

者带来的痛苦与灾难,为取代被他称为“万恶之源”
的社会私有制度而创作了“乌托邦”一书。莫尔不

仅对资本主义“羊吃人”的本质作了无情的揭露,而
且详尽地描绘了一个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大

同世界。17世纪20年代末,意大利人托马佐·康

帕内拉也以文学形式虚构了一个理想社会“太阳

城”。在那里,没有贫富之分,没有私有财产,居民

建立了公社制度,一切产品都由公社组织分配。18
世纪末期,法国人格拉古·巴贝夫提出通过革命,
消灭私有制,推行国民公社制度。人人无条件地参

加劳动,福利由大家共享,平均分配。显然,早期的

空想社会主义者关于“人人平等,个个幸福”的理想

社会憧憬,有着较强的平均主义、禁欲主义倾向与

丰富的文学描绘色彩。所以,恩格斯把这一时期的

空想社会主义形容为对“理想社会制度的空想的描

写”。[1](P3-2293)

19世纪初期,资本主义生产发展处在由工场

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转变阶段。这个时期资本主

义的社会生产力有了很大的发展,同时无产阶级的

被剥削程度也更加严重。在这种社会历史背景下,
以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等著名人物为代表,空想

社会主义发展到鼎盛时期。19世纪的空想社会主

义者与其前辈的主张不同在于:一是他们对“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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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新和谐公社”制度与“和谐与自由社会”的
设想是建立在理性的思想构筑上。法国人昂利·
圣西门于1821年出版了《论实业制度》一书,试图

建立实业制度,即是使所有人都有平等地获得劳动

成果的权力、平等地享受权力和平等受教育权力的

“阻止排挤穷人的制度”。[2](P132-223)另一位稍晚闻名

的法国人沙利·傅立叶于1803年就发表了《全世

界和谐》一书,他用“和谐主义”的朴素概念将未来

社会制度命名为“和谐制度”,并设计了以“法朗吉”
(生产———消费合作社)为基层单位来组成“和谐制

度”社会的构想。同时,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罗伯

特·欧文为建立称为“新和谐”的公社制度,亲自制

定了《新和谐公社组织法》。[3](P121-187)1827年,欧文

的信徒在《伦敦合作杂志》上发文,首次使用了“社
会主义者”一词,并将其与“公社制度”践行者相提

并论。1842年,德国空想社会主义者魏特林撰文

把未来社会称为“和谐与自由”的社会。二是他们

承认财产的私人所有,反对平均主义,主张在实行

有差别的收入分配和提高共同的福利的基础上进

行协作。圣西门认为,可以在保存私有财产权利的

前提下来建立实业制度。傅立叶认为“和谐制度是

绝不主张平均主义”。[4](P23)他于1829年发表的《论
家务农业协作社》规定:“法朗吉”承认财产的私人

所有,用招募的方法征集股份,由法朗吉全体成员

共同使用;社员之间的收入按劳动、资本、知识各占

5:4:3的比例分配。[4](P216)魏特林建议,对于维持生

活必需之外“舒适的产品”原则上应当按能力和贡

献大小分配。[5](P679)三是他们勇于将理想付诸实

践。为证明合作经济思想的优越性和可行性,欧文

变卖了所有家产,于1824年带着四个儿子和百余

名志同道合者来到美国印第安纳州进行了大胆的

“新和谐公社”试验。1832年,傅立叶及其门徒曾

经组织了“法朗吉”(生产———消费合作社)试验。
尽管这些空想社会主义试验在当时都失败了,但他

们毕竟是在资本主义统治下为人人平等的理想社

会进行了一次有意义的尝试。科学社会主义的创

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空想社会主义的“和谐制

度”设想及其“公社试验”给予了肯定,认为这里包

含着很多“关于未来社会的积极主张”,“这些伟大

社会试验的意义不论给予多么高的估价都是不算

过分的。”[6](P132)

