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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 实现 “统分 合” 的理性回 ， 既需要认识农村基本经营
制度中 “统” 的层面存在的必要性， 也需要从理论 阐明实行 “统分 合” 的农村基本经营制
度中 “统” 的实质， 并基于 理论联系实际思考 “谁能统”、 “如何统” 等实践中亟需回答和解
决的问题。 “统” 必须符合 “两个坚持” 的要求， 即坚持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和坚持农户的家
庭承包制， 合作社则是符合新型 “统” 的要求的经济组织形式。 但合作社应 如何建？ 实践中
的塘约模式、 南猛模式 小岗模式给出了 同的思路： 塘约村的探索是 “村社合一”， 南猛村的
探索则是集体入股合作社， 而小岗村 在进行村民小组创 合作社的试点。 本文从制度 构、 主
体关系和利益机制 个方面， 基于 者的探索进行思考和比较。
关键词： 农村基本经营制度　 统分 合　 合作社　 社会化组织 能

一、 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 以来， 国农 本经营制度一直强调 “统 合”， 理论界对 “统 合” 的双层
经营体制也在 断的探索 中。 小规模生产经营 牲了农业资源配置效率 市场交易效率，① 如
何完善农 本经营制度， 实 “统” 的 能， 来格外 到关注。 学者认 ， 农 本经营

制度包括农地产权制度、 农业经营 体和农业经营方式 大要素， 对 农业经营方式而言， 对 一

的农业发展程度采 多 的形式，② 提出 “统 合” 模式 探索多 性。 外， 农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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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制度中， 集体经济组 衰落， 组 联合 能缺失， 也需要在壮大集体经营的 础 ， 探索多种形
式的统一经营。① ， 阶段的集体经济组 统一经营的模式探索 强， 农 集体经济组 创

新 国农 改革的关键问题 一。 针对如何建立集体经济组 ， 实 “统” 的 能， 的学者

提出 将集体经济组 按照合作经济组 框架 行改革，② 并 ， 农 本经营制度需要 据外部

境 社员条 的 ， 完善合作社组 制度， 实 农 社区集体经济组 能 组和创新。③ 而针
对落实 “统” 的 体实 路 ， 学者 “ 一体” 的视角出发， 阐述组 的农 市场 发展

路子才能落实 “统 合”。④ 毋 置疑， 更 深 地认知 “统 合” 双层经营体制， 实 “统
合” 的理性回 ⑤， 既需要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一马克思 的视角， 对农 本经营制度中

“统” 的层面存在的必要性 行充 的论述， 也需要 理论 阐明实行 “统 合” 的农 本经营

制度， 中 “统” 的实质， 并 理论联系实际思考 “谁能统”、 “如何统” 等实践中亟需回答和
解决的问题。 时， 对 农 集体经济组 采 何种形式 效实 “统” 的 能， 各地 实际出发

也在 行新探索。 本文拟 理论 阐明实行 “统 合” 的农 本经营制度中 “统” 的实质入手，
合实践中农 集体经济组 的一些新探索， 对 集体如何发挥 “统” 的 能 行思考和比较。

二、 怎样认识我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中的 “统”

实行 “统 合” 的经营体制， “统” 是建立在 “ ” 实行家庭 包制 础 的， 换言 ，
是以坚持家庭 包制 前提的 “统”， 而绝非要否定和排斥家庭 包制。 也就明确划清了 “统
合” 的 “统” 人民公社体制 的 “大一统” 间的界限， 而也就 坚持和完善 国农 本

经营制度指明了方向。 然而， 理论 需阐明一个十 要的问题， 就是 “统 合” 经营体制
中 “统” 的实质是什 ？ 对 一问题的回答， 将影响到 “谁能统”、 “如何统” 等一系列问题的
认知。

