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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长利他精神与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

——基于重庆市开州区田野调查案例的分析

刘 嶺 1 璟欧 华 1 洪 涛 1 树姚 洁 2,1

摘要：本 州基于重庆 开 区文 市 4 ，对 长个典型 合作社田 理事 精神影响合农民专业 野调查案例 利他

了发展的机 进行 理 分析作社 制 论与案例 。结果表明， 专业合作 出农民 社 现的“ 英 获精 俘 ”和“空壳社”

长 力 。 长 、 力较 ，能 和利 为 切 关 当理 利 思 重 个人能 时 容易出现现象与理事 的个人 己行 密 相 事 己 想严 弱

“空壳社” ； 长 、 力较 ，象 当理事 重 个 强时 容易发现 利己思想严 人能 生“ 英俘获精 ” ；问 但如果题 理

长 力 ，有利他精 能 不足 就 易事 只具 神而个人 容 产生“ 效 作低 合 社”；只有当 长 较 个理事 同时具有 强的

力 ， ，才人能 他 神 够有效 衡 平 率时 可能 成和利 精 能 平 公 与效 形 “理想合作社”。本 结果为我文研究 国

长选拔完善理事 、 和监管机制评价 ， 义激发集体 与利他通过 主 精神，突破“委托-代理”问题， 合推动

， 大 ， 了 。作社产 稳 带 广 户增 论支撑 策 考业 定发展 动 农 收致富 提供 重要的理 与决 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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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习近平指出：“ 旺产业兴 ， 村一是解决 前提农 切问题的 ”
①
。2020 国脱贫攻坚 如期完成年中 任务 ，

民专业农 合作社（ 下简称以 “合作社”） 了中发挥 重 作在其 要 用。2020 国年全 90% 上以 村困 都贫 组建

了 ，合作社 832 计累 发展 社个贫困县 合作 68.2 ，家 接带动万 直 2197.8 贫 人 贫增收万 困 口脱
②
。 ，然而

， 了 、对 ，在实际发展 分合作社 效益 与农户的增 收带动作 不强等过程中 部 却出现 产业 低 参 产增 用 问题

了地方甚至部分 出现 “ 社空壳 ”和“精英 获俘 ” （ 丰 孙 ，益 运现象 张 和 兴 2020； ，罗干 2020）。

村 、 办 对 了 较 。 村 、大作社领 视 上 问题进 比 入 究 由 干部现有文献从乡 能人 合 人的 角 述 行 深 的研 农

少 村 村 较 （ ，户等 数乡 精 中国农 合 的治 式 李云新和 璇英主导是 作社 为普遍 理形 王晓 2017；曲承乐 任和

本文研究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的理论和实证基础及精准扶贫效果研

究”（编号：18ZDA005）支持。感谢徐鸿雁、胡琨及匿名审稿人的宝贵意见。本文通讯作者：姚树洁。

①
参见《把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时代“三农”工作总抓手》，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19/0601/c40531-31115484.html。

②
数据来源：《全国九成以上的贫困村成立了农民专业合作社》，http://www.gov.cn/xinwen/2020-07/28/content_553053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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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鹏 2018）。 ， 对 （ 东 ，有 为 能人带 发展有着 极 旭些研究认 动 合作社 积 作用 韩 等 2019）；也 一有 些

， 办研究 己行为 致发现 合作社领 人的利 是导 “ 英 获精 俘 ”和“空 社壳 ” （ ，主 因 梁剑峰 李静的 要原 和

2015； ，吕德文 2021）。 长 看重私利 题可 西方经济学 治理研究 的理事 过多 所造成的问 以用 公司 中 “委

托-代理” 来解释理论 。 长理事 社不是合作 （公司）的 有所 者， 代 者而是 理 ， 一行为其 目标不 定是为合

（ ） 大 ， 大 ，委托者 利 最 而是谋 自 的 最 化 这是 作社发展不 统理论解作社 实现 益 化 求 己 利益 合 理想的传

。 大 村 、心 村 村 ，广 农 却涌现出许 于奉献 怀 民的乡 部 带领农释 但在中国 地区 多甘 农 能人和 干 民成立合

， 一 ， 州 长 村作社发展 业 脱 致 之路 委书记 兵产 走出 条 贫 富 例如开 区 沙镇齐圣 党 熊尚 等
①
。这 因为在是

义 ，对 村 长 ， 门 了 力 ，也国 色 主 制度下 干部和理事 级部 除 考 作能中 特 社会 农 的选拔 上 察他们的工 之外

会考虑他们 治觉悟和 他精神的政 利 。 一造就 支懂通过培养 农业、 村爱农 、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

义以 体 与利集 主 他精神突破“委托-代理”理论局限性， 村这 是 面推进 振既 全 乡 兴、 义实 会主 农业现社

，也 义 。代化的重要 践创新 是 他思 国化的生动 与具体实现 理论及实 马克思主 利 想中 体现 践

，本 ， 州 村鉴于此 论模型与 相结合的 法 市 区 山地文通过理 案例研究 方 以重庆 开 的 农 土地合作社为

，案例典型 长 对 。分 事 他 神 合作 发 和 收益的影析理 利 精 社 展 社员 响 本 ，文的理论贡 马克思历献在于 以

义 义 ， 长 、 、 ， 义界观 他主 思想为 为完善理 选拔 考 制 通过激史唯物主 世 和利 指导 事 核 监管机 发集体主

， 义 ， 村 了 。与利他精 发 主 度 越性 学决策 理 支 文章在 证神 挥社会 制 优 加快实现乡 振兴的科 提供 论 撑 实

， ， ， 对面 献是 通过 体的案例研 农民专业 现的 情况 特别是 么会方 的贡 具 究 为中国 合作社所呈 各种 为什

出现“ 壳社空 ”“精英俘获” ， 找 对 ， 一问题 寻 到 和合理的 案 寻等 应的案例 答 并进 步 求实现“理想合

作社”和规避“ 作社低效合 ” ， 长 、的 路 为 策者提 激 理 他精神 推 合作社发展有效 径 决 供 发 事 利 动 和推

村 。振兴的战 现措进乡 略思路和实 施

二、理论框架

（一）理论回顾

未来 长 一 ， 小 ， 一（相当 的 段时 中国农业 产将持 主 这是中 国情之 魏在 间内 生 续以 农为 国的重要 后

，凯等 2020）。 ，思 为马克 认 “ 小 耕 ， 了采土地 用现代 改 措 的任何把 分成 块 种的方式 排斥 农业 良 施 可

能性”
②
。 ， 、 。 ， 本 义可 动农业现 化的关键在 业生产组 然而 主 经济见 推 代 于实现农 织化 规模化 在资

， 未 小 ， 大 本模式 进规模化 营 农业 的提升并 是被拥有 土下推 经 经济效益 惠及 农 而 量 地的资 “装 他进 们

的私人腰包”
③
。 十八 会强调党的 届五中全 ：“必 心持 人 为中 的 展 想须坚 以 民 发 思 ， 祉进人民福把增 、

落进人的全面 发展的出促 发展作为 发点和 脚点”
④
。“十四五” 划 求规 要 “ 小实现 农户 代农业有和现

①
详见《开州区长沙镇齐圣村党委书记熊尚兵：“今年村里旅游业还能上一个台阶”》，http://cq.cqnews.net/html/2021-03/

22/content_51285805.html。
②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64版，第 66页。

③
参见《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8版，第 700页。

④
参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17/0906/c413700-2951935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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衔接机 ”
①
。这意味着， 国要实现 化中 农业现代 ，必 义须探索 有 色 社 主 农具 中国特 的 会 业现代化道路，

