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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民需要合作组织吗？

———沿海地区农户参加农民合作组织意向研究

石敏俊，金少胜
（日本筑波大学 农业经济系，茨城 筑波 <"= $ &=;! ）

［摘 要］通过 >?@AB 模型对影响农户加入农民合作组织意向的分析表明，兼业农户和离农户的增加

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单个农户形成合作组织。有生产经验的农户，不愿与别人分享集约种植技术也是阻

碍农民合作组织发展的因素之一。与一般的预期结果不同，农产品价格波动对农户的意向没有显著影

响。这与当前农民合作组织规模小、实力弱有关，农民合作组织对于迫切需要降低市场风险的农户缺乏

吸引力，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农户对参加合作组织的行为选择。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农户以及在商品性集

约经营上进行了较大特殊生产投资的农户对加入合作组织有较明显的积极性，他们有可能成为合作组织

的先锋者。此外，主要通过供销社销售农产品的农户比自足农户、通过农贸市场销售农产品的农户，以及

通过运销商贩销售农产品的农户更趋向于接受合作组织。可以考虑让农民合作组织替代供销社的功能。

最后，农户对农民合作组织的投票权分配、成员组成以及入社和退社的限制等组织结构的认知，对于他们

的意向显示出显著的正面影响。合理设计农民合作组织的组织结构对于吸引更多农户参加农民合作组

织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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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组织化是中国农村发展的重要课题之一。!" 世纪 &" 年代以来，人民公社解体后，基于家

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农户家庭经营成为农村经济基本经营组织。随着农村经济市场化的深入发

展，越来越多的农户转向商品化农业经营。特别是在沿海地区，商品化农业经营已经成为推动农业

发展的主导因素。与此同时，随着农业生产的大幅增长，!" 世纪 9" 年代后期开始，我国农产品的

供求格局发生了转变，农产品供给从原来的供不应求转向全面过剩。农业商品化程度提高和农产

品供求格局的转变，使得农产品销售成了我国农民的最重要课题。由于我国农户经营规模零星分

散，缺乏组织，单个农户很难按照市场需求组织生产。因此，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为农户提供市

场流通服务，已成了我国农业发展的当务之急。

社区性合作经济组织是为农民提供社会化服务的组织形式之一，但是社区性合作经济组织提

供的服务主要集中在生产过程，如耕作、灌溉设施维护管理等，向农户提供生产资料供应和产品运

销服务的社区性合作组织很少［%］。即便如此，社区性合作经济组织向农户提供服务的能力还取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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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当地集体经济实力［!］。实际上，得到了社区性合作经济组织服务的农民还不到一半［"］。在生产

资料供应和产品销售方面，农户仍然依靠运销商贩。与掌握了更多信息资源的运销商贩相比，信息

的不对称性使农民总是处于不利地位。特别是对于需要远距离运销的农产品而言，由于交易成本

高昂，农户不得不依靠运销商贩［#］。!$ 世纪 %$ 年代中期，我国开始大力提倡农产品生产、加工、流

通的纵向一体化，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在中国，农业产业化经营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农户与

加工企业或流通企业签订合同，这种形式被称为“自上而下”的产业化经营方式；另一种是以农户之

间的合作组织为主，如农民专业技术协会、股份合作社等，这种形式被称为“自下而上”的产业化经

营方式［&］。迄今为止，’$(的农业产业化经营为龙头企业与农户之间的合同形式，农户之间的合

作经济组织约占 #$(。由于龙头企业和农户双方存在的道德风险，“自上而下”的产业化经营方式

很不稳定。农民专业协会等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 !$ 世纪 %$ 年代初期出现，对于改善农户经营起