实行 “统 合” 的农 本经营体制， 既然是在 “ ” 的前提 的 “统”， 就是要在尊 农

户 包经营权的 础 ， 探索各种尊 农民意愿、 能将农户组 起来 行生产经营的 行方式， 以实
度规模经营和要素的 配置， 而提高农业生产绩效， 本改 农户各自在 地块 行生

产经营的状况。 概言 ， 是要以得到农民认 的合 的形式将独自 行生产经营的 散农户组 起

来。 看来， 农民认 的农 生产经营的社会 组 能 就是 “统 合” 经营体制中的
“统” 的实质。

农 生产经营的社会 组 能显然 别 农业经营组 内部的组 能。 农业经营组 内部也

组 问题， 表 各个农业经营组 内部的生产调度、 劳 用 排等， 尤 是 行 度规模 生

产经营的新型农 经营组 ， 生产经营 目增 、 劳 用 也相 增多， 内部的科学组 管理

问题 到 视。 然而， 能将农业经营组 内部组 管理等 农 生产经营的社会 组

能。 们 在 《粮食生产组 程度的提高： 市场内生 府引 》 一文中⑥， 指出 能将规模 等

组 ， 论的组 是指的社会 组 能。 显而易 的是， 着 度规模 而农业经

营组 内部组 问题 到 视， 便各个农业经营组 内部组 问题都解决好了， 那也 能等 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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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经营的社会 组 能已经形 。 因 ， 就算每个农业经营组 都解决好了自 内部的组 管

理问题， 如果未能形 农 社会 组 能， 那 他们 然只是汪洋大海中的一个个孤岛而已。 农
生产经营的社会 组 能的形 ， 是在各个农业经营 体和组 间产生了利益纽带， 确立起

层面的合作机制， 各种农业生产要素因 而实 了 组和 配置， 农业全要素生产率 断提

高， 引 农 经济 入持续稳定发展的新阶段并最 实 农业农 的 代 。
既然 “统” 的实质是农 生产经营的社会 组 能， 而农 生产经营的社会 组 能又如

要， 那 谁能发挥 “统” 的 能？ 通过何种形式或方式发挥 “统” 的 能？ 就是要回答 “谁
能统”、 “如何统” 问题。 们认 ， “纸 得来 觉浅， 绝知 要 行”， 个问题必 经 实

践来回答。 ， 们 来先 深入贵州、 徽、 江苏、 山西等地农 行调研， 力 们调查

的案例中 求答案。 合实践中各地的新探索， 们思考的初 论是： 只要是在农 生产经营中真

发挥了社会 组 能， 无论是集体经济组 ， 是非集体的新型农业经营组 ， 都起着

“统” 的作用， 因 都是 “统” 的 体。 些 体采 何种形式或方式发挥 “统” 的 能， 将
一定 围的农户组 起来， 何种 点？ 则需要 体案例 行 析。 本文关注的是 集体如何

发挥 “统” 的作用， 以 将对集体组 合作社的 个案例 行比较 析。

三、 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 塘约村的探索

贵州省 市 坝区 镇的塘 ， 在 ２０１４ 以前 是一个省 类 困 ， 农民人均 支

配收入 足 ４０００元， 集体经济资金 到 ４ 万元， 共 困人口 １３８ 户 ６４５ 人。 改 “ 、 民
弱、 地撂荒” 等 状， 塘 以 “党建引 、 改革 、 合股联营、 民自治” 线， 探索出
“ 社一体、 合股联营” 的发展模式， 形 集体 民 “联产联业” “联股联心” 的发展格局， 构
建经营服 、 创业就业 、 “七统一” 发展机制， 提高生产效率， 极大程度地释 了改革红