(二)罗虚代尔社及其办社原则

欧文的试验带动了英国的合作社运动,也催生

了世界上第一个比较规范的合作社———“罗虚代尔

公平先锋社”(该社由28个纺织工人经过长期酝酿

和准备,于1844年创立于英国小城罗虚代尔镇)。
罗虚代尔社旨在改善社员对生活日用品的供应,维
护社员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它在创办初期就制

定了一套切实可行、公平合理的办社原则:①入社

自由,允许退社。②民主管理。社内重大事务由社

员大会讨论决定,不论股份多少,社员每人仅有一

票投票权。③收益由全体成员分享。主要包括股

金的利息、公积金和公益金提留,按照社员参与的

交易额分配营业盈余;同时规定股金不参与分红,
股金利息不得超过市面通行的利率。④重视教育。
规定盈余中的2.5%作为教育基金,用于对社员的

文化教育。⑤恪守中立,欢迎各种不同政治观点和

宗教信仰的人加入。
由于有切实可行、公平合理的经营原则,又能

满足社员的个人利益,罗虚代尔公平先锋社得到全

体社员的拥护和支持,得以迅速发展壮大。到20
世纪30年代,社员达到4万多人,有了合作商业大

厦及上百个分店,创办了工厂、屠宰场,成为世界上

第一个取得成功的合作社。“罗虚代尔”办社原则,
也成为合作制的经典原则。

二、马克思主义的合作经济思想

(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合作经济的论述

随着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关于社会主义的学

说也在不断走向成熟。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和

恩格斯批判地继承了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傅立

叶和欧文的思想成果,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在此,他们关于未来社会———自由人联合体的设

想,实质上是一种对和谐社会的理想追求。按照马

克思本人的描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①是

“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

形式”,[6](P130)是“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高度发展

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

形态。”[6](P649)同时,围绕在“如何向社会主义(共产

主义)过渡”的问题上,马、恩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的

合作工厂及农业合作社给予了积极地关注与肯定。
主要观点如下:

1.合作工厂是在旧形式内对旧形式打开的第

一个缺口,是对资本主义的积极扬弃。马克思以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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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精力研究《资本论》,根据他在《信用在资本主义

的作用》中的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内部产生了两种

扬弃资本所有权而向公共占有过渡的形式。即:一
种是股份公司,另一种是工人组织起来的合作工

厂。其中,“工人们自己的合作工厂,是在旧形式内

对旧形式打开的第一个缺口……资本主义的股份

企业,也和合作工厂一样,应当被看作是由资本主

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只
不过在前者那里,对立是消极的扬弃,而在后者那

里,对立是积极的扬弃”。[6](P498)

2.合作生产是向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过渡的

中间环节和重要形式。两位伟人指出,无产阶级取

得政权以后,合作经济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中间环

节。[6](P330)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说“如果合作

制生产不是作为一句空话或一种骗局,如果它要排

除资本主义制度,如果联合起来的合作社按照总的

计划组织全国生产,从而控制全国生产,制止资本

主义不可避免的经常的无政府状态和周期的痉挛

现象。那么,请问诸位先生,这不就是共产主义

吗?”[6](P318-379)1886年1月,恩格斯在写给李卜克

纳西、倍倍尔等人的信中进一步指出:“在向完全的

共产主义经济过渡时,我们必须大规模地采用合作

生产作为中间环节,这一点马克思和我都没有怀

疑过。”[7](P416)

3.引导农民自愿加入合作社,走社会主义道

路。科学社会主义导师在关注合作社一般性问题

的同时,还特别注意到农民合作制这类劳动联合体

的具体问题。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中再次强

调合作制是引导小农走向社会主义的根本途径,并
指出对于小农只能采取示范和帮助的原则,引导他

们自愿加入合作社走社会主义道路,绝不能靠强制

的方式或掠夺的办法。[8](P308-316)

