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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rx believes that cooperatives are the “transition point” to communism, and in reality its differ-
ent dominant functions have determined how to lead to the “transition point.” This paper firstly 
analyzes the internal logic of the evolution of dominant functions of the cooperative; then it de-
scribes the evolutionary trajectory of the dominant function of Western countries and Chinese 
cooperatives with the changes of the times, and reveals its internal and external reasons. Finally, it 
analyzes the internal logic and external conditions (macro policies and cultural factors) that in-
fluence the evolution of the dominant functions of cooperatives. And then this article provides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China’s cooperatives to correctly grasp their essential attributes and the law 
of functional changes and the evolutionary tr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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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马克思认为合作社是通向共产主义的“过渡点”，而现实中其不同的主导功能决定了如何通向“过渡点”。
本文首先从学理上分析合作社主导功能演进的内在逻辑；接着分别描述西方国家和中国合作社随着时代

的变迁其主导功能的演进轨迹，并揭示其内外部原因；最后分析影响合作社主导功能演进的内在逻辑与

外部条件(宏观政策与文化因素)，从而为我国合作社实践正确把握其本质属性和功能变化规律及演进走

向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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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合作制度是西欧工业革命时代的产物，合作社出现伊始曾寄希望以克服资本主义弊端。合作社的经

典模式是由社员自愿联合组成，并带有一定公益性的平民自助组织。当今世界各国除了传统合作社外，

还出现了股份合作社等多种合作形式。本文研究的合作社功能主要是指在学理上按学科分类的几大基本

功能，即社会功能、政治功能和经济功能。从合作制度出现至今，合作社在受到不同的社会气候及生存

土壤的影响下，其主导功能也会发生不同的变化。因此，廊清中外合作社主导功能演进轨迹，揭示其内

在逻辑，客观认识其生存与发展的外部条件，对于遵循我国合作社的主导功能变化规律，在立足本国国

情的基础上把握其正确发展方向，具有重要的学理意义和实践意义。 
本文研究的合作社主导功能演进并不是以往意义上以时间前进顺序而发生的递推性改变，而是指在

不同时间阶段及不同社会背景下，合作社因受不同主导理性的影响而使其主导功能发生相应的变化。而

本文深入分析了中西方合作社主导功能的演进逻辑。 

2. 合作社主导功能演进的学理逻辑 

本文所指的合作社主导功能是指在学理上依据不同的主导理性所引领的几大基本功能，即社会功能、 
 

 
Figure 1. Theoretical logical framework for determining the dominant functions of cooperatives 
图 1. 决定合作社主导功能的学理逻辑框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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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功能和经济功能，而非其他引申或衍生的功能。在合作社的发展史中，其主导功能的演变必然受不

同阶段主导理性的影响而存在着侧重于政治或社会或经济的倾向。对合作社主导功能演进的学理逻辑我

们可以描述为图 1 所示。 
由图中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到，微观组织受主导理性的影响，会产生不同的产权制度和组织形态，进

而又会影响微观组织的主导功能。 
由图所示，三种不同的主导理性决定了合作社会有完全不同的主导功能。 
当政治理性占主导时，所产生的产权制度以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为主，主要的组织形态为国有企业

和集体企业，此时，该组织的主导功能以政治功能为主，注重国家或者是整体的利益。同时还兼有一定

的社会功能和经济功能。 
当以社会理性为主导时，产生的产权制度主要以个体所有或共同占有为主，合作制是该组织主要的

组织形态，其主导功能以社会功能为主，注重社会效益，以为社员服务为宗旨，当然它也延伸出政治功

能和经济功能。 
当经济理性占主导时，在该理性下产生的产权制度主要以独立法人产权为主，组织形态主要以公司

制(股份制)为主，主导功能是经济功能，注重经济效益。此外，它也带有一定的社会功能和政治功能。 
以我国大陆为例，新中国成立至今由于社会发展的需要，国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由于主导理性的不