， 大 。农业高 展 同 使发展 果 正 广 农民在推动 效发 的 时 成 真 惠及

小 （ ，合 社能有效推 组织化和 山和 烂作 动 农生产 规模化 邓衡 王文 2014）， 本降低生产 市场风成 与

， 力（ 啸，险 高市场 恒和胡凌提 竞争 周应 2016）， 、的分红方 实 联 带 农户通过合理 式 现利益 结 动 增收

（ ，刘同山和苑鹏 2020），对 小 义， 义实现 农 现 农 的衔接 有 要 实现社会 农业现于 户和 代 业 具 重 意 是 主

代化 织形式的有效组 。但是， 了一社在 过程中却出中国合作 发展 现 些“空壳社”与“ 英俘获精 ”现象。

“ 社空壳 ”是指在 上合规存法律形式 在，但 质 经 活动没有实 性 营 或收入的合作社
②
（ 等苑鹏 ，2019）；

“精英俘获” ， 长 大 势是 在 作社发 过 中 或经营 户 用各种优 获 经营利润指 合 展 程 理事 利 取过多的 或收益

了 大 。占 广 利益的现象而挤 社员

一 咎 长些研究试 将这些 理事 谋私 素现有 图 现象归 于 行为等因 。基于“委托-代理”理论， 长理 作事

， ， 义 ， 大 （理性 生机会 为 利 合作社 现 员 最 化的目 梁巧和为 人 为谋取个人利益 发 主 行 不 于 实 社 利益 标

，黄祖辉 2011）。 一 ， ， 了研究指出 不是 民自发联合 的 而是为 合地方还有 些 部分合作社 由农 形成 迎 政

， 较的需要而 样的合作 比 现府政绩 形成的 这 社 容易出 “ 壳空 ” （ ，象 蒋现 颖和郑文堂 2014； ，吕德文

2021）。 来 ， 长 ， 长 村 、 对体 说 在 利 思 严重的 况 被 担任理事 干部 能人 发具 理事 己 想 情 下 推选 的 展合作

的积极性社 不高， 择选 消倾向于 极、 作为不 ， 较合作社 易沦为比 容 “有 牌招 、无产业”的“ 社空壳 ”。

， ，也 长 力、 、 本 势，另外 在 展过程中 能 事 借 身在 过多占合作社发 可 出现理 凭 自 能 地位 资 等方面的优

， 大 ，作 的 源和收 牺 广 利益 出现有合 社 资 益 牲 农户 “ 英俘获精 ” 。问题 监管制度特别是在 不够完善的

， 一 （ ，情况 现象更为突 明霞等下 这 出 胡 2015）。

在 国合作 程中中 社发展过 ， 长许多 存在利己 利 特理事 同时 和 他两种 征（刘 山和同 孔祥智，2014），

也 心 大 。 长富的同 常 广 员的利 和 作 健康发展 作社理事 的 和他们在自己致 时 非 关 社 益 合 社的 合 利他属性

行为，无法被传统的“委托-代理”理论所解释， 键原因在 西方经其关 于 济学“ 人理性 ” 了假设忽视 人

。 《 》 对 《 一为动机并 是 利 马 思和 形态 中 纳 著 唯 者及的行 非 完全自 的 克 恩格斯在 德意志意识 施蒂 的 作

》 义 了 判， 义 了所 物 利己主 进 深刻全面的 为施蒂纳 己主 排除 人的其 有 中的 行 批 他们认 所倡导的利 完全

义利 属性他主 。 一 也对现有 研究 西些 方经济学“理性人” 了 判的 批 和反思假设进行 。 如例 ，郑志国（2013）

，指出 “经 理性济 人” 本 义 ， 来系说成 恒 并 图构建 模 证 是最优假设把资 主 生产关 是永 的 试 种种 型 明它

①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http://www.gov.cn/xinwen/

2021-03/13/content_5592681.htm。
②
综合各类文献，“空壳社”可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为利用国家优惠政策，套取国家补助资金，逃避税费，由公司

或大户成立的合作社，这类合作社也称“虚假社”，是一种比较极端的非正常现象；第二类是由经营不善或是人才、资

金、技术缺乏导致发展缓慢，最终出现“空壳”现象的合作社；第三类是地方政府为完成合作社数量任务指标而强行成

立的“要我发展”而非“我要发展”的合作社，由于缺乏农民的自发动力以及合作社带头人的积极性，这类合作社容易

出现“空壳”现象。本文所讨论的“空壳社”主要是第三种类型，因为这一类型的合作社能否健康发展与合作社理事长

的利他精神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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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兴亚许 2008） ，指出 “经济理性人”假设就是用资产阶级“人性”来 义社会主偷换 “人性”。

（富程恩 2007） ，必 一认为 须 立 种新确 “ 人经济理性 ” ，假说和 经济活动 的 己理论 承认 中 人有利

， 义 本 一。利 两种 代马克 政 经 学的基 设 特 在中国特 社会和 他 属性 并作为创新的现 思主 治 济 假 之 别是 色

义 ， 一 义 ， ，主 制度 产党及其 政府 导集体主 精 倡先富带 后富 这下 中国共 领导的各级 直倡 神 提 动 是马克

义 。 门 义历史唯物 他思想中 化 现 方 政部 思想作 要思 主 及其利 国 的具体体 地 党 以集体主 精神和利他 为重

长准 拔和评 合 社标 选 价 作 理事 ， 一在 定程度 能够上 解决“委托-代理” 论所提到理 的委托人（ 员社 ）和

（ 长） 一 ， 。人 理事 目标 问题 这是 国农民 社高质量 要理论和 践代理 不 致 中 专业合作 发展的重 实 创新

而然 ， 大有 究 多现 研 局限于“委托-代理” 和理论 “经济 人理性 ” 设假 ， 有研究 利 精 角鲜 从 他 神视

进行分析。一 也些有关利他 究 仅仅是考 单方 影响精神的研 虑利他精神 面的 （ 心谭智 和 智孔祥 ，2011），

对 讨 。本 一 料，缺乏 利 精神与 综合作用 于调研所 的 利 理 模型他 其他因素 的 论 文基 得 第 手资 用 论 与案例

，对 长 。本方法 理 他 神 响合作 发 的 进行系统 分析 文的研 补研究相结合的 事 利 精 影 社 展 机制 性 究不仅填

了 ，也对 、 村 、现有文 国推 作社健康发 进乡 振兴 现共同 具有重要献的空白 中 进合 展 促 实 富裕目标 的理

义。实践意论和

（二）术语界定与测量

1. 。合 社 价作 发展评 （宝 等崔 玉 2016） ， 、 三大 ，指 交易性 会 目 即出 合作社具有经济性 和社 性 标

长合作 发 要 产业效率 提升与农户社 展 兼顾 的 收入的增 。两者实现 将会 不同的发展程度的不同 导致 结果。

较 ，当合作社 时实现 与公平时同 好的效率 可称之为“理想合作社”； 较 ，当 效 表 均 差公平与 率 现 时 可

称之为“空壳社”； 较 ， 长 少 势效益 高 农 动 用不强 即 事 社员凭借 身优 获取过当 但惠 带 作 时 理 等 数 自 多

大 ，牺牲广 农 称之利益而 民利益时 可 为“ 英俘获精 ”； 对 一 ，当合 社员收入 在 定带 产作社 存 动作用 但

较 ，业发展 可称之为效益 差时 “ 效低 合作社”。 类四 同 现的不 表 合作社可用图 1 。表示

高

I

空壳社

IV

理想合作社

III

低效合作社低

低 高 公平

效

率

II

精英俘获

图 1 合作社发展类型

2. 长 力。事 个人理 能 长 力 ， 力 长事 人 差异是 致 作 展差异的 要因素 能 突理 个 能 导 合 社发 重 出的理事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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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 术、 ， ， 。 长 力充分利用 策等 发展合作社 带动农民 收致富 异难资金 人 技 政 资源 产业 增 理事 能 差