到了很大作用，比如技术推广，减缓农产品价格波动带来的市场风险，增强市场谈判能力，以及通过

生产资料购买的规模经济降低生产成本等［)］［*］。但由于农民合作组织的自发性和小规模性，这种

“自下而上”的产业化经营方式的前景也不容乐观。

一般认为，单个农户在遇到信息、技术和资金等障碍时，会考虑通过合作来克服这些障碍。因

为通过合作可以减少交易成本，增强谈判能力，但也会带来组织内部的协调成本，以及部分组织成

员利益的牺牲。只有当合作的收益大于成本时，农民才会考虑进行合作。但是，中国的农民是否需

要这样的合作组织？什么样的农民可能会参加合作组织？农民需要什么样的合作组织？哪些因素

将影响农民对参加合作组织的意向？

迄今为止，关于中国农民对于合作组织需求和参加合作组织意向的研究为数不多。已有的研

究主要集中在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概念探讨或政策措施方面［’］［+］［%］［"$］。孙亚范［""］通过对

江苏省 &"! 户农户的调查，认为农户对合作组织的低认知程度和高协调成本阻碍了农业合作组织

的发展，很难通过农户的自发组织行为来促进农业合作组织的发展，因此，在中国发展农业合作组

织需要政府的支持，但他的论文没有对农民参加合作组织的意向以及影响农民参加合作组织意向

的因素进行深入研究。本文拟利用 !$$! 年对浙江省四村 !$$ 户农户的调查资料，探讨中国沿海地

区农民对于合作组织的意向以及哪些因素影响他们的意向。

一、沿海地区农业发展的动向和问题

（一）研究区域

浙江省是中国沿海地区最发达的省份之一，发达的乡镇企业以及各种小商品批发市场是浙江

经济的特色。随着农业商品化程度提高，浙江的农产品种植结构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从原先的单

一粮食经济转变为包括蔬菜、水果、畜产品、蚕丝和花卉的多元结构。同时，随着农村工业化的发

展，许多农业劳动力转移到了非农产业，兼业农民成了农业经营的主要劳动力。

本研究的 !$$ 户农户调查在以下四个村进行：宁波市的官庄村，海宁市的民胜村，浦江县的宅

口村和建德市的甘溪村。官庄村和民胜村位于浙江东部沿海地区，主要从事商品性农产品专业化

生产；而宅口村和甘溪村主要以供应国内市场的粮食生产为主。

（二）农业结构的变化：商业化和兼业化

" ,农业生产结构的变化。表 " 说明了在过去的十年间农业生产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十

年前有 +)(的农户主要种植粮食，现在仅为 #% , )(。其中有 !$(的农户转为生产蚕桑，"* ,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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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转向花卉生产，还有 !"的农户改为生产水果和蔬菜。总体上看，在过去的十年里，从事蚕桑

生产的农户比例从 #"增加到了 $$ %&"，从事花卉生产的农户的比例增加到了 ’( %&"，而从事果蔬

生产的农户比例则从 )" 提高到了 ’#"。这证实了在过去的十年里，农业生产结构进行了从单一

粮食生产到多样化商品生产的转换。

表 ! 农户生产的主要农产品的变化 单位："

十年前农业生产

的主要农产品

目前农业生产的主要农产品

合计 粮食 蔬菜 水果 花卉 畜产品 蚕桑 其他

粮食 *&%+ #)%& #%& #%& ’(%& ’%+ $+%+ ’%+

蔬菜 ,%& $%+ ’%+ ’%&

水果 ,%& ’%& +%& $%+ +%&

畜产品 +%& +%& +%+

蚕桑 #%+ $%& +%&

其他 $%& +%& ’%& +%&

合计 ’++%+ ,$%+ (%+ !%+ ’(%& $%+ $$%& ,%+

资料来源：$++$ 年浙江省 $++ 户农户调查。

$ %农户的分化。根据家庭劳动力分配结构，我们可以将全部被调查农户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离