同，其所引领的主导功能也有一定的变化。 
20 世纪五十年代，刚成立的新中国面临着严重的内忧外患，首要任务是维护国家政权稳定和尽快建立

起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因此，国家的政治理性占据主导地位，国内出现了大面积的国家所有制(国企)和
集体所有制，组建互助组、合作社并快速转为人民公社，有利于稳定政权，其主导功能也偏向于政治功能。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家庭承包制取代了“一大二公”的集体所有制，农村家庭经营单元的小而全、

分散化，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越来越呈现出弱势形态。“小农”们为了改变现状，自发地组织了各种各

样的合作社。组织起来改变自身的弱势形态的社会理性占据主导地位，因此这一阶段的合作社其主导功

能偏向于社会功能。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我国市场经济进入高速运转期，以企业为依托的合作社及股份合作社大量涌

现，就国家层面而言，更偏重于通过组织合作社以带动农村经济发展，经济理性占据主导地位，因此这

一阶段的合作社的主导功能偏向于经济功能[1]。 
又以我国台湾为例，台湾第一家合作社“台北信用组合”于 1910 年产生。合作社较快速发展是在

1913 年“台湾产业组合规则”颁布后，其中大多以信用合作社为主。1946 年国民党将农业会改组为农业

合作社和农会，有关经济与金融业务由合作社负责，农业方面的由农会负责。可见，台湾近四十年的合

作社发展明显带有被日本“殖民”性质。 
1949 年蒋介石政府逃到台湾以后，一心要反攻大陆，面对大陆的“合作化高潮”，蒋介石政府政治

理性占据主导地位，对于农村经济如何发展完全处于“政治迷茫期”，于是在 20 世纪 50~70 年代中期，

台湾的合作社基本上处于一种停滞发展的状态。 
1974 年“台湾当局”提出“加速农村建设”的号召后，这一阶段的合作社其主导功能偏向于社会功

能，农业合作社又快速发展起来，从而提高了生产力，改善了农业经营，也促进政府政策实现。 
到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台湾当局”希望通过组织合作社以带动农村经济发展，经济理性占据主导

地位，农民合作社的业务拓展到更多的领域。发展至今，台湾的合作社在促进经济发展、提高农民经济

地位等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发展为社会、经济和政治三种主导功能并重的类似于日本的“信用组合”

的综合型经济组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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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西方国家合作社主导功能演进的轨迹 

3.1. 空想社会主义时期欧洲国家合作社的主导功能 

空想社会主义出现于 16 世纪的初期，流行于 19 世纪的西欧。面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黑暗，空想社

会主义的构想就在于希望组建“合作社”以消除等级差别、有效克服资本主义的弊端，从而构建起一种

“平等和谐”的社会[3]。罗伯特·欧文设想的“新和谐公社”试图通过建立公有制的基础对资本主义进

行改造，公社内共同占有，共同劳动，按需分配，最后实现共产主义社会；昂立·圣西门幻想构建一种

“实业制度”，人们可以互相联合协作，在这种制度下人们可以得到最大限度的自由和平等，促进工人

阶级的解放；沙利·傅立叶设想的“和谐社会”将建设功能多样的合作社区，由此消除资本主义的不公

剥削，使每个人都得到全面自由的发展，最终实现社会各阶级的融合[4]。由此可见，这一时期空想社会

主义所主张并亲自实验的合作社，是服从于实行社会改造的社会-政治目标的，其主导功能是社会功能与

政治功能并重。 

3.2. 19 世纪下半叶西方国家合作社的主导功能 

欧洲是合作社的摇篮。19 世纪下半叶欧洲掀起了一股建立合作社的风潮。在英国，工业革命推动社

会生产力和社会财富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加剧了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面对资本家残酷的剥