利。 ２０１６ ， 全 农民人均 支配收入达到 １００３０ 元， 集体资产达 ２０２� ４５ 万元， 实 了 省

困 到小 的蝶 。
塘 改革的 心措施， 一是 行产权制度改革， 实行土地 包经营权、 林权、 集体土地

权、 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 屋 权、 小型水利 程产权和农民集体 产权的 “七权” 确， 建
立相 机构确保 “确权、 赋权、 易权” 序 行。 通过精准测量， 摸清家 ， 建立大数据产权档案，
确权颁证， 明确权利 属， 构建稳定的土地 包经营权， 确保 “ 权 置” 得以落实， 也盘活了沉
睡资产。 是 行农 经营制度改革， 实 “统 合” 双 经营。 塘 立 集体 的 “金
土地合作社”， 实行 “ 社合一”， 引 农民以土地入股 入合作社， 实 股份合作， 带股入社， 合
股联营。 入社土地 集体统一经营， 向本集体经济组 外流转， 并建立全体 员大会制度、
管理制度、 利润 红制度等。 对 经营 得收益按照合作社 ３０％、 集体 ３０％、 民 ４０％ 行 。
塘 以 委 心， 部带头， 以 业合作社 载体， 以 “ 集体＋合作社＋公 ＋农户” 打

色产业园区， 调 构， 做精品农业， 促 一 产业融合发展。 在合作社 组建建筑队、 输

队、 市场营销中心、 妇女创业中心、 劳 输出中心， 将全 的劳 力组 起来 行 配置。 社员在
合作社 收入 少 ２４００元， 农民收入得到极大的改 。 是实 了乡 治理制度的 ， 实
行 “党总支管全 ， 民管党员”。 通过组 建设、 监督机制、 管理 法等形 党员和 民的 相监

督体系①。
塘 的 探索离 开 府在 策、 资金 的大力支持， 时带头人 文学也是一个既

公心 时又 较强能力的能人。 是塘 迄今改革 得 的关键性条 。 然而， 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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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合一” 的做法 又 。 塘 “ 社合一” 的实质是以 集体 立合作社， 是

委 集体 的金土地合作社是 一套人马， 存在组 能 叠等问题。 按照法律规定， 委

会和 集体经济组 是 个独立的组 ， 一个是 民自治组 ， 一个是农 集体经济组 ， 者

能， 存在 关系。 一直以来对 集体经济组 “统” 的 能 够 视， 许多地
方 集体 渐 空壳， 是 委会代 集体的 状普遍。 但 委会是法律 的群 自治组 ，
要 担协 乡镇 府 行社区治理的职能， 完 府 排的各 作等， 种意 来说是一个

准公共权力机构， 要体 的是民 自治。 而 集体经济组 的 本性质是经济组 ， 在农 本经

营制度中体 经济 “统” 的 能， 经营活 需要经 市场经济的检验， 目的是 了实 集体经

济利益最大 。 概言 ， 前者 要担负乡理治理的职 ， 而 者负 组 发展集体经济。 者

担着 的职能， 合 一容易产生矛盾。 以， 集体和 委会在形式 的融合， 并 符合经济组

发展的规律和要求。 塘 立的金土地合作社是充 发挥集体经济 “统” 能的经济组 ， 在
“ 社合一” 的发展模式 ， 合作社 实 代表 集体， 但按照合作社经营收益 ３０％ 集体、 ３０％
合作社， ４０％ 民 红的 配比例， 似 集体和合作社又是 个 的的利益 体， 经营

是统到 集体 是合作社？ 如果实际 是合作社在经营， 那 在 叠一个没 体经济职能

又参 红的 集体 无必要？ 值得思考。 看到， “ 社合一” 是一 双刃剑， 它一方面扩大了
委会的经济职能， 减少了人员需求、 降 了制度 本； 另一方面也使得权力过度集中， 经 ，
以 的长 发展埋 患。 一 缺 良好的管理机制、 行机制和 效的监督机制， 难免产生

“内部人 制” 风险， 影响 集体经济组 的行 择， 甚 能滋生 法犯罪、 腐败行 ， 损

害合作社 员权益， 产生社员对合作社的离心倾向， 而妨 集体经济组 发挥 “统” 的 能。
一点绝非危言耸 ， 实 已 前车 鉴。 长 角、 珠 角等地城乡接合部的 集体资产， 着城镇