农户，离农户的非农劳动力占全部家庭劳动力的一半以上；第二类是兼业户，兼业户的非农劳动力

占全部家庭劳动力的 &+"以下，但是兼业劳动力比例高于 (("；第三类是农业户，这类农户中兼业

劳动力的比例小于 (("，主要从事农业生产。这里，农业户占被调查农户的 $* % ("，而兼业户和离

农户分别占了 #, %!"和 #( %!"，合计为 !’ %,"。

按照产品结构是否商品化经营对被调查农户进行分类，商品化经营农户共有 ’’& 户，占 &*"，

而自给自足型农户共有 *, 户，占 ,$"。根据农户家庭劳动力分配结构和产品结构，我们可以将全

部被调查农户分成四组（见表 $）。第一组农户的主要收入来自于传统的农业生产，主要种植粮食，

供自己食用。我们可以把这组农户称为自给自足型农业户。在我们的样本中，共有 $# 户这样的农

户，占了被调查农户的 ’’ % ("。第二组农户的收入主要来源于种植经济作物，主要包括花卉、蚕

桑、蔬菜和水果等。这组农户可以称为商品化农业户。调查中该组农户共有 #, 户，占 ’! % ’"。第

三组农户主要从事非农业生产活动，但是种植粮食供自己食用。这组农户可以称为自给自足型兼

业户。自足型兼业户共有 (’ 户，比例为 #+ %!"。第四组农户主要从事非农业生产活动，并且同时

从事经济作物生产，如蚕桑、花卉、果蔬以及畜牧等。这类可以称为商品化兼业户。商品化兼业户

共有 *’ 户，占 ,+ %!"。

表 " 农户类型分布 单位："

农户类型 主要农产品 农业户 兼业户和离农户 合计

自给自足型 粮食 ’’%( #+%! ,$%$

商品化农业户 水果、蔬菜、花卉和蚕桑 ’!%’ ,+%! &!%*

合计 $*%! !’%, ’++

资料来源：$++$ 年浙江省 $++ 户农户调查。

# %销售渠道的变化。农产品销售渠道近十年来发生了一些变化。十年前有 &$"的被调查农

户主要通过供销社销售农产品，而现在该比例下降为 #)"。其中主要原因是部分农户把产品卖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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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销商贩，统计结果显示，十年前通过供销社销售农产品，现在改为通过运销商贩销售农产品的农

户占 !"#，结果导致通过运销商贩销售农产品的农户比例现在增加到了 !$#。这一变化也从侧面

说明了农产品流通市场化和自由化的进一步深化。集贸市场仍然是农产品主要销售渠道之一，

%"#的被调查农户主要通过集贸市场销售农产品。

不同的农产品销售渠道不同。粮食主要是自己食用或通过供销社（包括粮食收购站）销售，蔬

菜水果主要通过集贸市场销售，而花卉则主要通过运销商贩销售。

（三）农业社会化服务：商品化还是合作化

农户遇到困难时的解决途径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农户在遇到困难时仍

然是求助于亲戚或朋友，但是花钱购买外部服务的农户数量在增加。提供外部服务已经成为农村

经济的一个新的商机。

当农户遇到技术难题时，在十年前有 %&#的被调查农户主要求助于亲戚或朋友，但现在这样

的农户减少到了 !’#，而向乡镇农技站、村农技员或农民合作组织求助的农户比例从 !!# 提高到

%%#。当农户遇到市场信息困难时，在十年前有 $(#的农户向亲戚或者朋友询问，但现在只有

)(#。在遇到生产资金困难时，令人吃惊的是仅有 ’#的农户从农村信用社借贷资金，)(#的农户

通过非正式途径，比如向亲戚或者朋友获取资金。一半以上农户的生产资金依靠自己攒钱。在农

忙季节遇到劳动力短缺时，大约 "(#的农户求助于亲戚或朋友。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雇佣短工解

决农忙季节劳力短缺的农户比例已从 !(# 提高到了 %!#。通过农民合作组织解决问题的农户比

例还是很小。农民合作组织的服务还停留在主要提供信息以及技术服务上。

二、农户对参加农业合作组织的意向

根据浙江大学农业现代化与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在 %((! 年做的调查，%((( 年浙江省各种农民合