削，部分工人运动的领导者尝试组织合作社进行联合劳动，以改变工人的经济地位。1844 年，世界上第

一家消费合作社——罗虚代尔公平先锋社产生了，其主要目的是帮助社内成员解决生活困难。在德国，

其农业改革过程中农民不但土地和金钱被大量掠夺，而且还受到来自高利贷者的大肆剥削。为了帮助农

民解决生活、生产以及资金上遇到的困难，德国于 1864 年建立了第一家信贷合作社，1867 年制定了第

一部综合性的《合作社法》，目的在于用法律手段来维护农民的合法利益。美国在这一时期的合作社也

主要是通过提高农民的组织程度以保障农民各项权益问题。马克思认为，如果合作制生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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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止资本主义生产

下不可避免的经常地无政府状态和周期的痉挛现象” [5]。马克思实际上指出了这一时期合作社比较突出

的是社会–政治功能。 

3.3. 20 世纪上半叶西方国家合作社的主导功能 

到 20 世纪上半叶，西方国家合作社的理论和实践都比较成熟。多数学者将合作社视为一种社会变革

的工具，认为劳动者联合可以有效抵制资本家的剥削。在法国，1902 年经济学家季特被选为法国联合会

会长后起草的《合作主义纲领》中体现了公平互助，实现人的发展。为了解决国内比较突出的农村经济

问题，1932 年后法国的合作社主要向金融合作社和农业合作社转变。在俄国，十月革命后采取的战时共

产主义政策过于超前而失败，列宁便对合作社的功能和作用进行了重新认识，制定了“在合作互助的基

础上，农民自愿的前提下，以商品经济为纽带”来促进合作社发展的“新经济政策” [6]。在美国，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合作社也有了一定的规模。合作理论家萨皮罗主张通过不同种类的农产品来组织合作

社，使它们可以在市场中占据较大份额(张晓山，苑鹏，1991)；其后新制度学派代表人诺斯主张“通过合

作社建立市场均势，检验市场竞争效率” [7]。由此可见，在 20 世纪上半叶前期西方国家合作社的主导

功能是社会功能，但其后则逐渐转向以经济功能为主导。 

3.4. 20 世纪下半叶西方国家合作社的主导功能 

到 20 世纪下半叶，西方各国市场经济发展到较高的阶段，合作社的主导功能也随之发生了明显地变

化。德国 20 世纪五十年代的合作社呈现出规模扩大的趋势，而在运营上有开始向“企业”转化的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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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兴起的“新一代农民合作社”，社员可以通过缴纳资金入股入社，在产权结构上

类似于普通“股份制企业” [8]。Royer (1999)年指出，越来越多的合作社参与了基本制度的变革(如与公

司合资运营等)。由此可见，在西方国家市场经济发展到较高的阶段，合作社也进入到比较成熟的阶段，

具备了较强的经济实力，其功能由社会功能和政治功能为主导逐渐地转向了以经济功能为主导。 

3.5. 进入新世纪后西方国家合作社主导功能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经济全球化趋势势必影响西方国家合作社的发展态势。合作社的规模有不断

扩大的趋势，而其运行机制和治理结构则愈来愈向“公司化”方向演进。在澳大利亚，部分合作社为了

获得更大利润，以股份制方式加大融资，表现出向股份公司制转变的特点。在德国、丹麦等国，合作社

实际上相当于公司，而合作社的运行模式更多的是以公司运营的方式去经营。美国的合作社自建立以来，

就注重商业经营，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美国的合作社越加注重经济效益，于是出现了大量股份

制的合作社。进入新世纪以来，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合作社已经普遍是以经济功能为主导。 

3.6. 日本合作社的主导功能集社会、经济和政治功能为一体 

日本合作社主导功能的演变与欧美国家有很大的不同。20 世纪初，“产业组织”作为日本农协的雏

形出现。其“农协”组织正式创建于 1947 年，目的是为了有效克服“二战”给农村带来的严重后果，由

政府组织，采取自上而下的措施来恢复国民经济。同年成立的《农业协同组合法》目的是促进农民合作

组织，提高农民经济地位，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到 20 世纪五十年代，伴随着“农协”组织建设的基本完