的 而市值增大。 在缺少监督的情况 ， 一些 部在参 集体资产经营管理过程中出 了侵吞

集体资产、 “小官大 ” 象， 既侵吞了农民利益， 也影响了农 的稳定和发展。① 鉴 ， 关
《深 农 改革综合性实施方案》 中指出要 “研 明确 党组 、 民委员会、 监督机构、 农
集体经济组 的职能定 及相 关系。 在 行农 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组建农 股份合作经济组 的

地区， 探索剥离 ‘ 委’ 对集体资产经营管理的职能， 开展实行 ‘ 经 开’ 试验， 完善农
层党组 的 民自治组 和集体经济组 行机制。” ， 中央已经明确 经 离是农 综合

改革深 的方向。

四、 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 南猛村的探索

南猛 隶属贵州省黔东南州 山县郎德镇， 地处山区， 自然 境恶劣， 水土流失 ， 农业生产
力落 ， 人均耕地仅 ０� ５９亩， 民全部 世居苗族。 ２０１２ 南猛 入选国家 建部首批 “中国传
统 落”， ２０１５ 国 扶 、 国家旅游局确定的首批旅游扶 试点 。 目前全 州 非物

质文 遗产传 人 １ 、 建 芦笙博物馆、 芦笙场等公共文 设施， 被誉 “芦笙舞艺术 乡”。
然南猛历史悠久、 蕴深厚， 但多 来民族文 并未带 南猛 民脱 富。 ２０１４ ， 按照国家精
准扶 作要求， 南猛列入建档立 困 ， 全 困发生率超过 ３０％， 无集体经济收入， 全 人

均纯收入 足 ４８００元。 目前尚 建档立 困户 ２３ 户、 困人口 ７９ 人， 困发生率 １０� ５％， 脱
攻坚形势 然 峻。

南猛 积极探索 合作社流转农户土地发展 色产业， 立 集体 、 党员带头示 、 全体
困户参 、 一 产业融合发展的共济乡 旅游合作社， 农户以土地、 山林、 屋等资源入股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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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合作社 “统一管理， 统一营销”。 以 “市场 、 等自愿、 自负盈 、 按股 红” 原则，
转 困户帮扶资金 困户持股， 鼓励农民将资金和土地 包经营权入股， 按股 红。 通过系统性的
改革， 在 到 的时间内， 合作社稳定 收入达到 ３０万元， 困户户均增收超过 ３０００元， 南猛
困发生率 ３２％ 降到 １０％， 集体经济实 到 １００万的突破。
南猛 改革的 心措施， 一是改 原 的生产资料 属、 生产方式和 配方式， 将生产资

料、 资金 到户， 而是集中使用、 统一经营、 按劳 配。 通过整合产业扶 资金， 以 “ 集体＋ 困

户” 立共济乡 旅游合作社， 既创新了扶 资金使用， 资金融合， 又建立了 集体 的合

作经济组 。 南猛 的共济乡 旅游合作社注 资金 １００万元， 中 集体以芦笙博物馆作 和部

集体经济发展资金共 ４０ 万入股， 全体 困户以 ６０ 万产业扶 资金作 股金 入合作社， 形
“４４＋１” （４４ 户建档立 困户和 １ 个 集体） 的股权 构， 按股 红。 时鼓励非 困户以资金、
土地继续入股， 使大部 民都能参 和发挥作用。 在共济合作社农户入社率达 ９０� ２％， 困户

入社率高达 １００％。 是通过共济乡 旅游合作社的经营， 发挥 “统” 的 能， 实 强弱深度融合。
通过 集体 ， 党员带头示 ， 困户参 ， 充 利用 质农产品、 旅游文 资源 多家公 建

