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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性质、作用和研究范式

□宫哲元

（中国社会科学院 研究生院，北京 102488）

【内容摘要】 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农村社会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具有企业、社会

和文化三种性质。性质的多样性决定了作用的多样性：以增加就业机会的方式促

进农村经济社会综合发展；解决一部分社会弱势群体的生存问题；提高农民的生

存能力和整体素质；形成适应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需要的熟人文化。性质和作用

的多样性呼唤全新的研究范式：理论工具的选用要择优取长，研究类型需全面齐

备，应多学科知识融会贯通，目的是全面准确地认识农民专业合作社。

【关 键 词】 农民专业全作社；性质；作用；研究范式。

【作者简介】 宫哲元，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09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农

                          村经济管理。

（一）

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农村社会生活的

有机组成部分。它具有什么性质？不同的

人有不同的理解。有论者认为，它具有一

般企业的性质，因此便用西方主流经济

学中新制度学派的理论分析其行为和特

点：“把经济组织和制度安排看成是一枚

硬币的正反面，是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

基础之一。这一基础性的论点，对中国目

前现实问题的研究，却提供了一种非常

重要的思路，一种通过制度变迁实现农

民组织化的新思路。这一思路，就是从制

度变迁的角度出发，将合作社和乡镇企

业都看成农民的经济组织，对两种微观

经济组织的内在制度变迁进行相互比较

和参详，进而寻找农民组织化的有效途

径。”[1]还有论者认为，农民专业合作社

是区别于私营部门和公共部门的第三部

门，有关上述两个部门的理论不能用来

说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行为及其特点：

“审视合作制的原则和合作社企业的制

度特征，可以认识到合作社作为一种制

度资源，是与市场经济制度、股份公司制

企业并存的一定制度形态，它给了弱势

群体一种替代选择，在市场配置资源失

效或不完全有效的领域，合作制是可以

产生积极作用的。因此，在西方经济学家

和社会学家看来，合作社是在社会经济

领域中与私营部门、公共部门相并列的

第三部门，是引导社会经济发展的第三

条道路。”[2]两种观点各有部分道理，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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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是以偏盖全。我国的《农民专业合作社

法》第二条规定：“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在

农村家庭承包基础上，同类农产品的生

产经营者或者同类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

提供者、利用者，自愿联合、民主管理的

互助性经济组织。”这种规定表明，农民

专业合作社确实具有企业性质，“经济组

织”的用语表明了这一点。但是，它还有

其他性质，“民主管理”和“互助性”两个

限定词是农民专业合作社具有非企业性

质的证明。两种观点的偏颇性事实告诉

我们，仅仅关注合作社的一种性质而忽

略其他性质，与国家相关法律的界定相

冲突，更遑论与基于法律而来的合作社

事实相符合。

农民专业合作社到底具有哪些性

质？国际劳工组织的《合作社促进建议书

（2002）》中说，合作社是“自愿联合起来的

人们通过联合所有和民主控制的企业来

满足他们共同的经济、社会与文化需求

与抱负的自治联合体”[3]。这样的定义表

明，农民专业合作社至少具有企业、社会

和文化三种性质，三种性质都具备才是

真正意义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此为硬性

的要求是，我们看待农民专业合作社时

必须顾涉这三种性质，否则，便是以偏盖

全。以偏盖全的理论结果是“新见”迭出，

实际结果是农民专业合作社不能被真正

和科学地研究。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企业性质好理

解，内容是自愿联合起来的农民自己出

资、自己经营和自负盈亏的性质。社会性

质和文化性质则较为抽象。尽管如此，它

们的指称性内容同样能被揭示出来。有

论者指出：“合作社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

展的作用是其他任何部门或企业形态不

可替代的。对于当前我国突出存在的‘三

农’问题、就业问题、消费者权益保护问

题、边缘化人口问题、环境保护问题等诸

多紧迫社会问题的解决或缓解，合作社

都大有用武之地。”[4]这样的观点告诉我

们，合作社的社会性质指称的内容是介

于公共经营性质和私营企业性质二者之

间独具特色的性质。还有论者指出：“合

作社作为一种农民可以信赖的组织，除

了帮助农民维护权益外，还是扭转乡村

失序、建设农村文化等方面的重要组织

载体。”“农民合作社进行文化建设，能

提高成员的合作意识、培养新型农民、为

解决‘三农’问题提供人才保障。”[5]这样

的观点表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文化性

质毋庸置疑。

　　　

（二）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多重性质决定了

它的另一特点，即作用的多重性。概括

地说，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国家社会生活

中的减震器、平衡器和加速器，失却这三

者，国家的社会生活就不会健康、和谐和

不断地进步，社会整体的现代化也不能

变为现实。把上述“三器”的提法具体化，

便是如下内容。

第一，以增加就业机会的方式促进

农村经济社会综合发展。伴随农业经济

中生产力的发展，大量剩余劳动力被施

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性质、作用和研究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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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出来。他们或外出务工，或自找就业