成，国内绝大部分农民加入“农协”。20 世纪七十年代，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通过“农协”组织以推动

农村与农业综合发展。到 20 世纪八十年代，面对日趋激烈的竞争环境，日本政府提出要增加农民效益，

进一步提高“农协”的市场竞争力。到九十年代，为了扩大“农协”规模，增强“农协”实力，对基层

“农协”实行了合并。发展至今，日本“农协”对于稳定农村社会、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生活水平

等方面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9]。因此，与欧美国家普遍以经济功能为主导不同，日本合作社始终是一

种互助型经济综合型组织，在发展过程中集社会、经济和政治功能为一体的主导功能逐渐得到完善。 

4. 我国合作社主导功能演进的轨迹 

4.1.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主导功能是以社会功能和政治功能为主 

我国的合作事业是受到西方合作社运动的影响而逐步产生的。在“五四运动”前就有了合作社的影

子，“五四运动”后相继出现了信用、消费、生产等方面的合作社。在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著名的合作

社理论家、国共两党主要领导人都力图推动我国合作社的起步与发展，并做了不少有益的理论与实践探

索。合作社的雏形“华洋义振会”成立于 1920 年，其直接目的在于有效解决当时华北的严重旱情问题，

而实践中对于解决社员经济困难、减轻高利贷的剥削也起到了较大的作用。1941 年该会并入了中国国际

救济委员会[10]。著名合作社学者梁漱溟认为，合作社的组建有利于弱者联合起来防卫和自救；他还主张

中国的合作社应该“一面系于政府，一面系于社会运动” (梁漱溟，1937)。孙中山的民主主义及对合作

社积极作用的认识是国民党发展合作社的理论前提。孙中山认为合作社可以振兴实业和减轻剥削。国民

政府 1934 年出台了《中华民国合作社法》，1935 年成立了合作司，并给予合作社一定的资金支持。国

民政府发展合作社对于稳固政治、促进经济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毛泽东 1930 年发布的《合作社讲授

大纲》，界定了合作社是为群众所组织的经济实体，指出当时的主要任务是综合解决农民生活中的困难。

1944 年在陕甘宁边区合作社联席会上，毛泽东说合作社是“为广大群众而办”的。总体看，这一时期国

共两党推动成立的合作社，大多数都是以社会功能和政治功能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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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主导功能是社会-政治功能并重转向以政治功能为主 

新中国面对着国家积贫积弱和内忧外患的环境，制定了一系列恢复国民经济和稳定国家政权的有

力措施，我国的合作社运动便同时肩负着这双重使命。1950 年，刘少奇指出“合作社的目的就是为了

免除商人的中间剥削”[11]。1951 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中，毛泽

东强调了农业互助的重要意义，预示了农业合作的光明前景。由此，我国的合作社运动便在全国城乡

轰轰烈烈地开展。在农业生产领域，初期主要以互助组为主，并尝试创办初级合作社；到 1955 年初，

初级社在全国范围内已普遍建立；同年下半年，在全国掀起了一场由初级社转变为高级社的浪潮。与

此同时，在流通领域，组建起了遍布城乡的消费合作社和供销合作社；在金融领域，建立起了城市信

用合作社和以乡镇为单元的农村信用合作社。1956 年“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公有

制奠定了基础。紧接着 1958 年的人民公社运动，伴随着“一大二公”、“政社合一”的特点，使我国

的供销合作社成为执行国家统购统销的国营商业企业，出现了社员非自愿入社的现象。1962 年，供销

合作社资金全部收归国有，由民办转为官办；信用合作社也交由人民银行领导和管理。可见，在 20 世

纪五六十年代，随着国家主导理性的变化，合作社的主导功能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建国初期，合作

社是以社会-政治双重功能为主导；而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合作社逐渐转变为以相对单一的政治功

能为主导。 

4.3.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主导功能是经济功能和社会功能并重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几年，广大农民在基本解决温饱的基础上，发展合作社便成为了