作组织已经达到 % $$* 个，入社农户达到了 %(! *&) 户，占全省农户总数的 % +!#。大多数合作社的

规模都比较小，平均每个农民合作组织拥有的农户数为 *’ +* 户。$’ + %#的农民合作组织主要提供

技术交流服务和市场信息服务，只有 !! +’#的合作组织提供农产品加工服务，!! +%#的合作社提供

产品销售服务。所以，提供低成本的技术交流和市场信息是农民合作组织的主要特征，提供销售服

务的合作社还很少。

然而，本研究的调查结果表明，有 $!+"#的农户表示需要农业合作组织（表 "）。这与目前全省只

有 %+!#的农民参加各种农民合作组织的现状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在调查中，大多数农户对于参加农

民合作组织表现出了积极的态度。对于农民合作组织应该提供哪些服务这一问题，超过 $(#的农户

认为应该提供市场信息、产品销售、技术指导、信贷和肥料供应等服务，尤其期望得到市场信息、销售

和技术指导的服务。扣除未回答的农户，期望得到以上几个方面服务的农户超过 &(#。然而，表示需

要生产过程中协助的只有少数农户。对于播种和收获时的服务，认为不需要合作组织服务的农户数

比认为需要服务的农户数还要多。其中的原因之一可能是生产过程中劳力短缺问题并不严重，有

’%#的被调查农户回答不存在劳力短缺问题。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即便碰到劳力短缺的问题，农户

也可以通过亲戚或朋友间的互助解决。有 %)#的农户回答通过亲戚之间的互助解决劳动力短缺问

题，另外还有 %!#的农户选择通过雇短工解决劳力短缺问题，后者更倾向于加入农民合作组织。调查

数据表明，农户希望农民合作组织能够提供市场信息、产品销售、技术指导、信贷和肥料供应等服务。

这也可以解释现有的农民合作组织主要提供技术交流和市场信息服务是一种合理的安排，同时，现有

的农民合作组织还不能满足农户对销售服务和信贷服务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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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农户对农业合作组织的态度 单位：!

需要 不需要 合计

是否需要农业合作组织 "#$% %&$’ #(($(
入社和退社的限制问题

没有入社和退社的限制 %&$) %($& ")$’
自由退社但对入社限制 *$+ #$( %$+
自由入社但对退社进行限制 +$# #$+ "$"
对入社和退社均有限制 #+$* +$# *($%
投票权的分配问题

社员一员一票制 %"$) *($’ +’$"
根据股份决定 #%$" #,$" *&$*
根据交易量和经营规模决定 ##$# %$( #,$#
成员组成

由亲戚朋友组成 #$+ ’$# &$"
由同村或同镇的农户组成 **$’ #&$* ,($)
无所谓 %’$, #%$# +($+

资料来源：*((* 年浙江省 *(( 户农户调查。

关于农民合作组织的组织方式，表 % 显示，有 ’(!的农户认为不应该对入社和退社进行限制，

另外有 *’!的农户认为这样的限制是必要的。值得注意的是，在认为应该设置入社和退社限制的

农户中，超过 ’(!有加入合作社的意愿。+&!的农户认为，合作社在投票权上应该跟传统的合作

社一样实行一员一票制，而有 #,!的农户认为，投票权应该考虑成员的贡献份额，根据成员的交易

量和经营规模决定。这些农户大多数倾向于参加合作组织。关于合作社的成员组成，仅小部分农

户希望成员主要由亲戚组成，半数的农户认为合作社成员是否亲戚、或者是否同镇同村是无所谓

的，但仍有 ,(!的农户希望合作社成员由同村或同镇的农户组成。

农民合作组织的现状与潜在发展可能性之间的反差说明，存在着一些阻碍农民参加合作组织

的因素。其中一种可能的情况是存在着阻碍农民合作组织本身发展的因素，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使