，本 采 才 长 。以用 进行直接 化 合 社 营 能 进行替具体指标 量 文 用与 作 经 有关的理事 商业经历 代

3. 长 。事 他 神理 利 精 ，本 长在案 分 中 理事 是否 动为农民谋 及是否利例 析 文以 主 取利益以 用合作社

判 ， 对 对 小取私 为利他精神 的 断依据 从 合作 非合作社 面访谈和 焦谋 利作 高低 并 社成员和 成员的面 聚 组

讨 双 。 来 ， ， 长 、得 重 证 具 是否参 作 有 劳动 利 合 社 开论中 到 验 体 说 在研究中 以理事 与合 社 偿 用 作 资源

办 判 ； 长个人公 等利己行为 程度的 断 是否 能促进更多 参与合作 并想司 作为利己 依据 以理事 尽可 农民 社

判 。方 民增加收 他精神的 依设法为农 益作为利 断 据

4. 长 。积 性理事 极 长对 。 长极性 的态度 的 作 度与合 社 效积 是指理事 发展合作社 理事 工 态 作 绩 正相

。本 长 办 。关 文以案 中的理事 是 合作社作 性高 指标例 否积极筹 为衡量积极 低的

5. 长理事 要 入决策素投 。作 农业生 投入要素为 产重要的 ， 力 术 一之间存在 的 系劳动 与技 定 替代关 ，

尤 村 、 力 本 ， 力 术 采是 农 地 升的背 农 生 过程中 多 动 型技 被其 在 区人口流失 劳动 成 上 景下 业 产 更 劳 节约

， 来 力 。 较 术 ， ，纳 替代劳动 投 技 要素可 农业 效率 增加经 益 使得社用 入 投入 多 以有效提高 生产 济收 员

长 长。 ， 术 少 力 ，与理事 盈利分红 增 但是 更 技 味 减 动 要可以通过 实现收入 多 投入意 着 劳 素投入 社员劳

下降务收入 。 本在 案 中文的 例 ， 长 采 术果理事 合 社 过程中有 先进技如 在 作 发展 用 、 术聘请 员专业技 人 、

， 长 择了 较 术； ， 长 择 较建设加 为 即 理事 选 投入 相反地 如 理事 选 例的工厂房等行 认为 多技 果 雇用 高比

，较少采 术 术 ， 长 择了社员 农务工作 先 聘 专 技 人 入更多从事日常 用 进技 与 请 业 员 则认为该理事 选 投 劳

力。动

（三）理事长利他精神影响合作社发展的机制

1. 。合 社 方利益作 各 本 村 对 。 ，以 庆 地区的合 社为研究 象 调查 重庆文 重 市农 作 根据实地 市范围内

多合 通过土地流 雇用社员许 作社 转和 ， 一中经营 业集 某 农业产 ，社员享 红与劳务 入有产业分 收 。因此，

。 来 ：一 ；二庆 的 多合 作社 社 入 要 两方面 土 或 入股分红重 市 许 作社实际上是土地合 员收 主 自 是 地 资金

力 ， 。 ， 耕 ，合作社雇用 入 这项收 位 部 究指出 合作 为农户代 地 农民是 劳动 的收 入占主导地 分研 社可 土

（ 蕊 ，务工挣得 薛凤 等通过外出 更多收入 2012）。 ， （ ）但 地 果 明 重庆实 调查结 表 在 市等西南省 市 的

村 ，村 六七十 ， 也 ， 力较 ， ， 了农 地区 为 老 人 社员 老 为 差 难以外 务工 除 低保山地 内多 岁 年 以 人 主 体 出

、 ，收入与个 的经 收入外 社员 的增加主 依靠合 雇佣的劳等转移性 体养殖 种植 营性 收入 要 作社劳动 务收

。 长 ：一 ；二非分红 理 从 中 得 益主 作社产 益 红 利用合入而 事 合作社 获 利 要通过两种途径 是合 业收 分 是

尤 术 ， 、 办社 源 技 资源间 获取收益 例 社中有偿 用合 开 私人公司作 资 其是 接 如在合作 担任职务 利 作社 或

。 一 ， 长 村 ， 长 ，揽项目等 步 当理 兼任时 理 过政绩工 获 利 例 建设承 进 事 由 干部 事 可以通 程 取政治 益 如

。智慧果园示范基地等

2. 。影响路径 本 ， 长 。认 利 精神主 通 两 径影响理 的决策从而 社发展文 为 他 要 过 条途 事 影响合作

一 ，第 精神 响条途径 利他 会影 长 。 长 ，理事 的积 当理事 不 在利他 作社产业极性 存 精神时 合 发展带

， 长 力他的预期 济 激 其 极发 而这种 经 收 与理事 人 有给 经 收益是 励 积 展合作社的主要因素 预期 济 益 个 能

。 长 力较 ， 对 来 一 、 ， ， 长理事 个人 弱时 发展合 是 项高风 工作 理事 发关 当 能 作社 他 说 险 低收益的 因此

较 ， 择 ， 来，展合 的积极性 倾向于 作为 最终 社产业难 发 至 发作社 低 选 消极不 导致合作 以 展起 甚 引 “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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壳社” 。 长 较 ， 了 ， 也利他精 个 利 外 农民 从 作 业发展中 益 将问题 如果理事 有 强的 神 除 人 益 能 合 社产 获

长 ， 长对 。激励理 为 从而促 合作 有更高的积事 积极作 使理事 发展 社具 极性

二 ， 长 。第 条途径 他精神 事 的要素利 会影响理 投入决策 ，在合作社 展 过 政 金和发 初期 通 财 资 社员

入股等渠道， 一社筹集 业 金合作 批产 资 ， 术 力用于技 入 雇 动并 投 与 用劳 。 村 力在农 地 青年劳动 外区 流、

力 本 ， 了 ， 长一 择 术上升的情 合作 济效益从而 分红收益 事 般会劳动 成 况下 为 提高 社经 增加 理 选 增加技

， 少对 力 。 ， 长也 、 ，投入 减 社 雇用 同时 事 从 治 济等 出发员劳动 的 理 有可能 政 经 个人间接利益的角度

大 术 。 ， 村耕 、 大， 大， 术加 入 是 地农 地 碎 度 实施作业 难度 技 难以 产业技 投 但 山 破 坡 农机 的 有效提升

收益， 长 术 了多技 是为 获取更 人间接利理事 投入过 可能 多个 益。前文提到， 市的土地在重庆 合作社中，

， 较 ， 术 。 长相比劳务 入 社 收 中的 导致社 体 入 降 当理 存收 分红在 员 入 占比 低 过多技 投入将 员整 收 下 事

较 ， 长 一 心 对 ， 力。强 精神时 理 将在 定程度 社员的带 更多 劳动在 利他 事 上关 产业 动作用 雇用 社员

3. 。模型设定 本文 长 对 。 长通过理事 策模型 进行详细 理事 拥有决 上述机制 说明 假设 1 位单 时间精

力，w 长 力， ；表 理 投入 精 即积示 事 到合作社发展的时间 极性 1 w 长表 理 分配给 作 以示 事 合 社 外工

力，作或闲暇 时间精 并获 益的 得保留收 ( , )s s w A ， ，其中 A 长 力。表 能 当示理事 个人 w =1 ，时

长 心 ；事 全身 投入 合作社 当理 发展 w =0 ， 长 。理事 消时 极不作为

用T和L 长分别 在合作社 业 束表示理事 产 资金约 F 术 力的 和劳下 技 动 要素投入， TP 、 LP 术为技

力动 的市 格和劳 场价 。 业 益函数产 收 为 ( , , , )w A T L ，用 长示 享有的分 比例表 理事 红 ，则1  为

，普 有的份额通社员享 [0,1] 。 力动 要 出均转换为 劳务收入假设所有劳 素支 社员 LLP 。 ，时 理同

长 尤 术 ，事 社资源 其 间接获取 额 为利用合作 是技 资源 的 外收益 ( , , )r w A T 。

用 长表 理事示 的利他精神程度， 长理事 为 谋 利 而获得 足反映 社员 求 益 满 感、自 现感等效我实 用

的程度， ≥0。 =0 长表示 重私利理事 只注 ； ＞0时， 长 他精理事 存在利 神。 了便于分析为 ，将

。效用货币利他 化

， 、 长综上所 产业收益 社员收益 数 收 函 分别述 合作社 函数 普通 函 和理事 益 数 为

( , , , )c w A T L  （1）

1(1 )m c LLP     （2）

( , ) ( , , )l c ms w A r w A T       （3）

长 ， 力 ，合作社 的 他 作或闲 时 间 存在边际 益递减效应假设理事 在开展与 无关 其 工 暇 时 精 不 收 即满

足
'( )s w ＜0且 "( )s w =0； 力 ，该收益与 关 即个人能 正相

'( )s A ＞0。 术 ， 长技 投入越多 获取假设 理事

的额 收益外 ( , , )r w A T ，越多 即 ( ) 'r T ＞0； ， 长假设理事同时 积极性w 力个人能与 A ，越 获高 得的

也 。 ， ：外 益 多 为 益函数 外 益 数为额 收 越 简便分析 设定保留收 和额 收 函

1( , ) (1 )s w A k w A  （4）

1( , , )r w A T rwAT （5）

（4） （式和 5） ，式中 1k 、 1r ，为 且常数 1k ＞0和 1r ＞0”。假设 作社在产业 的规模合 发展初期

效应明显， 长积极理事 性w 边际收益递的 增， 满足即
'( )w ＞0且 "( )w ＞0；假 合作社 展设 在产业发

才初期人 稀缺， 长 力个人能理事 A的 际 增边 收益递 ， 满即 足
'( )A ＞0且 "( )A ＞0；另外，假设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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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投入收益与技 T 力和 投劳动 入L 。 布正 关 参考相 柯 - ，道 拉 产函数 合 社产业收益格 斯生 作 函数可简