自发选择。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上出现了信息不对称、负外部效应以及交易成本高等问题，家

庭小户经营与大市场的矛盾越来越尖锐。面对越来越不利的市场环境，为了规避风险和降低交易费用，

全国各地农民自发地组织起各种各样的合作组织。于是，农村合作化运动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农村大地

又出现了一次小高潮。到 20 世纪九十年代，出现了大量的农民专业协会，它遵循“自愿联合、民主管理”

的原则，主要为社员提供技术支持和信息服务。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深化，受当时

股份公司大发展的影响，不少合作社中开始注入了股份制的因素，这就意味着合作社的产权结构和经营

宗旨发生了某些质的变化。1994 年中央在《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意见》中肯定了股份合作社形式的地

位，强调要尊重农民意愿与探索，正确引导股份合作制健康发展，对于发展股份合作社的方法与途径等

提出来非常明确的要求。统观八九十年代的农民合作社，虽然数量上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但发生了某些

质的变化；虽然获得了宏观政策的支持，但尚无法律上的保障。总体而言，这一时期合作社的主导功能

偏重于社会功能和经济功能。 

4.4. 进入新世纪：主导功能是以经济功能为主 

进入新世纪后，面对来自世界市场的巨大压力，我国的合作经济组织开始逐步走向市场化、世界化

和专业化。2007 年颁布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关于合作社的法典，对于规范、

引导和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但随着信息化、市场化的发展，我国受到当代西方

合作社理论和股份制制度的影响，部分学者开始倡导将合作社作为一种企业型组织来经营。唐宗焜(2007)
认为，合作社首先是企业，它的社会功能是通过企业经济活动来实现的。陈明星(2009)认为，为了有效加

快我国合作社的发展，应该支持龙头企业 + 合作社，实行入股分红，利润返还的机制等。在这一时期，

主要的组织形式有三种类型：以大户或能人牵头的合作社；以龙头企业为依托的合作社，实现农户和企

业双赢；股份合作制，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共同出资和经营。在宏观政策和学者观点引导下，这一阶

段我国的合作社越来越显现其经济属性，所以主导功能很明显地突出了以经济功能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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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合作社主导功能演进的内在逻辑与外部条件 

5.1. 西方国家合作社主导功能演进的内在逻辑与外部条件 

西方国家合作社从萌芽到当今二百多年，其主导功能在不同历史阶段因受经济、社会、政治等因

素的影响而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从空想社会主义时期为了有效克服资本主义统治下的弊端而产生的以

社会——政治功能为主的合作社，到 21 世纪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而转向以经济功能为主的合作社。

以下从内在逻辑、宏观政策、文化影响等方面来阐述西方国家合作社主导功能演进的内在逻辑与外部

条件。 
从内在逻辑看，西方合作社产生于西欧，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有效克服资本主义弊端，构建“和谐”

社会。在 19 世纪初到 20 世纪上半叶，面对黑暗的资本主义社会，人民生活苦不堪言，为了改变农民和

工人的弱势地位，曾在 19 世纪的欧洲发生了三大工人运动，希望通过无产阶级的联合和壮大来抵制资本

主义的血腥剥削。于是，一些学者探索通过创建合作社来改良资本主义制度，综合解决农村和农民问题，

构建“和谐”社会。这一时期合作社的发展偏重于社会–政治功能。在 20 世纪下半叶，西方国家商品经

济发展到了较高的阶段，阶级矛盾得到了较大的缓和，合作社的经济实力普遍增强，绝大多数都步入了

比较成熟的阶段。特别进入 21 世纪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西方国家逐步将合作社视为经济组

织，也希望合作社在国际竞争中发挥作用。于是，以克服资本主义弊端、改变农民和工人的弱势地位为

主导的社会-政治功能，便逐步内化为以经济功能为主导。 
从宏观政策看，十九世纪随着工业革命的发生，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以及欧

洲的资本原始积累是以“圈地运动”等血腥的手段展开的，由此引发农村出现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为