农户想入社也没有入社的机会。这也会对农民关于参加合作组织的判断带来影响。另一个可能的

情况是农户对现有合作组织的运作不满意。例如，农民对合作社提供的产品销售服务和信贷服务

的期望与现实情况之间的反差，使他们对合作社失去了兴趣。总之，在决定是否参加合作组织时，

农户对于期望收益和成本的认知是十分关键的因素。因此，深入了解影响农户对于组织化的期望

收益和成本的认知判断因素，将有助于加深对农民合作组织现状的理解，对于制定农村组织化相关

政策措施也将有所启示。

三、影响农户对参加农民合作组织意向的因素

# $变量的选择。我们将影响农户对参加农民合作组织意向的因素分为四类：即农户属性特征、

农业经营特征、农户面临的社会经济环境、农户对农民合作组织特征的认知。其中，农户属性特征

包括性别、年龄和受教育程度等。农业经营特征又分为三个维度：农户类型特征，包括农业户、兼业

户和离农户；农户技术经济特征，包括生产经验和特殊生产投入；产品种植结构特征，包括粮食、蔬

菜与水果、花卉、蚕桑、畜牧及其他。农户面临的社会经济环境因素主要由农产品销售渠道和价格

波动组成。前者包括自给自足、农贸市场、运销商贩、供销社等。农户对农民合作组织特征的认知

主要包括农户对入社和退社的限制、合作社投票权和社员组成的态度（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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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模型的变量说明

变量 变 量 说 明 平均值

对比组：户主为男性的农户

&’( 女性为 )，其他情况为 * *+)*
对比组：户主年龄为 ,* 岁以下的农户

-#’,*.* ,* / .0 岁为 )，其他情况为 * *+12
-#’1*2* 1* 岁以上为 )，其他情况为 * *+.*
对比组：农业户

3-4%) 兼业户为 )，其他为 * *+,.
3-4%5 离农户为 )，其他情况为 * *+,6
对比组：户主为文盲的农户

’78’!’9 小学或初中学历为 )，其他情况为 * *+6)
’78:$#: 高中或大学学历为 )，其他情况为 * *+*;
!-<73’4 人均耕地面积 5+;;
对比组：主要种植粮食或从事畜牧生产的农户

=’#’>48% 主要种植蔬菜的为 )，其他情况为 * *+)5
>!"?’4 主要从事花卉生产的为 )，其他情况为 * *+)2
&$!@ 主要从事蚕桑生产的为 )，其他情况为 * *+5,
对比组：从事该主要作物生产 . 年及以下的农户

A’-41)* 1 / )0 年的为 )，其他情况为 * *+)2
A’-45* 5* 年及以上为 )，其他情况为 * *+2,
&3’$38% 有特殊生产投入的为 )，其他情况为 * *+5;
对比组：认为其主要生产作物价格波动小于 )*B的农户

34$C’5* 认为价格波动大于 5*B的为 )，其他情况为 * *+2)
对比组：农产品主要供自己消费的农户

?’%94% 主要通过集贸市场销售的为 )，其他情况为 * *+5,
%4-7’4 主要通过运销商贩销售的为 )，其他情况为 * *+)6
#"<#($-" 主要通过供销社销售的为 )，其他情况为 * *+.*
对比组：认为不应该对入社和退社设置限制的农户

’($%5 认为退社自由但应进行入社限制的为 )，其他情况为 * *+*.
’($%, 认为入社自由但应对退社进行限制的为 )，其他情况为 * *+*6
’($%. 认为对入社和出社均应该受限制的为 )，其他情况为 * *+5*
对比组：认为应根据股权决定投票权的农户

="%’) 认为应该实行社员一员一票制的为 )，其他情况为 * *+16
="%’,.1 认为应该根据交易量和经营规模决定投票权的为 )，其他情况为 * *+),
对比组：认为合作社成员应该由亲戚朋友组成的农户

9’9D5, 认为合作社成员应该是同村或同镇的为 )，其他情况为 * *+.)
9’9D. 对成员无所谓的为 )，其他情况为 * *+1)