门路，或自愿联合组成农民专业合作社。

三种就业形式的比较表明，农民专业合

作社补充了农村经济生活中的不足或缺

失，增加了农村经济的专业化程度，最重

要者是增加了农民的经济收入，使他们

的生活有了物质保障。三种好处合一，使

农村经济、社会和文化的综合发展有了

组织保障。

第二，农民专业合作社就地产生、就

地经营，为因故不能离家或本人外出就

业有困难的社会弱势群体在本地就业提

供了机会。这种机会的获得减轻了社会

负担，增强了就业者自身的生存能力，无

论从社会还是从个人角度看问题，都是

两全齐美的好事。在这里，农民专业合作

社作为农村社会生活减震器、平衡器和

加速器的作用典型地体现出来。从这里，

我们发现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社会性质的

具体性内容，也会发现农民专业合作社

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不可或缺性和

真正的重要性。

第三，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经营活动

在增强农民生存能力的同时，也会提高

他们的整体素质。生存能力和整体素质

的提高会产生社会性结果。他们会更容

易地融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事业中，

由负担变为助力，把负能量变为正能量，

这必将会加速我国的社会现代化进程。

与此同时，农民的心理变化也需要关注。

他们不再视自己为国家社会生活中的无

足轻重者，而是积极参与者。由此产生了

尊严感和体面感，二者合一，激发出对家

庭、合作社和国家的责任感。责任感是一

种正能量，这种能量注入到社会生活中，

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事情。

第四，农民专业合作社在熟人社会

的环境中建立，由熟人圈子经营，在经营

中逐渐形成富有特点的熟人文化。与以

往的熟人文化相比，这样的熟人文化具

有了全新质态，它与国家的法规和社会

性要求相一致，与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正

合拍，人们之间的联合有了正能量。人们

在正能量的文化氛围中增加经济收入，

提高整体素质，热络人际关系，生活有了

安全感，面对未来有了奋斗目标。这正是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所需要的熟人文化。

这样的熟人文化是社会和谐的微观基

础，没有这样的微观基础，农村的社会主

义和谐社会建设就不会收到实效，到头

来会变为一句空话。

（三）

农民专业合作社性质和作用的多

样性给我们提出了新问题，如何研究农

民专业合作社才能取得理论与实际相

结合且能经世致用的结果？这便是研究

范式问题。

就目前状况看，学界对农民专业合

作社的研究存在不足之处。其一，理论

工具的选择具有随意性。例如，不少研

究者喜欢西方主流经济学中新制度学派

的理论，鲜有借用阿马蒂亚·森经济学理

论的人。实际情况是，相对于农民专业合

作社研究而言，阿马蒂亚·森的经济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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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更合适。其二，研究类型不全面。人们

习惯于理论和实证两种类型的研究，少

见规范和历史类型的研究。问题在于，

没有对农民专业合作社历史性和规范

性的研究，我们就不会有对研究对象的

全方位认识。其三，固守单一学科的研

究，忽略了多学科知识的融会贯通。这

样的情况主要表现于人们仅仅用经济

学、社会学和法学三个学科中一个学科

的知识进行研究。农民专业合作社性质

和作用的多样性表明，固持一个学科的

研究，不可能做到全面地审视和理解农

民专业合作社。

发现研究中的不足之处有助于我们

找到合适的研究范式，以便更有成效地

研究农民专业合作社。

第一，理论工具的选用要择优取长，

以切实可用为判断标准。阿马蒂亚·森经

济学理论的核心观点是“以自由看待发

展”，而“自由”的要旨是“可行性能力”[6]。

此为看待自由问题的全新视角，它涉及

到社会弱势群体的权利、国家的责任、

个人可行性能力的获得以及三者之间的

关系。可以肯定地说，用阿玛蒂亚·森的

经济学理论为工具研究农民专业合作社

问题，其切合现实的程度、看问题的准

确程度和符合客观需要的程度，是西方

主流经济学中新制度学派的理论无法与

之相比的。新制度学派理论的核心是效

率，主张的基本手段是明晰产权，要达

到的目标是私有化、自由化和全球化，

其现实基础、面对的对象和所要解决的

问题与农民专业合作社没有直接关系。

说得严重一点，用新制度学派的理论分

析和解决农民专业合作社问题是文不对

题，选错了对象。

第二，研究类型要全面，以透彻认

识为追求目标。就农民专业合作社研究

而言，所需要者是四种类型的研究：理

论研究、实证研究、规范研究和历史研

究。四种研究各有其优长之处，也有自

身无法弥补的缺陷。理论研究的长处是

径取本质和规律，但经验事实和规范性

解释是短板。问题在于，没有经验事实

做基础的理论会流于空洞；没有规范做

指导的理论便失去灵魂；而没有历史做

根据，理论就会缺乏底气。就此而言，

西方主流经济学可为例证。实证研究抓

住了经验事实，但事实的理论性概括和

历史性追溯难以顾及。规范性研究重在

价值或意义的阐释，但无其他三种类型

的研究为依托，会流于空泛无当。历史

研究的长处是追本溯源，如果不与其他

三种类型的研究相结合，人们所见到者

只不过是历史而无其他。由此看来，农

民专业合作社的研究应当是四种研究

类型“百花齐放”、缺一不可，相互补充，

彼此照应。

第三，多学科知识融会贯通，认识全

面是第一任务。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多种

性质和多种作用表明，把它作为研究对

象时仅分别地运用一种学科的知识，如

现有研究呈现给我们的经济学、法学和

社会学，远不能达到全面认识农民专业

合作社的目的。利用一种学科的知识能

认识到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一种性质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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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其他性质和作用则是被无意识地忽

略了。鉴于这种情况，农民专业合作社研

究要多学科知识融会贯通，追求的目标

是全面认识研究对象。我们必须认识到

问题的症结所在：作为农民专业合作社

的研究者，认识研究对象需要什么样的

学科性知识，就应具备什么样的学科学

性知识，但绝对不是相反，以有限的学科

性知识为标准，人为地框衡复杂多变的

研究对象。研究农民专业合作社需要的

学科性知识有：经济学、法学、社会学、历

史学和文化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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