：单设为

2 2
2c k w A TL  （6）

（6） ，式中 2k ，为常数 2k ＞0。 （合结 2）～（6） ， 、 长式 社普通社员 收益函数 改合作 理事 可

：写为

2 2
1 2(1 )m Lk w A TL LP    （7）

2 2
1 1 2 1(1 ) [ (1 )]l Lk w A k w A TL LP rwAT           （8）

4. 长影响理事利他精神 积极性。 作社产业 益合 收 函数 c 于关 w 调 增单 递 ，当w=1时， 长理事 积极

办 ，兴 合作社 c 大 ；达到最 值 当w=0 ， 长 办 ，时 事 愿意领 作 产 以获得发 甚至造成合理 不 合 社 业难 展

作社“ 化空壳 ”。假设由 在于监管的存 ， 长理 以获取过高 外收益事 难 的额 ，即 1 1 0rT k  ， 据根 （8）

，式可知 在0 1w  ， 长围内 理事 个人收益 函 呈 出的范 积极性与 的 数图像 现 正U （ 力较型 个人能 强

时） 倾斜或向右下方 （ 力较个 弱人能 时）的 态形 ， 大个人 益 化 现在利 最 点出 w=0或w=1处（ 图见 2）。

， 长 力 择。因此 理事 投入可简 入或 不作为两项的时间精 化为积极投 消极 选

图 2 无利他精神时理事长积极性与个人收益的关系示意图

长 择事 的积极 取决于 为与积极 选 的收益 值理 性 消极不作 作为两种 差 R：

2
1 0 1 2 1 1| | [ (1 ]l w l wR k A TL r AT k A              （9）

当R >0时， 长事 极 展合 获得更 益理 积 发 作社将比消极不作为 高收 ， 时此 ，w =1； 之反 ，当R≤

0 ， 长 择 ， ，时 事 选 为 此时理 将 不作 w =0。（9） ，式 明 在不考虑 业资金约表 合作社产 束F且产业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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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景 好 况下的情 ， 长 力理事 个人能 A、利他精神 因素会等 影响到R。 先首 ， 力较当个人能 强时，才

可能使得有 R >0， 长对 较事 作 有 积极理 发展合 社 高 性；其次，利他精神越强， 长理事 从 乡 中造福 梓 获

，对 也 。得的满 感 强 合作社的 极性 就越高足 越 发展 积

5. 长 。影响理事 策利他精神 要素投入决 ，合 发展要兼顾 与效率 即 同时提 产业作社 公平 要 高合作社

效益 员收入与增加社 。 长 较当 事 作 积 性 高理 发展合 社 极 时（w =1）， 一 下在 定资金约束条件 ， 长理事

。素 入 策将会 响 作 公平与效的要 投 决 影 合 社的 率

假设资金约束条件为 T LF TP LP  ， 大则分别实 业收 化现合作社产 益最 、 大普通社员 最 化收益

长 大 力 ：和理 收益最 最优投入事 化的劳动 为

2c
L

FL
P

 （10）

2
1 2

1
2 (1 ) 2

T
m

L

PFL
P k A

  


（11）

1
2

1 1 2 1 1 2

1
2 (1 ) 2 (1 ) 2

T
l

L

P rFL
P k A k A


     

    
   

（12）

（10）～（12）式中， cL 大 力实现合作 产 最 的 动 要为 社 业收益 化 劳 素最优投入量， mL 普为实现

大 力通社 益 化 劳动 要 最 投员收 最 的 素 优 入量， lL 长 大为实现理 收益最 化事 （包 益和利他括个人利 精神

来 ） 力 。 （径带 用 的劳动 要 优投入量 据两种途 的效 素最 根 10）～（12） ， ，式可 精神存在知 当利他 时

三 的利益目 不由于 方 标 同， 力 一劳 投 量并最优 动 入 非完全 致，有 cL ＜ lL ＜ mL （ 监管假设由于 ，额外

较小， 村 才 ， 长 力 ，益 农 稀缺 理 个 能 使得收 且 人 事 人 不强 1 0TP rA   ）。 长记实 理事 和合作现 社产

大 力益最 化的 优投 之差为业收 劳动 要素最 入量 sL ：

1
2

1 1 2

1
(1 ) 2

T
s l c

P r AL L L
k A


  


   

 
（13）

sL 大的值越 ， 长 择 力明理事 越 意为提 益而选 投 劳动表 愿 高社员收 入更多的 。易证 '( )sL  ＞0。即

长 较 ， 择 力 ； 长 较 ， 择 少当 他 神 时 会 当理事 精 弱 会选 减 动理事 利 精 强 选 投入更多劳动 要素 利他 神 时 劳

力 术入 加技 投入投 并增 。 得注意的是值 ： '( )sL A ＜0 长 力较 较理事 个人 精神意味着当 能 弱且利他 强时，

力 。 力 术 ，会倾向于增 动 要素投 以提高 收入 但雇 动 容易造 技 入 足加劳 入 普通社员 用过多劳 成 要素投 不

。 力较 较 长 择 术 少 力作社 能 强而 精 弱 理事 往往 投 更 以减 劳动合 经济效益偏低 而个人 利他 神 的 选 入 多技

， 。入 从而导致 下降投 社员收益

， 长 ，综合 知 利 神会使理事 维护社员 益 并通 与要素投 响上述分析可 他精 更加 利 过积极性 入决策影

。 ， 力合作社 展 他 神 个人 致合作 展 现发 同时 利 精 与 能 的不同组合将会导 社发 呈 4 。不同结 为 便种 果 方

，本 力 划 。 力 ，文将个人 与利他精神 强弱两种 能 与 精神都弱时 发说明 能 简单 分为 程度 当个人 利他 产业

较 ， 长 ，对 ， 、展预期 益 低 理 虑个人私 发展积极 不 社 为 招牌效 事 更多考 利 合作社 性 高 合作 沦 有 无产业

的“空壳社”； 力 ， 长 ， 较 ，人能 强 他 神 时 尽管 事 极 产业效益 但因使用过当个 而利 精 弱 理 积 性高 好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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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 ， ，社员收入技 要素 下降 发生“ 英俘精 获” 。 ， 力 ，象 相反 当利 神强而个 能 弱时现 他精 人 合作社有

。 长 较 祉， 囿 力， 。公平而无 尽管有 高 极 民 取 但 于 效益 理效率 理事 积 性为农 谋 福 个人能 难以提高产业

长 择 少 术 、 力 ，减 要 投入 雇 更 劳 增加社员 接收入 尽管 社员收入事 选 技 素 用 多 动 以 直 在短期内 能得到提

，但合 的经济效益高 作社 较 ， 以维持差 难 长 ，期 展 陷入发 “ 社低效合作 ” 。 长 较困境 当 强的理事 兼具

力 ， ，又 。个人 与 神 合 社发 经济效 有 带 社员增能 利他精 时 作 展既能取得良好产业 益 能 效 动 收

表 1 了示展 对 长针 理事上述 个人 力能 和利他精神强弱的 4种不同组合结果。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