由于产品种植结构变量与产品销售渠道变量之间存在较大相关性，模型设计了纳入产品种植

结构变量、剔除销售渠道变量，或纳入销售渠道变量、剔除产品种植结构变量等几种情景，分别计算

了不同因素对农户参加农民合作组织意向的影响。作为对比，模型 - 为全部变量的情景；模型 D
为纳入产品种植结构变量、剔除销售渠道变量的情景；模型 C 为纳入销售渠道变量、剔除产品种植

结构变量的情景。

5 +结果和讨论。模型结果表明，农户（户主）的受教育程度对于他们参加合作组织的意向有显

著的影响，但性别和年龄对农户的意向没有显著影响（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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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模型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模型 &

回归系数 ! 值

模型 ’
回归系数 ! 值

模型 (
回归系数 ! 值

()*+,-*, . /0123 . /02/4 . /053/ . /0346 . /0537 . /0388

9:; /0/41 /0/87 . /0<<4 . /0283 /0/43 /0/84

&#:</3/ . /0<68 . /0<25 . /034/ . /03<4 . /0<<7 . /0<</

&#:2/6/ . /0887 . /088/ . /0424 . /0423 . /0846 . /08/6

=&>%4 . 40821 !! . 80448 . /0717 ! . 40682 . 40867 !! . 80451

=&>%8 . /0758 ! . 40314 . /051/ ! . 403/6 . /07<7 ! . 40324

:?@:!:A /06<< 40458 /06/6 404<7 /0688 4047<

:?@B$#B 4018/!! 40168 40252 ! 405/4 40714 !! 40158

!&C?=:> /0/78 /063< /0/2/ /0317 /0/72 /06<3

D:#:E>@% /0<83 /0<5/ . /0855 . /0<37

E!"F:> /0<57 /0833 . /02/7 . /0336

9$!G /0347 /0<<3 40838 40/44

H:&>24/ . 40343! . 40<<7 . 40343 ! . 40347 . 40274 ! . 40645

H:&>8/ . 806// !! . 8044/ . 802<4 !! . 8083< . 80515 !! . 80352

9=:$=@% 40232 ! 40326 40825 40455 407/8 !! 8086/

=>$(:8/ . /02<8 . /07/6 . /0/11 . /046< . /032/ . /0616

F:%A>% . /0823 . /0<62 . /0881 . /0<63

%>&?:> . /0/53 . /0/23 /0/4< /0/48

#"C#;$&" 40<51!! 80833 40<52 !! 80<87

:;$%8 . /0/8< . /0/8< /0468 /0468 . /0/38 . /0/3<

:;$%< 40348! 406<3 4037/!! 407/2 40<57 ! 4064/

:;$%3 4037< !!! 80732 40346 !!! 8074/ 40316 !!! 8075/

D"%:4 /0284 40/37 /027< 40846 /0238 4044<

D"%:<32 408<4 !! 40574 40887 !! 40515 40858 !! 40723

A:A’8< 80464 !!! 80276 80/1< !!! 80246 80483 !!! 8026<

A:A’3 80375 !!! 8056/ 80266 !!! 80768 80326 !!! 80564

样本数量（户） 416 416 416

自由度 82 88 88

!)I JKLMJKN))O . 1/055 . 130/3 . 1/01/

>M+,PKQ,MO J)I JKLMJKN))O . 4</077 . 4</077 . 4</077

(NK . +RS-PMO 7/084 5<067 51016

注：!!!表示在 4T水平显著；!!表示在 2T水平显著；!表示在 4/T水平显著。

与农业户相比，兼业户和离农户对于参加农民合作组织的意向有负面影响，特别是兼业劳动力

