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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entering the new century, the “Trinity” integrated model, as a form of rural microeconomic 
organization adapted to our country, has begun to emerge and take root in China’s vast rural land. 
It is a new type of rural cooperative organization that is in line with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 
roots in our country, and conforms to the trend of the times. It plays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pro-
moting rural development, increasing agricultural efficiency, and increasing farmers’ income. It is 
a great help to build a well-off society in an all-round way and overcome the difficulties in poverty 
alleviation. This article mainly studies the practical development of “Trinity” cooperatives in Chi-
na’s rural area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essential attributes and functional connotations of 
Marxist cooperation theory: first, analyze the origin of the concept of “Trinity” cooperatives in the 
new era; second, expound the essential attributes and functional connotations of “Trinity” coop-
eratives; finally, discuss “Trinity” cooperatives as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future farmers’ 
coopera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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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进入新世纪后，“三位一体”综合模式作为一种适应于我国本土的农村微观经济组织形式，开始快速出

现并扎根于我国广阔的农村大地。它是符合我国国情、植根我国土壤、顺应时代潮流的新型农村合作组

织形式。为促进农村发展、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攻克脱

贫攻坚难关的一大助力。本文主要是在基于马克思主义合作理论的本质属性与功能内涵的视域下，研究

“三位一体”合作社在我国农村的实践发展。首先，分析新时代“三位一体”合作社的构想缘起；其次，

阐述“三位一体”合作社的本质属性与功能内涵；最后，论述“三位一体”合作社是未来农民合作社的

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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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时代“三位一体”合作社的构想缘起 

一直以来，“三农”问题都是我党和政府工作中的重点和难点，长期制约着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

是国家整体发展中的短板。基于此，我国长期致力于探索和寻找可以有效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可行

途径。习近平同志在浙江任内，倡导农民专业合作、供销合作、信用合作“三位一体”，即合作社的功

能–组织–体系同时一体化，并在瑞安市率先试验。目前“三位一体”模式已在广阔农村正式推广。 

1.1. 马克思主义合作理论的继承与发展 

我国的合作制度自出现以来，就着重强调合作社的社会和政治功能，遵循合作社的基本原则，重视

合作社的本质属性与基本功能的发挥。马克思指出，通过工人合作社“把他们的私人财产和私人占有变

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是“拯救农民的唯一正确途径”，可以实现对小生产的改造，因而，是通向“共

产主义”的“过渡点”。在马恩那里，他们旨在“通过合作化的道路，发展社会化大生产，建立社会主

义的生产关系”[1]。期望通过发展合作社帮助贫民摆脱困苦，创造和谐幸福的生活。综上，马克思主义

农业合作理论的精髓就在于强调通过团结自愿联合起来的农民，在坚持自愿互利的原则下，依托合作社

组织综合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构建和谐社会，走向共同致富道路。 
“三位一体”综合合作社是依据我国当前的党情和国情而构建的，其自创建起就致力于综合解决农

业农村农民问题，解决农民在农业生产生活可能遇到的各种难题，全方位促进农村发展。作为新世纪农

民合作社的创新产物，它突破了以往我国农民合作社在形式与功能上的单一性，形成了以生产合作、供

销合作、信用合作为一体的新型农民合作社，同时具备有合作社的社会、政治、经济功能，融合了金融、

技术、流通等要素[2]。此外，且其始终坚持为农民服务的宗旨，在坚持合作社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加快

了农业发展，促进了农民创收，注重农民合作社的益贫性与公益性。因而，“三位一体”综合合作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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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理论的继承，更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理论中国化的伟大发展与创新。 

1.2. 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三农”情怀 

“三位一体”综合合作社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三农”思想的重要体现，而“三位一体”的合作组

织形式则恰是对其“三农”思想的现实表现形式。在发展农村，解决农业农民问题方面，习近平总书记

总是有着特别浓厚的“三农”情怀，而这种情怀的形成与其长期的农村生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不论

是其七年的陕西省延安市延川县梁家河的上山下乡生活，还是三年的河北省正定县农村改革创新实践活

动，以及后来在福建浙江任职期间的种种走访农村经历，都是其浓厚“三农”情怀的感情积淀。 
习总书记在扎根基层的多年时间里，长期与农民一起共同生活、共同劳作，而也正因其这些经历，