(二)列宁论合作经济

在马克思主义合作经济理论中,列宁的合作经

济思想处于极其重要的地位,他的《论合作制》全面

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1)列宁提出:“在生产

资料公有制的条件下,在无产阶级胜利的条件下,
文明 的 合 作 社 工 作 者 制 度 就 是 社 会 主 义 制

度。”[9](P681)(2)他将优先发展流通领域的合作社看

作是把小生产经济引向社会主义经济的主要途径,
强调自愿互利是合作经济的基本原则。认为推进

合作制的工作是否卓有成效,不在于合作社建立的

速度和数量,而在于参加的农民是否真心实意地自

愿加入。(3)列宁要求苏维埃必须从经济、财政、银

行等方面给合作社以种种优先权,应该在政策上给

合作社的发展以优待和支持。此外,他还把提高农

民的文化水平,在农民中进行文化教育工作看作是

苏维埃政权时代的重要任务之一,“这种在农民中

进行的文化工作,其经济目的就是合作化。”[9](P687)

如上所述,马克思主义的合作经济思想作为一

种构建和谐社会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它不仅为广

大的穷人及其他弱势群体改善生活或生产条件,谋
取和维护自身经济利益提供了有效的解决思路,同
时也给今天的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留下了弥足珍贵

的思想遗产。

三、合作经济的发展与合作制原

则的演进

(一)合作经济的发展概况[10](P18-25)

自罗虚代尔公平先锋社取得成功后,合作经济

形式逐渐从英国发展到西欧、北欧,稍后传入北美。
尤其在进入20世纪以后,合作社发展的范围越来

越广,涉及的领域越来越多。从经营形态和行业上

划分有:
(1)消费合作社———最早建立的合作社形式

(罗虚代尔公平先锋社),主要为社员和居民提供消

费品供应服务。目前在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消费合作社已形成规模和完善的服务网络,并在市

场中占有一席之地。比如,瑞典的消费合作社市场

份额占全国市场的四分之一以上;意大利有1800
多家消费合作社,入社社员335万人;日本、法国、
加拿大等国的消费合作社也非常发达。

(2)信用合作社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群

众为避免高利贷剥削,自愿组成的合作金融组织。
迄今世界上有125个国家建立了信用合作社,社员

近3亿,资产超过5.5万亿美元。美国、加拿大、日
本、印度的信用合作社尤为发达,加拿大信用合作

社社 员 占 总 人 口 的 27%,印 度 有 城 市 信 用

社14800家,信用合作社社员800万人。
(3)农业合作社是以向农户或家庭农场提供农

资供应、技术指导、产品销售、信贷、保险、医疗等各

类专业和综合服务为主要职能,并在世界各国发展

最快、普及最广的一种合作制形式。无论发达国家

以家庭农场为主的现代农业、还是欠发达国家以农

户经营为基础的传统农业,几乎都存在合作制形

式。目前在美国,由4.7万个农业合作社形成了全

国性网络,为90%以上的家庭农场提供生产资料

供应(化肥、石油等)和信贷服务,合作社加工的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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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占全国农产品总量的80%。日本的农业一直

以农户经营为主,但农产品绝大部分是由农协组织

销售。北欧国家丹麦、瑞典、芬兰的农业合作社尤

为发达,它不仅在物质方面,而且致力在文化道德

方面改善成员状况。另外,亚、非、拉大部分发展中

国家也有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它不仅成为西方发

达国家现代农业的有效组织形式,也是发展中国家

使小农生产与现代化大市场实现对接的重要环节。
(4)工业合作社(又称工人合作社),主要是在

资本主义条件下为解决城镇贫困人口就业,改善工

人、手工业者及其他劳动者的社会经济地位而成立

和发展起来的。100多年来,在欧洲,英、德、法、意
大利、西班牙等国都有一批工人合作社有了长足发

展。至上世纪90年中期,法国有工业合作社1620
个,意大利有7400家。西班牙的工人合作社———
蒙德拉贡联合公司,总体经济实力在该国居第5
位,是世界公认的“当代合作运动的典范”。全球的

工业合作社员工现已达到1亿多人,但不及消费、
信用和农业合作社的发展。

(5)服务合作社是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涌现出

来的新型社会化服务形式,业务领域包括住宅、教
育(学校)、保健(医疗)、服务、托儿所、殡葬、出租车

等行业,从人们的衣食住行到生老病死,从生产到

消费,从摇篮到坟墓都有合作社提供周到的服务。
这些合作社的社员一般不用提供多少入社资金,也
不一定是按交易额返还报酬,主要依靠联合互助,
发挥合作制的优势,改善社员的社会经济地位和生