43第 < 期 石敏俊，金少胜：中国农民需要合作组织吗？———沿海地区农户参加农民合作组织意向研究



占家庭劳动力的 !!"以上，但非农劳动力少于家庭劳动力 #$"的兼业户显示出显著的负面影响。

农户的生产经验有显著的负面影响，但是特殊生产投入对农户的意向有显著的正面影响。产品结

构没有显著影响。但如果剔除产品销售渠道变量，结果显示，与主要从事粮食和蚕桑生产的农户相

比，主要从事花卉或果蔬的农户更趋向于不参加农民合作组织。农产品销售渠道变量对于农户的

意向有显著影响。与自足农户、通过农贸市场销售农产品的农户、通过运销商贩销售农产品的农户

相比，主要通过供销社合作社销售农产品的农户更趋向于接受合作组织，这些农户对合作组织的积

极态度在一定程度上与他们对供销合作社的不满有关。农产品价格的波动对于农户的意向没有显

著影响。这也可能是因为农户并不指望通过参加农民合作组织减缓价格波动带来的风险。

农户对农民合作组织特征的认知对于他们的意向显示出显著的正面影响。认为农民合作组织

应该有入社和退社限制的农户，比认为应该自由入社和退社的农户更倾向于加入合作组织。这意

味着农户希望对合作社的农户设置一定的入社和退社条件限制。相对于认为农民合作组织应该根

据股权分配投票权的农户而言，认为合作组织应该依据交易量或经营规模分配投票权的农户对合

作组织的意向有显著的正面影响。认为合作组织应该实行一员一票分配投票权的农户对合作组织

持微弱的正面态度。与认为合作社成员应该由亲戚组成的农户相比较，认为合作社成员可以由同

村或镇组成的农户和认为合作社成员可以由亲戚和同村或镇组成的农户，对参加农民合作组织表

现出显著的正面态度。

四、结论和启示

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农业商品化生产引发了小规模农户对农民合作组织提供产品销售、信息

和技术指导服务的需求。半数以上的农户对加入农民合作组织表现出了积极的态度。然而，现实

中还只有 %"的农户加入了各种农民合作组织。大多数农户在碰到信息、技术、季节性的劳力不足

和生产资金不足等困难时，还是求助于亲戚或者朋友，或花钱购买商品性的外部服务。兼业农户的

增加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单个农户形成合作组织。有生产经验的农户，如花卉种植农户，不愿意与

别人分享集约种植技术也是阻碍农民合作组织发展的因素之一。从事水果蔬菜生产的农户对合作

组织的消极态度，以及农产品价格波动对农户的意向没有显著影响结果这一事实传递了这样一个

信息：由于目前农民专业协会等合作组织规模小、实力弱，在帮助农户开拓流通渠道、降低价格波动

带来的市场风险方面尚难以有所作为，农民合作组织对于迫切需要降低市场风险的农户缺乏吸引

力，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到农户对参加合作组织的行为选择。反过来，农户对参加农民合作组织的

消极态度又对农民合作组织做大做强带来制约。跳出这个怪圈的关键还在应当对农民合作组织在

制度和政策上予以鼓励，并支持农民合作组织做大做强，为之创造有利的制度环境。其次，应当研

究如何使农民合作组织做大做强的产业组织方式。

本文的研究结果还显示，在商品化集约经营上进行了较大特殊生产投资的农户对加入合作组

织有较明显的积极性，他们有可能成为合作组织的先锋者。对这些先锋者进行政策上的支持，将有

助于推动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此外，由于一部分农户参加合作组织的意向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

他们对供销社的不满，可以考虑让他们组织相应的农民合作组织以替代供销社的功能。最后，由于

农民合作组织的组织结构，如投票权分配、成员组成以及入社和退社的限制等，也是影响农户意向

的显著因素，为了吸引更多农户参加农民合作组织，合理设计农民合作组织的组织结构至关重要。

（本文为筑波大学与浙江大学合作研究项目之一。浙江大学管理学院郭红东副教授参加了调查及部分数据处

理工作；筑波大学农业经济系永木正和教授参与了调查问卷设计；浙江大学管理学院黄祖辉教授提供了参考意见，

在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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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高校教材质量的编写原则