使他能够更加地了解农民的所思所想所求，也更明白农民的疾苦与困难。也因此，他更能深刻地认识到

有效解决“三农”难题，促进农业农村农民发展是一项非常重大而又艰巨的任务。而只有真正有效地解

决了这一难题，农民才能获得更大发展，农村才能更加繁荣富强。因而，他一直都在为此做着不懈努力。

如带领梁家河全体村民修建沼气池产气点火，在正定县推广“大包干”等，都是其关于解决“三农”问

题的重要体现。进入新世纪后，他更是在积极响应党中央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号召下和立足于当

时我国农村的发展现状而提出了“三位一体”综合合作社的宏伟构想[3]，并期望以此新型合作体系指导

农村的实践发展。 

2. “三位一体”合作社的本质属性 

“三位一体”综合合作社作为本世纪以来我国农民合作社的成功典型范式，具有非凡的意义。对促

进我国农业农村发展，推进农业现代化步伐起着非常重要作用。而要想保证“三位一体”合作社能长期

健康发展，长久焕发生命活力，则需要其长期坚守合作社的本质属性，有效发挥合作社的基本功能。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突出强调合作社的本质属性或本质特征就是“合作”，是弱势群体通过自愿联

合进行合作生产与经营的平民合作组织，意在通过“合作”的形式实现社内成员的共有共享、互利共赢、

共同富裕。而在早期合作制初现时，马克思就认为工人和农民阶级创建的合作社是克服资本统治弊端构

建“和谐社会”的“法郎吉”。而现代合作社的大量发展，是为了更好避免农民在市场中的弱势地位，

以联合的方式改变这一现状。历经发展，合作制的本质特征更是完美地融入到了合作体制的发展创新中。

而在这经典合作理论指导下，几乎所有农业发达国家，在合作社初办时就以综合解决农业和农民问题为

宗旨，并伴有合作社法典保驾护航。而西方这一两百年合作社的健康发展，正是其长期坚守合作社本质

属性和社会-政治主导功能的原因体现[4]。 
而“三位一体”综合合作社正是基于弱势群体间的自愿互助合作精神而创建。其本质是期望通过联

合起来的力量抗衡现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垄断”，避免其在市场竞争中的劣势地位，提高市场话语权，

进而提升社会政治经济地位。现实表明，“三位一体”综合合作社自被提出和实践以来，一直都坚持遵

循合作社的基本原则，坚守合作社的最本质特征，维护最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在我国现代农业发展的

现实需要和政府主导推动下，“三位一体”综合模式以联合的方式打破了各合作组织间“单兵作战”的

壁垒，构建合作平台，并对其进行合理的重构和组合，优化各部门的优势资源。有效实现了金融扶助、

产品供给、市场供销的一条线连接，完美实现了小农户和大市场的对接，增强了农民主体在市场中的竞

争能力，实现农产品的共产共销，共赢共利。且其在广泛推广的过程中，始终坚持“初心”原则，以解

决农业生产、农村建设、农民贫穷问题为核心，以更好地为“农”服务为宗旨，充分体现了合作社的本

质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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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三位一体”合作社的功能内涵 

“三位一体”合作社有别于其他类型合作社的主要优势就在于其实现了基本功能的一体化。相较于

五六十年代，国家为了稳固政权，恢复破败的农村经济，合作社功能着重体现为社会–政治功能；八九

十年代至今，由于经济全球化和宏观经济的发展，合作社功能更多的表现为经济功能而言。“三位一体”

合作社基于当下的国家需要、社会需要、农民需要，实现了社会效益、政治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兼收合并，

完成了合作社社会功能、政治功能和经济功能的圆满接合。 

3.1. “三位一体”合作社的社会功能 

首先，“三位一体”体现了合作社的社会功能。它是弱势群体的自愿联合，以解决农民群体性问题

为出发点，具有一定的益贫性和公益性。其重视对农村、农业、农民的整体性发展，重视农村社会的改

变，尝试以“三位一体”模式来加快和谐美丽新农村的建设。并通过此平台向农民传授现代化的经营理

念和相关农业技能，提供资金、技术、设备等社会化服务，帮助农民获得更好发展。与此同时，“三位

一体”在实践发展中产生了许多有利于农村和社会发展的正外部效应，如民主管理、农民教育、医疗保

障、基础设施建设等，都体现了合作社的社会效益。 

3.2. “三位一体”合作社的政治功能 

其次，“三位一体”体现了合作社的政治功能。现阶段，如何有效的解决“三农”问题是我党和政

府工作的首要任务，更是关乎国家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础。基于政治理性层面，“三位一体”合作社是新