找寻 避免“ 社空壳 ”“精英俘获”和“低效合作社” 理论依据的 和 ，径 使更多 作实现路 合 社变成“理

合 社想 作 ”。

表 1 合作社理事长个人能力与利他精神不同组合下的合作社发展结果

合作社结果 具体表现 力人能个 利 神他精

想 作社理 合 、 ，合 社 益 动增收作 明显 兼顾公作 效 好 带 用 平与效率 强 强

精英俘获 较 ， 较效益 增收带动作合作社 好 但 用 弱 强 弱

低效 作社合 一 ， 较合 程度上带 业增收 但 济作社在 定 动农民就 经 效益 差 弱 强

空 社壳 ， 较 ， 、合 带动 差 牌 产作社无产业效益 增收 有招 无 业 弱 弱

三、案例简介

（一）案例选择

本 州 村、 村、 村、 村 对文 取 庆 区福德 关 泉秀 火焰 的 案例研究选 重 市开 面 合作社为 象。 择选 上述 4

合作 要基于如下家 社主 3 ：面考虑个方

一 州 ， ， 、 ， ，是 区曾为 困县 境内 和丘陵 农 破 不 于 模经开 国家级贫 多为山地 地 碎 分散 利 规 营 劳动

， 村 六七十 较 ， 较 ，农 地区 老 比 这些老 难 出 合作社劳 雇佣是其重人口流失严重 岁的 人 多 人 外 务工 务 要

。 ， 州 村 大 ，机会 实地 括开 内的西南山 地区的合 社 多是 坚期间的工作 调查表明 包 区在 地农 作 在脱贫攻

、村在 支持乡镇政府 “两委” 。 东 ， 了扶动 的 部 海地 多地承 兜推 下成立 与 沿 区相比 这些合作社更 担 贫

、 村 。 ，保 农 老年 口 活 要功能 因 以底 障 人 生 的重 此 州 对 ，开 区的农 作社作为 原贫民专业合 研究 象 研究

村 ， 一区山地农 的 社产业发 及巩固 成果问题 典型性困地 合作 展 脱贫攻坚 具有 定的 。

二是 4 村 办，村 长， 村 办合 为 会 干部 入理解 合 社 何发家 作社均 委 领 担任理事 这有助于深 委领 作 如

， 村 ， ， 义 。 ， 长挥 层 组 用 带动农 展 实现农民 中国社会 理事 均为基 党 织作 发 增收 突出 主 特色 同时 虽然

村 ， 较大 ， 村 对 长 。干部 但 他精神上 具有 差 除 干部身 他精神及 决 响在利 却 异 可以排 份 理事 利 其 策的影

三是 4 ， ，家 作社 定分红 时 参合 均为土地合作社 在制 制度 均 照 州开 区农 提 的 专业合作委 供 农民 社

本章程样 ， 权即合 产 的作社持有 49%、村 权集体 有产经济组织持 的 51%， 免因分红制 同而造成避 度不

长 择 。事 选 不理 同

（二）调研情况

对队研究团 州 村、 村、 村 村重庆市 关面 泉秀 火开 区福德 和 焰 的 了作 进合 社 行 3 ，次实地调查 调查

为时间分别 2020年 10 、月 11月与 2021年 3 。每 调查时月 次 间 5～7 ， （天 查调 队员 4～5 ）人 入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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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 对 村 ， ， 较 、当 民宿或 旅店 农 形成直 访更 干部和农户 为全面 系地 旨在 当地 观的体验 走 多的 得到 统

。 ， 。 对 、 （ ）、村、的认识 以半结构 主 非结构 访 访 象 括区研究方法 式访谈为 式 谈为辅 谈 包 镇 乡 合作

和按社主管干部 “等距离”原 随 抽样的 员 非 的农户则 机 社 和 社员 。访 方式以谈 “1对 1”为主，以“聚

小焦 组” ， 对 ， 小 讨 一 。为辅 在获 人观 同时 通过聚 论得到进 的验证取访谈 象个 点的 焦 组 步 和补充

： 村 本 ， ， 、村 、 长对查内容包 会经济基 况 作 发 现状调 括 案例 社 状 案例合 社 展 乡镇领导 干部 理事

长例合作 展 态 以及理 个 工 历等案 社发 的 度 事 人 作经 。 料收集 资 主要包括的 ： 展的文字合作社发 、图像、

， 、村 、 、 ， 、 、村录 政 作人员 干部 社负责人 座谈录 录 从区 乡 委视频记 府工 合作 的 音 文字记 两级政府

料会获得 合 业 展 关材的 作社产 发 相 ，通过网络、新闻、 料渠道收 有 案 合作社 补 资报纸等 集的 关 例 的 充 。

大调查的 致 况如表田野 情 2 。所示

表 2 田野调查资料采集说明

调查地点 调查时间 对调查 象 形式调查 内容调查

村福德 2020年 10 、月 11月
长合作社理事 、村干部 5人，合作社农户

24 ，户 非合作社农户 12户
对面 面访谈

村 、现 合庄 状 案例

、社 展情作 发 况 农

、民入社情况 农户

对合作社 价的评

村面关
2020年 10 、月 11 ，月

2021年 3月

长副乡 、 长合 理事作社 、村干部 6人，合

作社农户 12 ，户 农户非合作社 6户
对面 面访谈

村泉秀
2020年 10 、月 11 ，月

2021年 3月

长、 长、村副乡 合作 事 干部社理 4 ，人

作社农合 户 12 ， 社农户户 非合作 6户
对面 面访谈

村火焰
2020年 10 、月 11 ，月

2021年 3月

长、 长、村合 社 事 干副乡 作 理 部 6 ，人

合作社农户 16 ， 作社农户 非合 户8户
对面 访面 谈

（三）案例介绍

1. 村柑橘 。福德 种 合 社植 作 2016年 8 ， 村 柑橘 ，福德 成立 植合作社 注月 种 册资金为 580 ，万元 吸

纳社员 1380 ， 长 力期劳户 雇用 动 168 （ 本村 ），村 长。均为 合作社社 支部书记 任理事名 员 党 担 截至

2020年 11 ， 扶该合作社 持补助资月 利用上级 金 357.83万 筹 金元和自 资 110 ， 大元 聘万 请西南 学等单

划 训， 柑橘产业规 户 建 智慧 园位进行 与农 培 设 3700 ， 计预亩 2022 丰 ， 计进 期 预 年产年 入 产 值 2500

。 ， ， 村 了万元 同时 围 光农业 福绕休闲观 德 确立 “113” （发展产业 道路 1000 ，亩稻鱼共生产业 1000

头 ，肉牛养殖 业产 3000 柑橘 ）。亩晚熟 产业

2. 村 。面 美香桃 社关 种植合作 2019年 1 ， 村 ，村月 关 成 桃 植 作社面 立美香 种 合 党支部书记担任理

长，注册资事 金为 100 ，万 吸 社员元 纳 123 ， 力户 用 员雇 社 劳动 100 。人 截至 2020 ，年 该合作社底

扶利用 贫资金 66.8 ，万元 建成美香桃园 557 ， 计预亩 2021 ，年 投产 年产量正式 可达 100 ，吨 可实现

产值年 60 ～万 100 。万元

3. 村木 。香种植合泉秀 作社 2017年 5 ， 村 木 ，泉秀 成立 种 社 册 金为月 香 植合作 注 资 100 ，万 吸纳

计社员总 168户， 有基地 社其中 务工 员 32人，村 计 长会会 担任 事委 理 。 至截 2018年底，该合作社的

木香种植总面积达 2 ，其中直管万亩 土地面积达 1500 ， 木亩 当 产值达年 香 570 。万元 在 2020年 11

， 长 ， ， 。月的调研 理事 介 社正在建 工厂房 筹 申 区 产 园区中 绍 该合作 设药材加 备 请成为 级 业

4. 村 。火焰 黄连种植合作社 2017 ， 村 ，年 火焰 黄 种 合作社 册 金成立 连 植 注 资 100 ，村党支部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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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书 担任理事记 ，吸纳社员 339户， 力雇用合作社社员劳动 36人。截至 2020年底，该合作社利用财