教材整体质量主要由内在质量组成，包括思想性、学术水平、适应性、文字水平等。内在质量是教材的核心。提高高校教

材质量的编写原则，可以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加以归纳。

; +科学性原则，教材要反映科研的新成果。把近现代最新和成熟的研究成果引进教学是高等教育的基本特点。某些教

材如新兴学科的选修课和研究生教材，由于学科内容自身的特点或课程的边缘性、知识的高层次性等原因，教材本身就是科

研项目。这种项目的研究成果，既是学术成果，也是教材建设成果的结晶。参加科研实践是编好教材的关键，因为现有教材

的主要内容是前人科研实践的反映，要对前人的实践结果有深刻的理解和认识，这只有参加必要的科研实践才能达到，才可

能保持教材的先进性、科学性。同时，也要注意吸收国外先进的科学成果和有益文化，用以丰富和提高我们的教材质量。许

多在实践中已经得到非常广泛应用的科学原理和技术，必须在教材中及时得到反映。

< +思想性原则，教材要突出育人的新要求。大学要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培养又红又专的合格人才，坚持以马列主义

为指导，必须加强学生的思想教育。各种教材要体现这一要求。事实上，每个学科的教学内容都包含着思想性的因素。一般

说来，社会科学是有阶级性的，这类教材要直接体现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历史观、政治观和道德观，必须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

持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的原则。自然科学虽然没有阶级性，但都包含着唯物辩证法的哲理。我们要用马列主义的立

场、观点、方法选取理工科教材的内容，要注意恰如其分地反映我国的科学文化成就及其对全人类科学文化发展的贡献。教

材在整体上应贯穿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来阐述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基本规律，使学生在学习知识的

同时，潜移默化地受到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教育。

= +实践性原则，教材要总结教学的新经验。一本好的教材，既有编者个人长期不断倾注的心血，把纷繁的知识内容与自

己的心得进行综合、提炼，以至升华成理论，又有师生集体日积月累洒下的汗水。教材编写是知识产品的再生产、再创造，也

是教学经验的总结和提高。从发展的角度讲，教材既要有相对的稳定性，又要不断充实新内容，既有面的铺开，也有点的深

化；就便于教学来说，举例要切题，观点要正确，说理要充分，文笔要流畅，善于应用对比分析、图文结合、总结提高等方法说明

问题，要提出能引起学生思索的思想内容；就全书内容安排来说，要体现教材的系统性和逻辑性，注意各章节构成的科学性和

严密性。教材还应适当地让学生了解一些有争议的东西，介绍本学科各种流派的学术思想，让学生感触到现代科学的脉搏。

> +适应性原则，教材要适应教育改革的新发展。精选教材内容是教育改革的主要任务。由于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和知

识的更新，在规定的时间内只能给学生传授有限的知识，教材编写要适应这一教学发展的需要。为了有效控制教材篇幅，更

好地提高教材质量，在教材编写中必须正确处理以下几个关系：一是正确处理主干和枝干的关系；二是正确处理继承与更新

的关系；三是正确处理数量和质量的关系；四是正确处理先修课和后续课的关系；五是体现多专业多学科选用的关系；六是体

现因材施教的关系。

? +后瞻性原则，教材要追踪使用情况。学生掌握了整体性的知识后，才能在今后的工作实践中应用自如。高水平的教材

必须要有追踪意识。要了解学生在毕业后工作中所遇到的环境和挑战，通过调查得到他们掌握知识的多寡、重轻、用废等信

息后，再对教材进行修订甚至是全面的重新编写。

提高教材质量的编写原则还应考虑其他各个方面，但相对来说，除以上五条外，其他要求均居次要地位，或已为上述原则

所包含。以上原则相互联系，组成一个统一完整的体系。不同类型的教材侧重点有所不同，如文科及政治理论课教材在思想

性方面就要予以突出体现；基础课教材要突出体现教材的适应性；专业课教材则应更多地强调实践性、科学性等等。但这仅

仅是侧重点的不同，而不是某一个原则对某类教材不适用。为了保证教材编写质量，应该有一个完整的原则体系作指导。

（张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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