时代，国家为综合解决农村问题而提出的宏伟构想。是破解“三农”问题的有利抓手，是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的有力途径。此外，“三位一体”合作社重在惠民，而农民又是国家惠农政策实施的主体。因而通

过“三位一体”能有效凝聚民心，获得农民的支持和拥护，进而推进国家政策实施，稳定农村社会。“三

位一体”合作社对于农村发展、社会稳固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充分体现了合作社的政治效益。 

3.3. “三位一体”合作社的经济功能 

最后，“三位一体”体现了合作社的经济功能。通过三类合作社的紧密联合，不仅提高了农民弱势

团体在市场中的竞争力，而且创建了属于自己的“农产品”品牌，使农产品质量和价格都有所保障。同

时，“三位一体”模式中供销平台的加入使农产品流通加快，从而缩减了时间成本和价格成本，农民因

而获得更多收益，相应的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是合作社的经济效益体现。此外，通过“三位一体”

合作社使松散的农民合成一体，形成一定的组织规模，具有了一定的组织和纪律，从而能有效开拓市场，

增加市场份额，充分体现了合作社的经济效益。 
因而，“三位一体”合作社社会功能、政治功能、经济功能三重功能相辅相成，相互融合发展，从

而实现了合作社的功能综合。 

4. “三位一体”合作社是未来农民合作社的发展方向 

“三位一体”综合合作社是植根于中国本土的自主合作创新，适应我国当下农村经济组织的发展要

求[5]。它的发展能够有效推进我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农业农村改革新发展，提升农村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符合当前农村社会的多元化发展。因而，是未来农民合作社的一种重要发展方向。 

4.1. “三位一体”合作社引领着未来农村的发展方向 

合作制度自诞生到现在，已逐渐成为各国农村发展的一种主要合作组织形式。“三位一体”合作社

作为新时代农村发展的一种新型合作经济组织，是具有典型代表性的现代农村发展方向的新生事物，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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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代性和前瞻性。在关于现代农业农村的发展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早在其博士毕业论文中就明确提

出：要走组织化的农村市场化发展路子”[6]，2006 年在浙江农村视察时更是提出应发展“有计划、有组

织、多层次、多方位的农业社会化服务”[7]，而“三位一体”综合模式恰是这种构想的现实表现。它对

破解我国的“大国小农”与现代化农业不相适应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同时，随着现代科技的飞速发展，农业领域在社会发展的大环境下也正在不断冲破旧有的体制和生

产方式，以期紧跟现代社会发展的步伐。而“三位一体”模式作为当下农村发展的新型合作组织，展现

出了惊人的优越性，它具有专业的农技培训和农业生产，完备的线上线下营销运营模式，适度规模的组

织结构，充足的后备资金等等[8]，而这正是农业现代化大生产的体现，是符合现代化大生产的合作组织

模式。它力求在适应我国实际情况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发挥它的作用，实现为农服务的本质要求。因

而，“三位一体”合作社是引领未来农民合作社的发展方向。 

4.2. “三位一体”合作社展示了未来农村的发展前景 

“三位一体”合作社成立之初，在保留合作社本质特征的前提下，主张创新发展适应现代化农业大

发展的新型农村合作组织。其合作模式有别于以往合作社的“独来独往”或“单打独斗”形式，而重在

突出“合作”二字，力求高度融合生产、供销、信用合作社，使三类合作社拧成一股绳，成为一个完整

的组织机构，而不是相互间的独立运行或各为其政，从而实现合作社各要素间的完美结合，形成完整的

产业链条。此外，“三位一体”合作组织是由政府牵头，农民采取自愿加入，各合作组织共同参与的多

元主体组织，具有多中心协作治理的特征。它们共同参与合作社的治理与决策，共享合作社的收益与成

果，共同推进农村公共服务，共同为实现农民利益最大化而努力。这种共享共治的模式，同样也体现了

社会公平，互利共赢，民主管理与决策的体现，是当下农村社会治理的有效模式。 
同时，“三位一体”突出了合作社社会、政治和经济三重功能的相对均衡发展。它促进了农村社会

的发展，稳定了农村社会的秩序，最大限度地使社内的每一个成员获得最大收益，赚取更多利润。它在

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效率优先还是效益优先”难题，实现了效益与效率的相对平衡，是实现共同富裕的

有效组织形式，同时体现了社会、政治和经济效益，展现了未来农村发展的美好前景。因而，“三位一

体”合作社展示了未来农村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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