立合作关系。 合作社内设芦笙表演组、 民族手 艺组、 农业经营组和电子商 组， 建档立 困户

据个人 长和爱好， 别 入 ４个小组。 合作社 立以来各 业 快 发展， 芦笙表演组 续

了苗族芦笙大赛， 多次组 小学生芦笙队参 各类表演； 农业经营组积极调整产业 构， 将 散的

山坡玉米地、 半荒地集中 种植茶 、 杨梅、 中草药 等， 通过土地流转新增茶 种植 ２５０ 亩； 民
族手 艺组获得 ２０００ 手 绣 单， 单金额 ６万元， 将 ３０ 南猛绣娘增收 ３万元， 并 国家

非物质文 遗产传 人莫厌学老先生签 了芦笙制作 合作协 ； 电子商 组入驻 山县电子商

产业园区 公， 南猛 微信公 “新插队”、 微店 “ 杨梅 行” ２０１６ ６ 式 线。
是大力 础设施建设， 除道路、 卫生室等改 外， 共济乡 旅游合作社 点投资建 山县第

一个乡镇 储物流中心， 时引 包装 术， 大力发展本地水果蔬菜产业。 解决 “最初一公
” 的农产品保鲜， 通过建设冷 和购置冷藏车， 率先建设全程冷链， 贵 、 凯 甚 省外部

城市实 了 “农超”、 “农社”① 等的对接。
南猛 改革中遇到的问题 型性， 是 前贵州山区农业发展 共 面临的问题：
一是制度体系 完善。 首先， 南猛 山区森林覆盖率 ５０％以 ， 耕地稀少、 土地 瘠， 生态

境脆弱， 发展农业 本相 高。 时， 地处巴拉河流域， 担 江保 的 和 水土流失的

任。 些 担生态 能的 镇， 土地资源 限而林木资源丰饶， 但因生态林 砍伐， 山林对
地人而言几无经济 值 言。 然国家 策给 了生态补偿， 但相较 地人的生态付出， 微薄

的补偿无异 杯水车薪。 而 地在保 生态的 时也就建立了 格的建设用地 批制度， 山区 础设

施落 、 改 落 状态对 本建设用地需求较大， 但 批 格， 影响 地发展。 如何完善合理的
生态补偿机制、 灵活的建设用地 批制度， 需 一 思考、 研 和探索。 次是 、 目等 批

制度 健全， 极大阻 改革热情。 在农业 批制度中， 在使用 ２００４ 本， 如 农 资按 批制

度 ４８元 ／ ， 而实际情况是 资已达 １００元 ／ ； 在 批中需层层 ， 花费大量时间； 在 目验收

过程中， 达标 、 多达标 补等， 部出 批制度的繁琐、 格和害怕 担风险， 愿

意 资金创 目。
是 丰富的民族文 资源， 难以 农民资产。 南猛 属民族地区 困 ， 全 １９４ 户

７５５人全部 世居苗族， 芦笙舞、 苗绣、 苗家山寨、 门酒、 爬坡节等丰富的民族文 资源。 如
何将丰富的文 资源 农民的资产， 迄今 缺 发展的整体思路。 ２０１７ １ 中央出 的 《关
稳 农 集体产权改革意 》， 对集体资产的定 仅包括 形资产， 也包括无形资产。 而资源