存环境。因此,也受到了人们的普遍欢迎。
(二)合作社原则的演进

自1895年,国际合作社联盟在英国伦敦成立,
“罗虚代尔原则”作为联盟的基本原则对推动世界

各国合作经济发展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但从上

世纪70年代以后,伴随着西方发达国家以自由主

义市场政策为主导的经济发展,合作社制度也面临

着各种挑战,并在以下三个方面发生了一些变革:
一是合作制区别于股份制企业的特征之一,即“一
人一票”和“非盈利”的公平原则正在被强调发展和

承认差别的原则所取代;二是公共积累的不可分割

性向产权明晰化方向发展;三是资本报酬率严格限

制向实行按股分红的方向发展。当然,西方国家的

合作制变革并没有使它演变为普通企业。现代合

作制区别于股份制企业至少仍有四个方面:第一,
合作社的顾客往往也是它的所有者,而普通企业的

顾客常常是分离的;第二,合作社的目标使其既是

所有者也是顾客的社员受益,而普通企业的目标只

是使其所有者收益;第三,一人多票有严格的上限

限制,“一人一票”制仍然是合作社的重要原则;第
四,按股分红受到一定限制,按社员的惠顾额分配

利润仍然是合作社的主要分配形式。

1995年9月,国际合作社联盟在其成立100
周年时举行了第31届代表大会。此次大会就合作

社的定义做了规定:“合作社是由自愿联合的人们,
通过其共同拥有和民主控制的企业,满足他们共同

的经 济、社 会 和 文 化 需 要 及 理 想 的 自 治 联 合

体”。[11]并结合实际发展情况,对合作社的原则作

了如下修改:①自愿和开放的原则。对所有愿意承

担社员义务的人开放,无性别、种族、政治和宗教的

歧视。②民主管理原则。社员积极参与制定政策

的决策,被选为代表的人对会员负有责任;在基层

合作社实行一人一票,以民主的方式组成。③社员

的经济参与原则。社员公平入股并民主管理合作

社的资金,获得盈余主要用于发展合作社企业;建
立公积金,至少有部分不可分的公共积累,按成员

与合作社的交易比例返还和支持成员同意的其它

活动。④自治和独立原则。合作社如果与其他组

织(包括政府)达成协议或通过社外渠道筹措资金,
社员的民主控制和合作社的自治原则不应由此受

到损害。⑤教育、培训原则。合作社要为自己的成

员、被选举的代表、经理和雇员提供教育和培训,使
之更好地为合作社做出有效的贡献。⑥合作社之

间的合作原则。合作社通过与地方、全国、区域和

国际机构的联合,最有效地服务于社员,并加强合

作社运动。⑦关注社区原则。合作社通过民主决

策,推动社区的持续发展。以上这些原则也被国际

社会广泛接受。

四、发 展 合 作 经 济 与 构 建 和 谐

社会

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属性,是国

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邓小平

同志曾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贫富不均也不是

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

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

裕。”[12](P373)从这个意义上讲,所谓社会主义和谐社

会,无疑是一个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社会。也

就是说,它应该是一个能够不断地解放生产力、发
展生产力的社会;一个全体人民各得其所、各尽其

能,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最终走向共同富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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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一)发展合作经济是由市场经济与我国国情

所决定的

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农村人口占 60% 以

上)、人均资源有限的发展中大国,各地区之间的自

然禀赋、经济基础和人文社会条件存在明显差异,
生产力发展也很不平衡。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
随着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开放不断推进,使中国社

会走出了过去平均主义的分配泥沼,生产力获得蓬

勃发展,综合国力大幅度提升;人民生活由温饱到

总体上实现小康,正向全面小康社会迈进。然而,
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人们的收入在普遍提高的

同时,部分社会成员贫富差距扩大以及社会贫困问

题凸现。这既是当前人民内部矛盾的突出表现,也
是我国社会存在不和谐因素的主要根源。为此,根
据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关于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着力解决好部分