了克服资本主义初期野蛮行径带来的许多弊端，解决农村农民问题，英国于 1844 年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家

合作社，德国于 1867 年制定了第一部《合作社法》，法国经济学家季特在 1902 年起草了《合作主义纲

领》，合作社的建立和合作法典的制定对于帮助农民解决生产、生活和资金上的困难都起到了一定的积

极作用。因此在 19 世纪初到 20 世纪上半叶，合作社的主导功能体现为社会-政治功能。在 20 世纪下半

叶到 21 世纪，随着各国原始资本积累的完成及关税壁垒被打破，世界市场逐渐形成。这一时期，各国政

府越来越重视合作社对于发展本国农业经济、增强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功能与作用。于是，各国都

不断修订和完善合作社相关法律法规，用法律手段来促进合作社的健康发展，同时给予合作社以财政、

金融等各种优惠政策，以促进本国农村经济发展[12]。因此，生存在注重经济发展宏观政策土壤上的合作

社更加注重经济效益，经济功能日益强化。 
从文化影响看，合作社起源于欧洲，是与欧洲的历史文化分不开的。在 19 世纪的欧洲小农思想比较

淡薄，有利于广大劳动者进行联合；人们对于政府并没有很大的依赖性，并不指望所有事情都依靠政府

来解决，他们更乐于自我管理和自我发展，这种普遍的社会文化有利于合作社独立自主以及发展内部机

制。此外，在西方盛行的天主教和基督教文化中，比较强调集体主义和契约精神，提倡人人平等、抑制

个人私欲和维护大众利益。这种宗教文化土壤比较适宜构建以解决民众生活困难为主要目的的契约化的

合作社，因而此时的合作社是以社会–政治功能为主导的。进入二十世纪后，自由主义思潮开始在西方

国家盛行，它强调自由个性和市场自由竞争。二战后的一段时间，西方许多国家经济处于停滞状态，于

是新自由主义开始形成。由于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漫延和泛化，西方学界微观经济组织(企业)理论与方

法比较发达，于是原本带有一定公益性的平民自助组织的合作社逐渐被视为了一般的微观经济组织，而

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用微观经济组织(企业)理论与方法研究合作社。在内外因的共同作用下，西方合作社

发展到后期便逐渐以经济功能为主。 
西方国家合作社主导功能演进的内在逻辑与外部条件如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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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The internal logic and external conditions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dominant functions of 
cooperatives in western countries 
图 2. 西方国家合作社主导功能演进的内在逻辑与外部条件 

 

5.2. 我国合作社主导功能演进的内在逻辑与外部条件 

我国合作社的兴起受到西方合作社的影响，理论基础扎根于马列的合作社思想。自建社初就是为了

综合解决农村与农民问题，是一种弱者的联合，劳动的联合[13]。合作社主导功能的变化与我国当时的政

治、经济和文化存在着必然的联系。随着社会内外环境条件的发展变化，我国合作社的主导功能也相应

发生了一些变化：社会–政治功能 → 政治功能 → 经济功能，由最初“劳动的联合”逐步发展为向“资

本的联合”转变的倾向，越来越注重经济效益。 
从内在逻辑看，我国的合作社于 20 世纪初出现，其目的大多是为了挽救广大劳动者于水深火热之中。

到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时，面对当时更加混乱的国家政治秩序与社会秩序，合作社的出现便被赋予了社会

–政治功能，希望借助于合作社的发展来整合破败的农村，稳定社会秩序，改善农民生活水平。1949 年

建立的新中国面临着严峻的国内外形势。对外受到政治孤立，国内经济萧条、高度通货膨胀、治安堪忧。

在这样的一种政治环境下，我国必须快速稳定新生政权，恢复国民经济，因此，在 20 世纪五十年代初，

我国合作社的功能无疑要以政治功能和社会功能为主。在 20 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合作社的发展

服从于为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奠定公有制经济基础服务，其主导功能突出了政治功能。到了 20 世纪八九十

