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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合作社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意义
汤 蕾

（中共株洲市委党校，湖南株洲，412000）

摘 要：农民合作社是新的时代背景下发展农村经济的重要抓手，更是助推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驱动。走好农业合作化的道路，

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的重要形式，能够帮助农民增强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在经济上助力农民共同富裕的实

现，在治理上夯实乡村治理的群众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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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合作社指以家庭联产承包经营机制为基础，以

农民自愿联合和民主管理为主要形式的农村互助性经济

组织。农民合作社围绕其成员的生产发展需求，针对性

提供生产资料的集中采购，农副产品的加工、贮藏、销

售、运输等与农业生产经营有关的等服务。习近平总书

记在湖南郴州市汝城县文明瑶族乡沙洲瑶族村考察时强

调“要鼓励发展农民合作社，推动农业适度规模经营，

加强对农民的科技服务，提高农产品质量，提高参与市

场竞争和应对灾害能力”，再次指明了合作社对于乡村振

兴的作用和意义。

1 农民合作社是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的时代飞跃

坚持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中国农业农村

农民未来发展的重要出路。回顾建党以来的百年峥嵘历

史，农村问题始终关系着革命和建设的核心要义，土地

革命、农业合作化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分别奠定了

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三个

历史阶段的政治经济的根基，也充分说明在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道路上，农村问题占据至关重要的地位。历史雄

辩地证明，只有将农民团结调动起来，坚持统分结合的

双层经营体制，才能在保障个体发展的同时实现整体利

益的最大化，中国的农业农村农民才有出路。

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在农村家庭联产承包

制基础上形成的，兼具集体统一经营和家庭分散经营双

重机制的经营形式。“双层经营”即双重机制的经营形

式——家庭分散经营层面与集体统一经营层面，二者相

辅相成，互为前提。长期稳定和不断完善以家庭承包经

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党在农村的基

本政策，更是我国宪法确立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经营

机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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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历史经验的凝聚。邓小

平同志早就提出过“二次飞跃”理论，认为长远来看农

村还是要走集体化道路。第一次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第二次飞跃是适应科

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

集体经济。2021年中央宣传部组织编写《中国共产党简
史》记载，江泽民同志于1995年3月在江西考察农业农村
工作时，进一步阐述了“二次飞跃”理论，指出要“逐

步走上集约化、集体化道路。”这段表述之前并未见于

公开发表的文件讲话中，这是一个非常重要而鲜明的信

号。1990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农村调查时就指出，“喜的
是广大农民开始脱贫致富了，忧的是乡村两级集体经济

实力出现了弱化的现象”，并精准指出集体经济弱化的原

因在于部分农村地区没有认识到壮大集体经济的战略意

义，思想上失去了“统”与“分”之间的兼顾与平衡，

甚至完全忽略了农村集体经济对于个体农户的支撑保障

作用，造成“原有的‘大一统’变成了‘分光吃光’，

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他在《扶贫要注意增强乡

村两级集体经济实力》文章中指出：“有的同志说，只要

农民脱贫了，集体穷一点没有关系。我们说，不对！不

是没有关系，而是关系重大！”他多次强调：“要把发展

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作为基层党组织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

务”。由此可见，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并非纯粹

的经济视角的考量，而是立足于国家民族的整体视角，

引领农业农村农民全面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治本之策。

当下，农业合作化是新时代背景下发展壮大农村集

体经济的重要路径。于历史之维，走好农业合作化的道

路是时代发展的趋势，开创了乡村振兴的新局面，将迎

来邓小平同志所说的农业农村的“第二次飞跃”。

2 农民合作社是抵御市场风险的重要屏障

列宁在《论合作社》中阐述合作社的本意，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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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共同抵御市场