弱势群体的生活困难问题,维护他们生存和发展的

基本权利,这是促进社会稳定,实现经济又好又快

发展的重要保证。以经济发达国家解决类似问题

的成功经验为借鉴,其通常做法有三种:一是通过

税收机制进行再分配。向富人征收所得税、遗产税

聚集财力,在全社会建立保障体制;二是发展社会

慈善事业。除了教会对穷人的施舍外,企业家、富
人在自愿基础上捐赠部分收入用于对穷人的资助;
三是发展以合作制组织为主的弱势群体联合自助

形式。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
发达国家的前两种做法在现阶段很难达到覆盖全

社会的较高福利保障水平,且接受来自政府和民间

的资助,只是暂时缓解矛盾的手段,不利于发挥劳

动者个人主动性、创造性与维护弱者的自尊和自

信;除此之外,依靠个人自主创业,不乏成功典范,
但这毕竟是少数人能为之事。而以发展合作经济

为途径,以自助、互助来实现弱者的联合被认为是

发达国家普遍成功的模式,也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为

维护弱势群体利益、缓解贫富两极分化矛盾,促进

社会和谐发展而作的一项有效制度安排。
(二)发展合作经济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的重要形式

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继承和发展合作经

济思想,对在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十分

积极的现实意义。首先,从合作经济产生的思想渊

源上看,合作经济思想是空想社会主义者为建设理

想社会———“和谐制度”而提出的,并随着科学社会

主义理论的创立而被进一步发展,合作经济称作是

向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过渡的中间环节和重要形

式。合作经济发展的实践也表明,合作社以弱势群

体为对象,努力改善穷人生活条件和发展生产,使
其成员走向共同富裕。这正是在我国构建社会主

义和谐社会,发挥合作经济独特作用的根本所在。
其次,从合作制原则和办社宗旨来看,合作社实行

入社自愿、退社自由、一人一票,由社员当家作主的

民主管理制度,真正体现了为社员谋利益。这与构

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必需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建设也是一致的。由上述两点可知,合作经济是构

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组织形式,其作用具体表现在以

下几方面:

1.合作社是以自助、互助来发展生产与改善穷

人生活条件的经济组织,它以公平交易、二次返利

等原则增加弱势群体收入,有效地弥补了市场经济

的“制度缺陷”与缓解两极分化的社会矛盾;此外,
合作经济也有助于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增加劳动

者就业,减少社会失业率。

2.合作制弥补了社会保障制度的不足,特别是

医疗、保险等合作社为弱势群体筑起了基本的安全

保障堤防,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保障制度作了

有益的补充。

3.现代合作社主要以弱质产业(部门)为领域

而广泛存在,有助于促进各产业部门的平衡协调发

展。从国际经验看,当经济发展到工农并举,工业

反哺农业的阶段后,合作经济组织就成为政府扶持

农业发展和维护农户的重要载体。

4.合作社是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的重要途径。
合作社代表弱势群体的经济利益,与强势集团在市

场上进行讨价还价,使每个处于弱势的个体成为市

场平等的主体;在分配领域,合作社可以为个别劳

动者签订集体劳动合同,保护劳动者的劳动权、分
配权,讨还拖欠的工资;在消费领域,合作社可以为

消费者获得物美价廉的商品,抵制假冒伪劣商品的

侵害。

5.合作社有利于社员群众提高科技文化素质

和增强民主意识。通过合作社将千千万万分散的

小生产者组织起来,有利于推广普及先进文化和现

代科技知识,培养广大劳动者的市场意识、竞争意

识、创新意识、科学意识,增强他们适应市场竞争的

能力;合作社通过民主选举和民主管理,可以培养

广大社员的民主习惯,提高民主意识。
所以在社会主义中国,作为弱者联合自助互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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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作社组织应该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并发挥越

来越重要的作用。为弱者解困,为政府分忧,助社

会安定,成为政府联系弱势群体的桥梁和纽带,成
为缓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安定的“稳定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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