５２１
① 实 了新鲜瓜果蔬菜直接对接城镇超市和社区等。



资产、 资金 股金， 实质就是要盘活存量要素， 资源资金能够 经营发展、 断增值的资

本。 就需要盘活的存量要素论， 贵州 仅资金短缺， 而 物质资源也 限。 课题组调研的多个点的

情况看， 谈及资源 资产 说的资源， 除南猛 触及一点民族文 资源， 将 的芦笙博物馆折 入

股合作社外， 余 打包入股的资源， 无一例外都是 形的物质资源， 如农地、 山林等， 水利设

施一并打包作 股金， 要 入合作社， 要 入股农业园区。 的资源 资产改革显然存在很大的

局限性。 贵州地处 贵高原， 很多地方山高坡 ， 人均耕地少 散， 甚 人均仅 几 地， 然山

林 密， 但 是生态林， 担着保 江、 长江流域的生态 能， 允许任何砍伐， 如果改革中仅
仅看到 形的物质资源， 则难 大的作 。 们认 ， 改革中需要突破 形资源的 念束缚， 认识到
民族文 资源 （ 形和无形的文 资源） 的 值， 通过开发民族文 资源并将 转 经济资产，
自 利用也罢， 合作入股也好， 才能 数千 历史沉淀的民族文 资源 发展 代旅游经济的 贵

资产。①
是 困发生率高， 资金、 术、 生产力等各种生产要素缺 ， 扶 难度大。 然南猛 申请到

３００万旅游扶 资金， 但 缺 产业支撑、 缺 集体资产、 础设施落 ， 对社会资金难以形 吸

引力， 而 府资金也难以持续性的投入。 在户均 足 亩地的 困山区， 大量青壮 劳 力选择外出

， 改 农 面貌 需的劳 力 足， 留 人员老龄 程度 。 缺 青壮 劳 力， 缺
改 山区面貌 需的人才和先 发展理念， 缺 持续的资金和 术投入， 要想形 改 困山区面

貌的 “ 血” 机能， 提高 自 发展能力， 而 本降 困发生率和返 率， 难度很大。 过，
也恰好说明发挥集体 “统” 的 能的必要， 因 单靠一家一户的力量显然是无法改 困山区落

面貌的。

五、 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 小岗村的探索

小岗 凤 县东部， 距县城 ４０公 ， 隶属小溪河镇。 行 的扩建， 小岗 ２００８
周边 岗 、 石马 合并， 辖 １９个自然庄， ２３ 个 民组， 域面积 ２� ２５ 万亩， 中农用地 １� ８９
万亩， 耕土地面积 １� ４５万亩， 耕地的 ７６� ７２％。 国广大 落一 ， 小岗 在实行家庭

包制以 ， 也产生了土地的 散经营、 问题； 在 行家庭 包 任制强调 “ ” 的 时， 对
集体经营的 “统” 也长期忽略。 因 ， 在家庭 包制改革的红利释 完以 ， 小岗 农业也 入了

发展 滞阶段。
对 集体经济组 发挥 “统” 的 能， 小岗 在改革过程中也 行过一些探索。 如在 １９８０ 代

中 期， 小岗 以 集体 探索发展乡镇企业， 实 集体经营， 但因经营管理能力和水 限，
企业生存状况 好， 来都改制 私人企业。 农业 域也 过集体牵头建设蔬菜大棚， 但因各种原
因也未能实 较好的发展。 因 ， 总体状况是 集体经济组 “统” 的 能很弱， 很多 情无法 ，

好。 直 几 ， 小岗 对 集体经济 “统” 的探索才 了一些实质性的突破， 要 概括

个方面。
一是对集体资产统一管理的探索。 在中央 策指 ， 小岗 ２０１６ 以 行农 集体产权

制度改革， 探索农 集体资产股份合作制②， 对集体的资产、 资源、 资金 “ 资” 行清理， 集体

资 经营性资产 非经营性资产， 并将经营性资产量 到个人， 集体资产股份合作社按照股权

６２１

①

②

认文 资源能够转 发展 需的经济资产， 对 促 文 资源丰富而 他经济资源匮 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 显然
要意 。

农 集体资产产权改革在 徽省 要就是农 集体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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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 发 股权证书。 了更好的管理集体资产， 在产权改革的 础 ， 小岗 创 了 “ 企一体”
的创新发展公 。 集体资产股份合作社将 “小岗 ” 一无形资产折 入股创新发展公 ， 通过
公 经营的方式， 盘活集体资产， 实 按股 红。 ， 将无形资源资产 ， 壮大了集体经济。 一

