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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历史演进

与多样化实现方式研究*

曹 斌

摘要:本 于文献梳 与实地文基 理 调研， 了 本 村阐释 日 农 的历 演进 现方系统 集体组织 史 和实 式。 究研

发现: 本 村 体经济组 集体 的日 农 集 织是 成员 权利 ，行使主体 其实现 式 着 政治经济 境的变化形 随 社会 环 ，

势。 本 ， 、 、呈 发展趋 日 法人 的任意团体 人形式的 利法人 公现多样化 目前存在非 形式 私法 营 中间法人

， 六 。一 ， 类 村益法人 人 以 公法 组织 方面 各 农 集体经 织根 关 场和特别法 及 人 种 形式 形式的 济组 据相 市

了主体法各自形 成 认 度成 员 定制 、管理制度、财务制度和 制度盈余分配 ; 一另 方面， 通过集体成员 订立

权 权章程等方式 调整公益 和自益重新 能 能， 了 村部分保留 济组 所具 成员 性全部或 农 集体经 织 备的 社区 、

“一 一户 票”和“ 一致同意全体 ” 本的 管理 等 特征民主 制度 基 ，较 了好发挥 维护 体 产 和实现集 财 边界

。集 财产保值增体 值的作用 议建 中国政府 一 村农 集 济组织立法进 步加快 体经 进程， 村允许农 集 经济体

择 村组 于自身实 由选 集体 的组 式织成员基 际情况自 农 经济 织形 ，明确 织属性人合组 ，突出“ 别法特 人”

本 ， 、 、 ， 村 。基 征 持续优化财税 地 营 关制度 保 农 集体经济 发展的 特 土 经 等相 障 组织稳步

关键词： 本日 村农 织集体经济组 权总有

中文分类号：F331.3；F321.32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村 村 本 村 ，农 织建 农 制度的完 层组织体 健 发展集体经济组 设关系到 基 经营 善与农 基 系的 全和 建立

、 较 村 。科学 强引导 操作 农 集 经 受 中 的高的 具有 功能和可 性的 体 济组织法律制度 到 央 度重视 2016年

12月，中共中央、 务院印发国 《 村 权推进农 集体 度改关于稳步 产 制 革的意见》， 求通要 过改革， 步逐

、权属清晰 能构建归 、 、 义 村 权 ，顺畅 保护 的 特色 主 农 制度 保完整 流转 严格 中国 社会 集体产 护和发展

*本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面向共同富裕的农村基层组织创新研究”（编号：2023NFSB03）、中国社会

科学院智库基础研究课题“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多样化路径与政策体系研究”和河北省教育厅人文

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河北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发展模式、成效与影响机制研究”（编号：ZD202217）的阶

段性成果。在论文写作过程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苑鹏研究员和北京商业管理干部学院王军研究员提出

了宝贵意见，特此致谢，但文责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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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 权农民 农 集 经 法作为 体 济组织成员的合 益
①
。2017年 3 ，第月 十二 大 议 《届 次全国人 五 会 通过 中华