年代，为了提高家庭承包后的组织程度，提高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和农民的生活水平，因此这一时期合作

社的主导功能体现为社会功能和经济功能。进入 21 世纪后，我国全面进入了市场经济发展阶段，而农业

和农村是全面小康社会的重点和难点，农村各种组织都要服从于这一阶段的历史性任务。从历年的农村

政策文件看，国家赋予了合作社越来越多的经济功能。于是，合作社的发展受经济理性的主导，其经济

主导功能越来越突出。 
从宏观政策看，在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我国的农村经济出现严重的衰败现象，农民生活困苦，乡村

发展缓慢。为了有效稳定农村秩序，实现政治统治，共产党和国民政府都采取了相应的措施，毛泽东发

布了《合作社讲授大纲》，国民政府颁布了《中华民国合作社法》，都希望通过合作社的发展可以有效

解决农村和农民的问题。由此，这一时期合作社的功能主要体现为社会–政治功能。在 20 世纪五十年代

初期，刚成立的新中国内困外忧，经济萧条，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刻不容缓，这期间合作社的主导功能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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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政治功能。到 20 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国家大力推动合作社的发展，是为构建社会主义公

有制基础创造前提条件。因此这一阶段的合作社基本上是以政治功能占主导。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农村

经济有了较大发展，综合国力得到了大幅提升，农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为了克服家庭经营小而散

的弊端，增强市场竞争力和谈判能力，全国各地农民自发组织起来成立了各种形式的合作社。因此这一

时期合作社同时肩负着加快农村发展的社会功能和经济功能。2007 年出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推动

了合作社数量的快速增长，此后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有关于鼓励和保障合作社健康发展的专门论

述。但是，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大思路下，农村被过多地“市场化”了，“弱者的

联合，劳动的联合”的合作社也被过多地“市场化”了。党和政府的多数重要文件(包括“一号文件”)
都将合作社定义为“经济组织”，并要求其在农村经济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因此这一阶段的合作社主

导功能高度突出了经济功能。  
从文化影响看，儒家的“中庸思想”和“大同”社会构想孕育着我国最原始的合作思想。20 世纪初

合作思想由西方国家传入我国。在 20 世纪初到三四十年代这一阶段内，主要由政治家和少数学者推动合

作社的实验，希望借助它以稳定社会秩序，改善人民生活。然而，从外部条件看，政治家和学者都是将

合作理论和文化看作一种新生事物，政治家希望借助合作社以稳定农村社会，实现政治统治的目的；而

学者们却希望借助合作社以解决农民生活困苦、农业落后、农村凋敝的现实问题。20 世纪五六十年代，

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对于合作社文化都有深刻的认识，他们力推合作社在中国农村的全面发展，并得到

全民的响应。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到 2006 年之前，这一阶段我国缺少权威的合作理论指导，农民纷纷自

发组织合作社。2007 年国家出台了《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但此法将合作社定性为“经济组织”。同时，

在中西方文化的激烈碰撞中，这一阶段我国学者和农业主管部门盲目借鉴西方学界观点将合作社视为“经

济组织”，较多学者模仿西方采用微观经济及管理的研究方法和评价方法研究合作社。在极具竞争的学

术与文化氛围下，我国合作社的发展不可避免会受到“经济至上”理念的影响，合作社的经济功能被人

为放大和突显。 
我国合作社主导功能演进的内在逻辑与外部条件如图 3 所示。 

 

 
Figure 3. The internal logic and external conditions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dominant functions of cooperatives in China 
图 3. 我国合作社主导功能演进的内在逻辑与外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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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小结 

本文以不同时期合作社的主导功能为切入点，对国内外各个阶段合作社的主导功能做了细致研究。

笔者在对文章进行深入剖析的过程中，依据当时国内外的社会状况、社会发展需要和经济发展水平，分

别从内在逻辑和外部条件(即宏观政策和文化影响)等方面入手，对国内外合作社主导功能的形成及演变进

行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在对其进行充分论证的基础上揭示了国内外合作社主导功能的运行轨迹。最后

可大致得出，合作社的主导功能的大体走向是由社会–政治功能向经济功能发展的一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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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合作理论：功能内涵、演进逻辑及创新发展》 [16BJL001]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 熊海斌, 谢元态, 田丽娜. 合作金融本质坚守与功能创新研究——运用马克思主义合作理论评析农村信用合作

社改革[J]. 农村经济, 2018(1): 65-69. 