改革是继大包 以 ， 小岗 第 次实 农民在经济利益 集体资产的紧密 合， 是充 发挥

“统 合” 双层经营体制的 要举措。
是将农业生产经营 “统” 起来的探索。 小岗 人口 多， 管辖面积广， 对 如何实

生产经营的社会 组 ， 小岗 据 ２０１８ 半 的调研， 决定以 民小组 单 ， 探索农民以土
地 包经营权入股， 行农 土地股份合作社试点， 以实 统一生产经营。 土地股份合作社在 “经
营、 配和管理” 实行 “３３１” 模式， 经营 规避 ３个风险 （自然风险、 经营风险、 市场风险），
收入 确保 ３ 收益 （股金收益、 收益、 红收益）， 管理 建立 １ 套科学规 的经营管理和收

益 配制度。 体做法是： 首先对生产要素 行整合。 试点 民小组 ５９ 户 ２２７ 人共 入组建土

地股份合作社， 合作社 员。 该 小组除去前期已流转出的 ４１１ 亩土地， 实 入股面积 ５８５ 亩。
， 合作社实 了劳 力资源的整合和 散农地的集中统一经营。 次， 实 了生产经营的统一规

划和组 。 土地股份合作社将水 规划 粮食生产以及稻 养 ， 旱地 行大棚蔬菜种植， 以及 行

地黑猪养殖， 着力提高 生产农产品的 力。 土地股份合作社将土地集中起来 行 整 ， 又
据土地状况 ３０—５０亩 等的面积， 社员自 选择 行经营管理。 在 一过程中， 将没能力耕
作或 愿意耕作的农户的土地资源， 通过 “土地入股———整理——— 配”， 配置到 能力又愿意生

产经营的农户手中， 通过生产过程的组 实 了土地、 劳 力等生产要素的 配置。 产品销

售方面， 小岗 也 据 农产品 行设 。 针对粮食生产， 合作社按亩支付给生产的农户劳 费

用， 最 粮食统一销售； 针对小龙 、 黑猪养殖等， 合作社 农户提供保 收购 ， 农户 选择合作

社回收农产品或是市场销售， 通过销售 节的组 激发了农户的生产积极性， 利 农户增收。 在
利益 配方面， 土地股份合作社提 超过 ２０％的公积金 ， 实行按股 配， 建立了 “利益共享，
风险共担” 的利益 配机制。 管理方面来看， 合作社通过社员选举 立理 会， 生产经营决策通
过理 会提出， 社员投票决定。 ， 小岗 是 行 划 的 民小组创建合作社， 但通过管理
机制和利益 配机制的建设， 实遵 了合作社 一经济组 的 行规则。

小岗 以 民小组建立土地经营合作社的模式， 通过土地入股、 统一提供生产资料、 调度劳
力， 实 了生产要素的组 ； 通过统一生产经营规划、 土地资源 配， 实 了生产过程组 ；
通过农户自行销售 统一销售相 合， 实 了销售 节组 。 在 述各个 节中， 通过土地股份合
作社实 了产前、 产中、 产 的统一组 ， 改 了农户 散经营的传统方式， 实 了 民小组内部的