风险和资本冲击。于空间之维，纵观东方以及西方，政

治经济理论中不乏有关农民形成组织参与市场经营的研

究，可见以合作形式对抗资本冲击作为农业经济的发展

途径已经是理论界的共识。

作为一个经济组织，农民合作社一方面是农村经济

发展到当下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另一方面也将成为进

一步推动农业农村充分融入市场经济的重要动因和保障：

以合作社为平台，把农民组织起来，以合作社为主体，

在市场竞争中占据更多主动权，更好维护农民利益[2]。

让村集体站在引领农村经济发展的最前沿，由村党

支部成员代表村集体注册成立具有独立民事行为能力和

民事权利能力的法人，村集体以集体所有的资金、资源

等资产入股，集体组织成员以家庭承包土地经营权、资

金、房产、劳务等资产或财产性权益入股，从而把个体

的农民有效组织起来上项目、闯市场。合作社经营打破

了将资源、资产简单发包租赁的低层次、低效益增收模

式，以更高的标准将分散的土地资源集中规模化经营，

扭转分散经营中资源要素碎片化的局面，提供集约化服

务，实现的资源的整合和高效利用，有效将村集体资产

激活增值。与此同时，合作社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形成不

同规模，在最大程度提高农民收入的同时实现风险可控。

总的来说，农民合作社以“股”为纽带，使村集体

与其成员连心、连责、连利，构筑成风险共担、利益共

享的共同体。农民与集体联系更加密切，集体强了，农

民也就富了。

3 农民合作社是推动共同富裕的现实路径

扎根群众、坚守人民立场是农业农村发展的关键。

当下农村的巨大发展潜力也为社会资本所关注，然而部

分社会资本注入的合作社偏离了造福群众、服务群众的

方向，出现各种问题：有的在不良资本的运营下成为圈

地牟利的工具；有的仅由几个发起人组成，以至于政府

优惠扶持政策红利归于少数人的口袋。根据2018年《半
月谈》报道的调查，80%以上合作社沦为空壳，形势不
容乐观。2019年9月，中央11个部门联合部署，对“空壳
社”实行专项清理。

以基层党组织为领办力量的农村合作社以实现共同

富裕为宗旨，明确社会资本入股的比例上限，为村集体

和农民的入社比例兜底，在入社资格、股权设置、分配

办法以及与社会资本合作等方面给与农民更多关怀，让

更多的农民获益。汇集各方力量推进多种经营，在分配

上向广大群众倾斜，引导社会资本为集体经济服务，让

农民群众成为最大受益者，让老弱病残也能参与分配，

可以更有效地推动乡村振兴、共同富裕[3]。

4 农民合作社是夯实自治基础的必要形式

中国要长治久安，农村必须繁荣稳定。村级集体经

济“空壳”、服务空白，政治就会“空壳”，党在农村的

执政就会“空壳”。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其重要意义不局

限于单纯的经济层面，更是引领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

裕的根本所在，是个重大的政治问题。

在集体经济薄弱的村，农业生产经营权在一家一

户，农民长期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生产生活，与集体逐渐

疏离，淡化了集体意识，基层党组织容易失去影响力和

权威性。长期游离与集体生活之外，部分农民对集体利

益和公共事务形成淡漠心理，“干部干、群众看”“靠着

墙根晒太阳，等着上级送小康”。组织群众本来是我们党

最大的优势和特长，但是相当长一段时间被淡忘和弱化

了。一些群众不知道党支部有什么用，村党组织不会做

群众工作，说话没人听，干活没人跟，宗教甚至邪教等

其他势力和我们争夺群众。国民党统治时期，党组织未

能深入到农村，呈现“城市有党，农村无党；上层有党，

下层无党；沿海有党，内地无党”，才使我们农村包围城

市成为可能。国民党失败在基层薄弱、脱离群众，这一

点很值得警惕。合作社不仅仅能从经济层面培育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的向心力，在发展到一定阶段后还能为外出

务工人员返乡创业提供了平台，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村

空心化、农民老龄化、农业后继乏人等社会问题。

5 结束语

合作社是新的时代背景下农业农村突破发展瓶颈、

实现全面振兴的必然形式，其意义深刻体现在农村政

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个层面，必须加强理论研究

和实践探索，破译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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