[2] 池敏青, 杨军, 王海平. 台湾合作社发展过程中政府的作用及启示[J]. 农业经济, 2016(5): 48-50. 

[3] 徐觉哉. 欧洲空想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观[J].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2005(8): 83-88. 

[4] 国鲁来. 合作社的产生及马克思恩格斯的合作社思想[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08(3): 43-46. 

[5] 马克思.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378-379. 

[6] 彭大成. 列宁的社会主义观[M]. 长沙: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25-26. 

[7] 何国平. 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制度变迁、影响因素研究[M]. 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7: 16, 20. 

[8] 杜吟棠. 合作社：农业中的现代企业制度[M].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2: 153. 

[9] 管珊. 日本农协的发展及其对中国的经验启示[J]. 当代经济管理, 2014, 36(6): 27-31. 

[10] 郗玉松. 合作社的起源与合作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J]. 中国集体经济, 2011(22): 64-65. 

[11] 苏晓云. 新中国成立前后刘少奇农村供销合作社思想探析[J].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 45(6): 
7-11. 

[12] 史金善. 当今美日欧农民合作社评述与借鉴[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 5(6): 1-6. 

[13] 吴宇晖, 佟训舟. 西方国家工人合作制经济的理论与实践[J]. 劳动经济评论, 2011, 4(1): 152-167. 
 
 
 

 
 
 
 

 

知网检索的两种方式： 

1. 打开知网页面 http://kns.cnki.net/kns/brief/result.aspx?dbPrefix=WWJD 
下拉列表框选择：[ISSN]，输入期刊 ISSN：2169-2556，即可查询 

2. 打开知网首页 http://cnki.net/ 
左侧“国际文献总库”进入，输入文章标题，即可查询 

投稿请点击：http://www.hanspub.org/Submission.aspx 
期刊邮箱：ass@hanspub.org 

https://doi.org/10.12677/ass.2019.83057
http://kns.cnki.net/kns/brief/result.aspx?dbPrefix=WWJD
http://cnki.net/
http://www.hanspub.org/Submission.aspx
mailto:ass@hanspub.org

	Cooperatives’ Dominant Function Evolution Trajectory and Internal Logic and External Conditions
	Abstract
	Keywords
	合作社主导功能演进轨迹及内在逻辑与外部条件
	摘  要
	关键词
	1. 引言
	2. 合作社主导功能演进的学理逻辑
	3. 西方国家合作社主导功能演进的轨迹
	3.1. 空想社会主义时期欧洲国家合作社的主导功能
	3.2. 19世纪下半叶西方国家合作社的主导功能
	3.3. 20世纪上半叶西方国家合作社的主导功能
	3.4. 20世纪下半叶西方国家合作社的主导功能
	3.5. 进入新世纪后西方国家合作社主导功能
	3.6. 日本合作社的主导功能集社会、经济和政治功能为一体

	4. 我国合作社主导功能演进的轨迹
	4.1.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主导功能是以社会功能和政治功能为主
	4.2.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主导功能是社会-政治功能并重转向以政治功能为主
	4.3.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主导功能是经济功能和社会功能并重
	4.4. 进入新世纪：主导功能是以经济功能为主

	5. 合作社主导功能演进的内在逻辑与外部条件
	5.1. 西方国家合作社主导功能演进的内在逻辑与外部条件
	5.2. 我国合作社主导功能演进的内在逻辑与外部条件

	6. 小结
	基金项目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