人民共和 则国民法总 》，把 村 ，农 集体 组织 人经济 列为特别法 了 村完 经 从宪法的成 农 集体 济组织 公有

体向民事 的制载 主体 转化（郭洁，2019）。2020年 6月， 村农 小 一集 组织法 组第体经济 起草领导 次全

议 ， 村 。体会 北 起 农 体经 相在 京召开 正式启动 草 集 济组织法 关工作 2022年 12 ，十三届全国月 大人 常

三十八 议对《 村 （ ）》 了 议，次会 中华人 和国 组织 行 开征求全委会第 民共 农 集体经济 法 草案 进 审 并公

。 ， ， 村 必 毋 ，目前 在政 面 集体 组织 要性和 庸置 不过 立社会意见 策层 上 农 经济 立法的 紧迫性是 疑的 在

术法技 层面上，对 村别 人 特征 以 建农 集体 法人治理的 机制于特 法 的 以及如何 此为基点构 经济组织 有效 ，

一 讨 。的 论 间仍然存在 定 和修订空

从“ 对 一 权人 同 财产 所有多数 共同享有 ”（ ，韩松 1993； ，晴肖盼 2020） 来 ，学视的法 角 看 集体

三 权 。 权是独立 私有 的第 产所有制 于国有和 之外 种 形式 这种产 形式并 只 现在 制非 出 倡导公有 的社会主

义 ，家国 也 洲 东 本 义 （ ，存在于 区的部分资 家 肖欧 和 亚地 主 国 盼晴 2014；苑鹏和 ，陆雷 2018； ，曹斌

2020）。 本 ， 村落中 至于近现 在 内的农 营在日 世纪乃 代 由居住 业经 者 照协按 约 、同占 和处分共 有 使用

、 、 ，草原 然资 和 取 益 集体 最 产所有制土地 森林 等自 源 经营性资产 并获 收 的 所有制是 为重要的财 度之

一（ 英俊中尾 ，2009）。一 ，方面 权 、 权 义 ，从 产 制 史 成 利 方面看 中集体 度的形成历 员资格和 务关系

村 权 ， 本 义 本 义农 集体产 存 显差 种差 是社会 和资 有制 间日两国的 形式 在明 异 这 异 质上 主 公有制 主 私 之

权的所有 关系差异； 一 ， 权 ， ，另 面 据现 中 体财产都 所有 具有相方 根 代物 理论 日两国的集 属于集体 同

：组织的 特征 划 ， 权 ，根据 而 体 土地的 由该地缘 体 员所集体是 地缘范围 分的团 使用收益 性团 的成 有 集

对 一 ， 权 ，体 土 统 管理 因移 丧失 部 体 产 可分 成地实行 集体成员 居而 全 或部分成员 利 集 财 不 割和集体 员

权也 权无请求分既无持份 割 （小川 一，竹 2006）。本 本 本 义 村日 资 主 私有 系下 有文将 制体 的农 集体所

权主体称为“ 本 村农 济组织日 集体经 ”。 来， 本 义 村明 随着资 主 经 农 社 渗透治维新以 商品 济向 会的 以

， 本镇化和 快速 日及城 工业化的 推进 “ 权总有 ”
②

村 权 权 权性 渐 私 公 两质的农 集体产 逐 向 和 个方向演

， 村 势（变 组织的实 现出多样化 趋农 集体经济 现形式呈 发展 子，山下咏 2011）。一 ， 种形方面 各 式的

村 了 、 、体 织依据相 体法各自 成 定制 理制 制度和 制农 集 经济组 关市场主 形成 员认 度 管 度 财务 盈余分配

度； 一 ， 权 权 ， 了 村面 集 成 式 新 整公 益 部保留 农另 方 体 员通过章程等方 重 调 益 能和自 能 部分或全 集体

、组织所具备 员社经济 的成 区性 “一 一户 票”和“ 一全体 致同意” 本 ，较民 制度等基的 主管理 特征 好

了 。 ， 本 村挥 维护集 产 和确 体财 增值的 而言 集体 济发 体财 边界 保集 产保值 作用 总体 日 农 经 组织发展历

久史悠 ， 论 系成理 体 熟， 丰践法理实 富，对 村进中国农 组织立法具 要参于加快推 集体经济 有重 考价值。

①
参见《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意见》，http://www.gov.cn/zhengce/2016-12/29/content_5

154592.htm。
②
“总有”是源于日耳曼法所有权的团体色彩极强的一种共同所有形式，是由多数人权益结合成的一种所有方式。所有

权人按照团体的内部规则，将所有权内容加以分割，所有物的管理、处分等支配权能属于团体，而使用、收益等利用权

能则属于团体成员。成员行使权利受团体规则约束，资格身份的得丧与权利发生和消灭密切相关。成员不能划分共同所

有的财产，不能转让，不能请求分割。当其丧失成员资格时，权利归于消灭而不发生继承或遗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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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11 ，笔者月 对东 大 、东 、二本 埼 父京 市霞共益 会和 玉县 上京农业 学 都青梅 会 竹共济 秩 市