政专项资金 40 ，万元 建 地成黄连基 40 ， 计亩 预 2022 ，年正式产出 5 一 ，年产出 次 值产 达 55 。万元

表 3 了纳 述归 上 4 本 。个案例合作社的基 情况

表 3 案例合作社的发展情况

合作社
规产业 模

（ ）亩

产值年

（ ）万元
划发 规展

社员

（ ）户

力雇用劳动

（ ）人

社员户均产值

（ ）万元

村福德

柑橘种植合作社
3700

2500

（ 计）预
“113” 业发 路产 展道 1380 168

1.81

（ 计）预

村关面

美 种植合作香桃 社
557

60～100

（ 计）预
无 123 100

0.49～0.81

（ 计）预

村泉秀

木 植合作社香种

20000

（直管1500）

570

（2018年）
心建加工厂 数兴 和 据中 168 32

3.39

（2018 ）年

村火焰

黄 种植连 合作社
40

11

（ 计）预
无 339 36

0.03

（ 计）预

四、案例分析

（一）合作社发展比较

本 。 ，本 、 、效率与 两 面 估案例 作 的 状况 在产 效率方面 文 值部分从 公平 方 评 合 社 发展 业 以规模 产

划 。规 作为 指标 表效率的评价 根据 2 ， 来 ， 村、 村、 村 村可知 从产 模 看 福德 面 泉秀 作业规 关 和火焰 合

社产业 为规模分别 3700亩、557亩、20000亩（ 管直 1500亩）和 40亩； 来从 济 益 看经 效 ， 村泉秀 合

作社 2018 产值年实现年 570 ， 村、 村 计万 德 面 作社预 产 分 现元 福 关 合 投 后 别实 2500万元和 60 ～万

100万元的年产值， 村 计合作社预而火焰 年产值 11万元。 来从户 值 看均产 ， 村福德 合 为作社 1.81万元，

计 计 ， 村按 产值 算 社为预 关面 合作 0.49 ～万 0.81 ， 村万 作社为元 泉秀 合 3.39 ， 村万 火 社元 焰 合作 为

0.03 ； 划来 ， 村 村 ， 村 村万 从产 作社均 晰 产 发展思 关 和 合作元 业规 看 福德 和泉秀 合 有清 的 业 路 面 火焰

。 来 ， 村 村 村 村 。社产 发展思路不 体 看 福德 社产 展优于关面 焰 合作社业 够明确 整 和泉秀 合作 业发 和火

， 本 大 较 ，未 ， ，公平保 于 文研究 合作社 多 立 投 分 数据在 障方面 由 中的案例 建 晚 正式 产 红 缺失 且

较 ， ，本 （ 力红收入 低 此 以社员 均 用 雇用社员 动 人数如前文所述分 占比 因 文 户 雇 人数 劳 /入社农户数）

为保障公作 平、 的指带动增收 标。 村德福 、 村关面 、 村 村泉秀 焰 合作社 别雇用和火 分 社员 168人、100

人、32人和 36人，社 用人数分 为员户均雇 别 0.12人、0.81人、0.19人和 0.11人。 村关 合作面 社无论

。总数还 员 均 用人数 都 现 好是在社员雇用 是社 户 雇 上 表 得更

来 ， 村 ， 村初步 看 德 合作社产 现最好 关 带动 方面优于其福 业效益表 面 合作社在 社员 他 3 村的合个

作社， 村 对秀 合作 产业效率泉 社相 兼顾 与公平， 村 对焰 合作社 经 与 员 动方火 在 济效益 社 带 面均相 不足。

了 一 。结论在 中 到 访农户 致 同这些分析 调研 得 受 的 认

（二）利他精神影响理事长带动合作社发展积极性的案例分析

长 。的利他精 是影响其带 发展积极 素理事 神 动合作社 性的重要因 4 长个 合作社的理 合作案例 事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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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社成 阶段表 程度的积立 现出不同 极性 福德 合作社 长 ，理 积 合 社 立 曾事 极推动 作 成 在 2个月内组织

大小 议召开 会 130 ， 村 习 计次 带领 和 表 出参观 累 程农民 代 外 学 里 5000 。 村 长里 关面 合 社理事多公 作

扶 ， 、 ，率先 贫政策 邀 家实 察 取样检验 业指导 积 动员农 香桃响应产业 请区农委专 地考 和产 极 户成立美

。 子 ， 村 长 村种植 克服药贩 价 秀 作 理事合作社 为 压 问题 泉 合 社 向 “两委” 议 ，抱团发建 成立合作社 展

力体 逐 访谈调身 行 户 查，并 上 求宣传与 金支持以化 虑向 级请 资 解农民疑 ，使得合 最初作社成员由 的 62

增加到户 168 ， 一 长 ，户 有 上的受访 户受到 励和影响 入社的农 正 加半以 农 理事 的鼓 有些没有 户 在准备

。 村 长 村 较大， ，小合 社 火 员全 抱 展 度 是仅以 体 济 为依托入 作 焰 合作社理事 认为动 团发 难 于 集 经 组织

规 流转土地种模 植黄连
①
， 此以 完成上 务级交付的任

②
， 对多 访农户 加入 社的积极 不高数受 合作 性 。福

村、 村 村 长 较 ， 村 长 较 。泉秀 合作 表现出 高 积 火 合 社理德 关面 和 社理事 均 的 极性 而 焰 作 事 的积极性 低

长 展合作 积 性理事 发 社的 极 来分部 ， 一 长源于 们 从 中获取经 收益 而这 收 个人他 能 产业 济 益与理事

力 。 ，能 以 密切 如前文所述 中的及分红比例 相关 案例 4 本 ， ，本家合 社收益 基 相同 因作 分红制度 此 文

长 力 讨 对 长 。本 长析案例合 社 人 而 论分 影响 文 事 否 有只分 作 理事 个 能 不 红制度 理事 积极性的 将理 是 具

力 。 村 村 长 ， 一经商 历 为 人能 高低 评价指标 福 合作社理 经商 具备经 作 其个 的 德 与泉秀 事 均有外出 经历

力。 ， 村 长 ， 、定的经 其中 福德 作社理 圳等地经 务涉及销 水 工 和营能 合 事 曾到深 商 经营业 售 果 承包 程

办 ； 村 长 长 东 。 村 长 长工厂 期在 莞 水 批 经营 关 合 社 曾 期在广开 等 泉秀 合作社理事 则 从事 果 发 面 作 理事

东 ， 村 长 村 。 长 ， 村为建筑工人 合作社理 经营 与前两位理 比 关面 合作 谋生 火焰 事 早年在 内 超市 事 相 作

村 长 力较 。 也 ， 村社和火 理事 的商 弱 从合作 发 可 看 福德焰 合作社 业经营能 社 展结果 以 到 合作社和泉秀

村 较 。 ， 村 长 ， 村 村发展 好 事 表 与火焰 作 理 比 福德 合 社与泉秀 合合作社 上述 例 明 合 社 事 相 作 作社理事

长 力较 ， 较 ， 长也 较 ， 长的个人能 业发 期 好 理事 将 高的经济 益 理事 社强 合作社产 展预 获得 收 发展合作

较 。的积极性 高

村 村 长 力 对 较 ， ，合作社与 焰 理 的 人能 的积极 然 同关面 火 合作社 事 个 虽然相 都比 弱 但两者 性截 不

。 村、而导致 家 作 产业发展 在明显差距从 两 合 社的 存 关面 火焰村合作社产 为业规模分别 557亩和 40

， 大 。 对 来 ， 村、 村 （耕）前者明显 于 从相 面积 关面 火 土 地亩 后者 看 焰 分别有 3242亩和 3256 ，亩 合

转入土地 积 别作社 面 占比分 为 17.18%与 1.23%。 村 较少焰 合火 作社转入土地 、 较小模 的原产业规 因之

一 长 较 。 村 长 较 ，是 事 极性 低 焰 作 事 认为合 社抱团发展 愿意动员理 积 火 合 社理 作 难 因此不 农民流转土

， 大 。 ， 村 长 议 ，也地 扩 社规模 相比 关面 合作 理事 不 开会 为农 惑 咨询相合作 之下 社 仅积极召 民解决疑

， 。农 积 为 业发关 业专家 极 产 展寻求出路

长 力 对 ，理事 在 能 低 情况下 展 出 的积极性 是由他们的 差别上述两位 个人 相 的 却 现 不同 这 利他精神

。 村 长 ， ， 心造成 合作 事 的交谈中 他之所以 看好合 是因为担的 在与火焰 社理 得知 不 作社发展 黄连种植

， ， 。对 ，有风险 作 法 承 相 责任 请产业 资 于 作社发 火为 人需要 担 应 因此曾放弃向上级申 发展 金 合 展 焰

村 长 ， 长 。 对 ， 村合 理事 更看 个人得失 而 的 期发展 明 比 关面 合作社作社 重 非合作社 与之形成鲜 的是 理

①
笔者在调研中了解到，火焰村普通农户种植黄连的规模一般为50～100亩，而该村合作社黄连种植面积仅为 40亩。

②
据火焰村、关面村的村干部介绍，区政府有关部门要求，各村需依托产业发展成立相关集体经济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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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术 力 ， ， 来在缺乏相 专业技 的情况下 发展合作 他 作 发 总的事 关 与商业能 依然坚持 社 认为合 社 展 说是