“统”。

六、 三种新探索模式的比较

坚持和完善农 本经营制度， 农 集体经济组 在实践中 行 “统 合” 的探索， 采 了

多种方式以实 “统” 的 能， 而 过 些组 的形式 们得以认清 “统” 的实质。 模式

的 “统” 又各 点， 因而需要 们 行比较 析。 针对塘 “ 社合一” 模式、 南猛 集体

资产入股合作社模式以及小岗 在试点的 小组创 合作社模式， 以 们 制度 构 征、 体

间关系、 利益设 机制等方面 行比较 （ 表 １）， 以 析 组 类型的 征①。

７２１
① 本文 关注的是 合作社的 模式， 而 是对塘 、 南猛 小岗的全部改革 行比较。



表 １　 塘约模式、 南猛模式与小岗模式的比较
属性

模式

制度 构 体关系 利益机制

类型 组 点 合作社 农户 集体 合作社 联 机制 配机制

塘
委

建合作社

社合一，
合股联营

民全体入社，
民 社员

集体

合作社收益

集体＋合作社
＋公 ＋农户

集体 ３０％、 合作
社 ３０％、 民 ４０％

南猛
集体

合作社

集体资产

入股合作社

困户全体入社，
他农户自愿入社

集体参

合作社 作

合作社＋农户
＋ 地

按股 红

小岗
小组

创 合作社

小组 员

土地入股

小组 员

全体入社

集体协

合作社 行

合作社

＋组内农户 按股 红

塘 行 权力建立 集体的合作社， 南猛 则是 集体入股 合作社， 而小岗 在

探索的是 民小组创 合作社。 然在合作社创 中 集体的 体做法 别， 但都是在积极探索如
何发挥 “统” 的 能。 国农 本经营制度强调 “统 合”， 显然并 是要走 社合一的回头

路， 新型 “统” 的前提是 个坚持， 既必 坚持农 土地的集体 制， 又必 坚持农户的家庭

包制。 在 个坚持前提 探索发挥 集体 “统” 的 能， 体采 何种形式， 显然需要得到农民内
心认 ， 符合自愿 利原则。 毋 置疑， 合作社是符合新型 “统” 的要求的经济组 ， 只 过

依托行 权力来 “统”， 是 以 等的经济 体 份来 “统”， 需要 们认真思考。 而小岗
的探索 然并未如前 者扩大到 集体， 而是在 民小组内建立合作社， 但遵循了 员以 等的 体

份 入并参 民 管理的原则， 通过民 选举 立理 会， 合作社统一生产经营， 在 民小组内实

了生产经营的社会 组 ， 一 如何发展值得 们关注。
在 “统 合” 的经济组 形式中， 探索如何实 体 间合理的利益 配， 建立科学的 配

机制， 也是一个 要的研 课题。 塘 的 “ 社合一” 模式， 规定利益 配模式 集体 合作

社各 ３０％， 民 ４０％， 然 配比例明确， 但合作社 的 集体依据什 参 配并未说明。
而南猛 实行 集体资产入股， 按股 红， 集体参 配 明确的经济依据。 小岗 引 民小

组创 合作社， 以土地入股， 实行按股 红， 集体支持和协调合作社 行， 但并未 入 中参

配。
合作社 实 的组 程度来看， 塘 的 “ 社合一” 模式， 实 了 资源的整合， 生

产经营统一 合作社， 社会 组 能覆盖了全 ； 南猛 的 集体资产入股合作社模式， 整合使
用扶 资金， 将 困户组 起来共 发展， 通过土地流转实 土地资源的统一 排， 并在自愿参 合

作社前提 将 他农户组 起来， 发展趋势也是将社会 组 能覆盖全 ； 小岗 以 民小组建

立合作社的模式， 在 民小组内整合了土地 劳 力， 统一组 生产经营等， 目前限 将社会 组

能覆盖 民小组内部。 ， 阶段小岗 对 “统” 的模式探索既 “ 社合一” 的塘 模

式， 也 以 集体资产入股合作社的南猛模式。 而小岗 以以 小组创 合作社的形式， 在
民小组 围内实 社会 组 能， 则是 民小组户多人多的实际， 针对性地 行 “统”

的探索。 前小岗 处 对 “统” 的模式探索阶段， 通过先行试点， 将在 他 民小组 广。
各个 民小组都建立起合作社， 发展中是否会在 民小组 建合作社 础 组建 合作社联社，
以 一 提高组 程度， 今 察。

（责任编辑： 王云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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