的有利于当地农民 ， 一农民 在 园 务工可 获 定通过 桃 内 以 得 收入，因此即使 业很可能低 亏损产 效益甚至 ，

办 。他仍 作社然坚持开 合 “ 了， 少村 了亏 至 民还是 务收入就算 赚 劳 ”， 。这 他的原 社正式是 话 在合作

， ， 村 长 、 菜，投 加农户收 关 社 事 桃园 售收入 给 体产前 为增 入 面 合作 理 在 内套作土豆 蔬 并将销 分配 全

员社 。此外， 合 社 雇佣中在 作 劳务 ， 村 长 尤关 合作社理事 务机会让 其是 户面 尽量将劳 给其他社员 贫困 ，

村 长而火焰 合 理事 直接 与合作作社 参 社劳动，并在 2020年合作社 52150 务费中赚元总劳 取了 2100元。

， 较 村 长， 村 长 来 ，出 于 焰 合 理事 更 合 社 社员带 利可以看 相 火 作社理事 关面 合作社 注重 作 给 的 益

也 大 。 村 长 心 ， 择因 有更 的积 性去发展合 焰 合作社 个人 受损 选 消极此 就 极 作社 而火 理事 过于担 利益 不

，为 使得合 社出现作 作 “空壳化” ， 一 。象 这与前 型分析结 致现 文理论模 论

（三）利他精神影响理事长生产要素投入决策的案例分析

长 术 力 。本 村、 村利 精 是影 策的重 素 分 福德 关 和 秀理事 的 他 神 响其技 与劳动 投入决 要因 部 以 面 泉

村 。 本 ， 。社为例进 说明 在 文案 收入主要 和劳 入组成 由于 人均土合作 行 例中 社员 由收益分红 务收 农民

少、 ， 术 一 ，地 地破碎 入不 定能 高产业效 从 农 的 益分土 分散 技 投 够显著提 益 而增加 民 收 红 且自动化技

术 了 对 力 ， 了 （ 大 ）降低 合 劳 的 求 挤压 些 以 务工的老 社员 占社员的投入 作社 动 需 那 难 外出 年 的 部分 通

。过劳动获 间取收入的空

村、 村 村 ， 了 长对 择 。 村在 关面 和泉秀 社中 出现 事 要素 明显差异 社福德 合作 理 投入选 的 关面 合作

长 力理事 偏 于 多 动 入向 使用更 劳 投 ，还把桃园管护工资从 70元/工日提升至 100元/ 日工 。 比之下相 ，

村 村 术 。 村 村 计、 长 ， 村秀 福 作社更注 技 要素投入 委会 现合 绍 该泉 和 德 合 重 据泉秀 原 作社理事 介 目前

正在积极建设 700 米 ， ， 木 大平方 的粗 工厂房 庆市中药 开合作 建 香 业余 加 同时与重 研究院展 设 数据产

， 木 ，对木 、 、 。 村安 香溯 材生产 销 等 节开展 踪 务 合作社园 装 源系统 香为主的中药 加工 售 环 跟 服 福德

长 ， 村 术 。 ， 村 长理 介绍 该 合作 字技 建设 两者 的是 福德 合 理事 更注事 社应用数 智慧化果园 不同 作社 重

少 力 本、 术 。 村 长 ，未来 术 ， 一 少减 人 成 化技 水平 社理事 表 将 升 进 减提升智能 福德 合作 示 通过技 级 步

力 。 村 长 、 术雇 社理事 加 重 入延伸 业 提 加值的技 提高产业效用劳动 数量 泉秀 合作 则更 注 投 产 链 升附 以

， 少 力 本 。通过减 劳 产业 而增加利润益 而不是 动 投入降低 成 从

长 。 村 村 长理事 在要 投入决 同与其利 密切关系 德 合 社 事 都上述 素 策上的不 他精神有 福 与泉秀 作 理

较 术 ， 较 力， 术 。为他们 的 人 营能 能 通 增 投入提高 业收入 在比 注重技 投入 这是因 有 强 个 经 够 过 加技 产

术 择 ， 村 村 术 来 少 力 ，技 福德 合作 作社 重利用技 投 劳动 需求 种差异路径选 上 社比泉秀 合 更注 入 减 这 是

长 。 ， 村 长 对理事 的利 决定的 根 调 合 社 事 更 利益的由两位 他精神所 据 研 福德 作 理 注重合作社发展 个人

。 ， 村 长 术 ，而 视 员利益 先 德 社理事 表 将通过技 升 作社经济影响 轻 社 首 福 合作 示 级提高合 效益 从而提

本 ， 一 术、 少高包 在内的合作 理层的薪 而这些 升在 定程 引入智能 技括 人 社管 资 效益的提 度是通过 化 减

对 。 ， 才 。的 动 用而 说 劳务 而 收 分红 是 员 收 要部分 其社员 劳 雇 实现的 但正如前文所 收入 非 益 社 增 的主

， 村 长 、 大福德 合作社 合作社通 财政 等方式获取 金购置 量 进农业次 理事 依托 过现金入股 支持 的资 先 设

， 义 了一 ， 大此基础上 成立 家智 农 公 并 访谈 设备投备 并在 以个人名 慧 业开发 司 在 中表示会加 合作社的

， 也 大 。 ， 村 长采 术 一有 于 展壮 他 己 公 次 福德 合 社理事 用先 智慧果园入 这 助 发 自 的 司 再 作 进技 建设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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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 大 。受到 颁发的个人 称号的激 在访谈 次谈及希 代表 据政定程度上 政府 荣誉 励 中他曾多 望成为人 府

， 村 长 ，有 透 福 理事 果园成 著 推 为关人士 露 德 带领合作社发展智慧 果显 被 荐 “重庆 脱 攻 进个市 贫 坚先

人” ， 落 。 ， 村 长候 人 但由于纪 终 选 上述 德 合 理事 为农民 的利他精选 律问题最 事例表明 福 作社 服务 神

较 ， 了 。 ， 村弱 发展 多是为 个 政治利益 此 尽 福 合作合作社更 人经济和 在 情况下 管 德 社的产业经济效益

较 ， 势头 ， 对 ，发展 强 社 的 业带动 增 作 强 存在好 劲 但 员 就 和 收 用不 “精 俘获英 ” 。问题

较 村 长， 村 长 较 。 村相 作社理事 理事 强的利他精 泉秀 合作 成立初于福德 合 泉秀 合作社 有着 神 在 社

， ， 择 。 ， ，户担忧产 况 选 不加 合 消 农 疑虑 户市期 部分农 业发展状 入 作社 为 除 民 实现抱团发展 增强农

议 力场 风 抵 能价与 险 抗 ， 村 长 采泉秀 作 理 新性地 用合 社 事 创 “ 产基地生 +会员”模式， 分农户无让部 需

， ， 。 一 了地入 以会员身份 合作社 就 参与合 润分红 这 得到 许多现金或土 股 仅 加入 能 作社的利 创新机制

， 。 ， 村 长 ，户 在 访 户的 可见 泉 作 理 在合作 发 过农 支持 这 受 农 访谈中得到验证 由此 秀 合 社 事 社 展 程中

对 ， 。 ， 村 长 择注重合作 普通农户的 具有明显 此外 合作社理事 有选 自社 带动作用 的利他精神 泉秀 并没

动化、 大 少 力 术信息化 动 需求的等 幅减 劳 技 ， 地制宜而是因 ，通 发 工工 等 式延过 展粗加 厂 方 伸产业链，

。 较 力 村 长 ， 村经济效 兼 强 人能 与 他 神 秀 合作社 事 带领下 泉提高合作社 益 在 具 个 利 精 的泉 理 秀 合作社

， ， 了 。经济效益 通社 产增收 合作 发展兼顾 平与效良好 带动普 员增 社的 公 率

， 力 对 也 。 村 长有利他精 能 相 不足 样 合 社 展 关然而 只 神而个人 同 不利于 作 发 面 合作社理事 个人能

力较 ， 。 ， 对弱 难以 产 效 但由于 在 他 他看重合 社通过劳动 就业和收提高 业 益 存 利 精神 作 雇佣 社员 入的

， 择 力。 术 、 ，而选 更多劳动 但 技 投入不 缺乏专 作社在桃 平方面影响 从 使用 由于 足 家指导 合 园管护水

。 ， 、 ， 对有 提 组 员 现 桃 害防治 时 问 这将 合 社 济待 高 调研 成 发 园存在种植过密 病虫 不及 等 题 作 经 效益

一 。 也 术 。 村 ，产生 定负 影响 受访农 切需要植 指导 合作社尽管 公平 在面 户 表示迫 保专家的技 关面 注重

了 ， 长 ， 了短 内实现 的增加 但 效益不足 支 展 现期 农民收入 产业经济 以 撑 期发 出 “ 效合低 作社” 。困境

（四）案例研究再思考

， 长 了 。 长析表明 的 他 神在合 社 展 中起到 至 重要的作用上述案例分 理事 利 精 作 发 过程 关 当理事 利

较 ， ，他精神 弱 私利 作社容易发只看重个人 时 合 生“ 壳化空 ”或“精 俘获英 ” 。 来 ，问 理事题 具体 说

长 力较个人 出现能 弱容易 “空壳社”问题， 力较强 缺 利他而能 但 乏 精神则容易出现“ 俘获精英 ”问题。

对 ， 才 ，以 针 作社发 困 的 中 过于强 合作社组织 上的问题 出加在 往 合 展 境 研究 调 制度与人 并片面地提 快

、 一 办 议。 议作社成立 吸 能人领 合 社等建 及相关政 然可以解合 引 批 作 这些建 以 策措施虽 决“空壳社”

题问 ，一 产 效益批 业 好的合作社得以诞生， 了 长但忽略 的 他 神理事 利 精 ，导致“ 英 获精 俘 ” 加剧问题 ，

大 。合作 发展成果没 惠及广 农社 有很好地 民

村 尤 ， ， 也兴 其 业振兴 合作 新型经营 体的组 用固然重 重视推动乡 振 是产 社等 主 织保障作 要 但 应当

长 义 。提高 作 的 体 精神合 社理事 集 主 和利他精神 “精英俘获”现象 长对 ，源 事 人 益的追 是于理 个 利 求

方 学公司治 研究中普遍西 经济 理 存在的“ 托委 -代理”问题， 一 计难通 制设 得到解这 问题很 过机 决。为

了 一解决这 问题，实现合 在效率与 的平衡作社发展 公平方面 ， 长需 在 拔要 理事 选 、 价评 、 励等激 方面，

长 义理事 集 精 和 他精神注重培养和激发 体主 神 利 ， 义 势分 挥 特色社会 制度优充 发 中国 主 ，克服“委托-

代理”机制性障碍， 对 村面推 振兴这 中国全 进乡 、 义实现共 裕目标有 非常重 和实践意同富 着 要的理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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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 ， 了 。 十期的社会 经 过 中 的奉 要性 俄 革 胜在国际早 主 济建设 程 人 献精神就展现 它的重 国 月 命 利

， 、 ， 六 义 。对 ，后 为迅 恢 经 展生产 莫 科等地的工 组织在星 动 此速 复 济 发 斯 人曾自发 期 进行 务劳 列宁

了 ：给予 高度评价 “ 、 大、 、 义 ，是比推翻 产阶级 重 更深刻 意 的变革 开这 资 更困难 更 更有决定 的 端 因

、涣 小 义， 本 义 习这 战 自身 己主 战 恶 资 遗留给 农 这为 是 胜 保守 散和 资产阶级利 胜万 的 主 工 的 些 惯”，

“当这种胜 获得巩固时利 ”，“ 义才 可战胜共产主 不 ”
①
。

义 ， ， ，尽 于社 初级阶段 不 要求每个 都无私 献 但是 中 带管中国还处 会主 可能 人 付出和奉 国共产党

小 心 。 村领全国 民 面 和 同富 有改变 推 乡 兴既要 虑 阶人 实现全 康 共 裕的初 和使命始终没 全面 进 振 考 现 段

人利益问个 题，也 门要在相关党 持引导下政部 的支 ， 动后鼓励先富带 富， 村发农激 “能人”利 神他精 ，

大 ， ， ， 。发展壮 作社经 产规模效 益分配制 实 富 目合 济 提高生 益 完善利 度 现共同 裕 标

五、结论与建议

本 州 村 ， ， 讨文基 野调查 理 模 与案例 究 结 方法 探 利 精神于重庆市开 区的乡 田 通过 论 型 研 相 合的 他

长 ， 。本如何影 展合作社 要素 决策 进而影 作社发展 的研究 局响理事 发 的积极性与 投入 响合 文 案例虽然

村限于重 地农 土地 作庆市的山 合 社， 也 较少取 案 比所选 的 例 ，但 的能够体现理论分析中 4种不 况同情 ，

力 长 对 。够 地证明 事 他 合作社发 的影响及其能 有 理 利 精神 展 实现路径

本 ， 长 力较文研究发 事 的 能 弱并缺乏 精神将会 致现 合作社理 个人 利他 导 “空壳社” ； 长事现象 理

力较个人能 思想严重 造强但利己 是 成“ 俘精英 获” ； 长 力一的 因 理 的利他动 事 个人能 般但有明显 精神

，虽 有 于合作 公 发 却容易出然 助 社 平 展 但 现“低效合作社” ； 长 力较个人能 强 他现象 理事 且有明显利

精 产生神是 “理想合作社”、 。 ，本兼顾公平 效率的 因此 文认和 重要基础 为 长 力理事 的个 能合作社 人

精 是 展和利他 神 发 “理想合作社” 必 ， 力 ， 长别是在 能 定 前提下 事 利 神的 要条件 特 个人 特 的 理 的 他精

成为影 合作社发展 素响 的重要因 。对 长 ， 长 一于理事 价 应 承认理事 追 人利益这的选拔与评 当在 求个 现

实前提下， 力 ， 村 长 ， 长考虑个人 同时 提高 部 社 事 政治在充分 经营能 的 干 和合作 理 的 站位 激发理事 的

义 ， 落 ， 力 村 。主 和利 神 实 共同富 为 发 脚点 奋 推 乡 振兴集体 他精 以 现 裕 出 点和 进

对 大力 、 、 村 义：上述 合作社 发 脱贫 成果 推进乡 具有重要 政策含结论 依托 展产业 巩固 攻坚 振兴 的

一 村 长 。 长干部和合 的选拔和 养 他 神 够激 积是要完善 作社理事 培 制度 利 精 能 发理事 发展合作社的

极性， 有 于 员的决做出 利 社 策， 力提 合 治理能高 作社 。 门 一基 党政部 要认 懂农业层 真选用 批 、 村爱农 、

村 ， 义 ， ， 义庄能 强马克思主 提升他们 政治责 意识 激发 利他精爱农民的 人 加 教育 的 任和担当 集体主 与

， 力 、 村 ，努力 习 术 ， 大神 励 他 自 生 发 经营知 动 农 实现共鼓 和引导 们 更 展农 产业 学 专业技 和 识 带 广 民

， 村 力。为 振 入强劲动富 乡 兴注

二 。 、要建立正确 发展考核 作社 展目标是实 业高效益 展 带动是 的合作社 评价机制 合 的发 现农 发 农

。 长 ，致富 现实 事 或过于 重 益 轻 产业 利益而 农民增收 中部分理 看 农民利 而 视 效率 或过于追求个人 忽略

， 。 ， 长利 使得合 社 展 兼顾公平 效率 应建立 社发展考 引导 等民 益 作 发 难以 与 健全合作 核评价制度 理事

①
参见《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版，第 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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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社管 员在合作 发展中 衡效率与理人 社 更好地平 公平 避免“精英俘获”和“低 社效合作 ” 。况情

三 长 。 长 择 ，要完 制 部分 在 作 发展中 不 为 产业发展 起是 善合作社理事 监管机 理事 合 社 选 作 导致 不

来，合作社难 农带动作以实现惠 用。 学有 监管机制应建立科 效的 ， 长避 分理事免部 “在 位不谋其 其职”

，象 杜绝的现 “空壳社” 。的发生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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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rectors’Altruistic Spirit and Cooperative Performance: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Analyses Based onCase Studies in Rural Chongqing

LIULing OU Jinghua HONGTao YAOShujie

Abstract: Based on the field investigation cases of four typical farmers’ professional cooperatives in Kaizhou District, Chongqing,

this article conducts a theoretical and case analysis on the mechanism of the directors’ altruistic spirit affecting cooperative

development.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henomena of “elite capture” and “empty-shelled cooperatives” in farmers’ professional

cooperative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directors’ personal ability and self-interest behavior. When the directors are less capable and

selfish, the phenomenon of so-called “empty-shelled cooperatives” is easy to appear. When the directors are capable but selfish, the

problem of “elite capture” is easy to occur. When the directors have an altruistic spirit and insufficient personal ability, it is easy to

lead to a so-called “inefficient cooperative” phenomenon. Only when the directors are capable, altruistic and able to balance

efficiency and fairness, can an “ideal cooperative” be formed. The research findings in this study provide important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decision-making reference for China to improve the selection, evaluation and supervision mechanism of cooperative

directors, stimulate collectivism and altruism, break through the “principle-agent” dilemma, promote the stable development of

cooperatives and drive the vast number of farmers to increase their incomes.

Keywords:Director;Altruistic Spirit; Fairness; Efficiency; Farmers’ProfessionalCooper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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