共有田野 会的 长 了理事 负责人和主要 进行 访谈
①
， 、并在 通过 话 集 有 日文事后 电 邮件回访以及收 现 中

料文 式献资 等方 ， 了 了 本 村集体经济 展现状和组 式特详细 解 日 农 组织的发 织形 点。 调研基于上述 结果，

本 讨 本 村 ， 本 村先 集体经济 进历程 阐 农 经济 的形 织形式文首 探 日 农 组织的演 明日 集体 组织 成和组 的多

势。 ， 义、 择 本 三 本 六 村发展 次 从 组 基 征 方面 存样化 趋 其 定 织形式选 依据和 特 个 阐明日 现 种形式的农

， 对 村 了 ，集体经济 要特征 并 最 统的 的农 组 进行 全面组织的主 为传 非法人形式 集体经济 织特征 考察 通

较， 村 择 。 ，对 村比 凝练出 组 式的 体经 的被选 要特 后 当 中过 其他 织形 农 集 济组织 原因和主 征 最 前 国农

议。织 法 出建集体经济组 立 提

二、日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历史演进

（一）日本村落制度的形成与封建社会村落共同体的产生

， 本 村落 ，村落 了 权 。的 资源归 所 形成决定 相 制度在古代 日 农地等自然 有 制度的 关产 的发展 公元

718 布年颁 的《 》令养老律 规定“ 川薮泽之利用公山 私共之”， 、森林 河流即 然等自 资源 村由国家和

民共同使用（ 大官制 观，2000）。室町时代（1336－1573年）末期，在 本日 较口 为 中人 集 的 村农 地区

了形成 以血缘、地 为纽缘 带，以自治管理为 村落特点的 ——“惣”，村民共同占有村落附近一 范围定

内的土 自然地等 ，资源 共同 约并按照 制定的协 料、 木牧草 生活获取畜 柴和 打鱼等打猎 所需的生 活产生

料资 。 封建 发展随着 制度的 ，在战国时代（1467－1600年）， 本日 村落 一进 步 升功能 提 ，村民不仅共

同管理共 的 地有 土 和 ， 开水源 而且 始共同保卫村 ，庄 村 ，民共同 生活的合作 增加开展生产 机会 相互联

。得更系变 加紧密

在江户时代（1603－1868年）， 本 村落 一日 的 开 的人格特始具备 定 征。 这 期在 个时 ， 本日 普通过

了村落 ，查 地清册建立 土 了确立 封建领主制度 小下的 户农 耕作体制。领主以“ 村缴户 结”方式征收年

， 吏对 。地 况进行监 度安排贡 委托 方官 纳贡情 管 这种制 了 村落 。 村落 了促进 性 制 为 更社区 度的发展 各

生好地组织 产， 纳贡按期 ， 村通过 选民选举推 名主、 头组 姓和百 代
②

行使代为 所有成员 财产的 权管理 ，

并 实际按照每户 情况分配 贡纳 份额。村落 ，耕 料，也地 源 是各 要之中 地等土 资 既 家各户重 的生产资 是

村落 ， 村落的共有物 和处分农地 为受农户使用 的行 到 的 。约 个 能 割财产份严格制 体农户不 要求分 额或

①
霞共益会位于东京都青梅市，1889年由 13个自然村合并组建而成，其中 7个村的集体农地和林地全部划归为共益会集

体资产。1953年，霞共益会变更为财团法人，成员 1167户。目前，该组织的收入来源于80公顷农地的出租和商务楼租

赁，2018年收入金额为 6750万日元。二本竹共济会位于东京都多摩市西部，成立于明治时期（具体时间不详）。1911

年，二本竹共济会变更为财团法人，截至 2019年 11月有成员 18户，理事 2人，干事 2人。该组织拥有农地和林地总

面积 18公顷，主要从事杉木生产和政府委托的环境保护工作。上田野共有会位于埼玉县秩父市，由 10个自然村合并组

建而成，是非法人形式的任意团体。截至 2019年，该组织有成员 72户，理事 4人。收入主要来源于土地租赁，2018年

收入金额约为90万日元。

②
名主、组头和百姓代分别相当于中国的村主任、村副主任和村民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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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必 。 本单独处分 的 即便 须获 所有共 意 日者是 自己 份额 处分 得其他 有人的同 学者 （中田熏 1949）

， 村落指 经 近 立的出 这种 共同体已 接 独 “人格”， 三 ： 一，村落在 既是封建原因 于以下 点 第 领主进行

，也 村 、 ，统治的基层 单位 理农 水 业生产单 调婚丧嫁 日行政 是 民共同管 地 森林和 源的农 位 还是协 娶等

村动的 活共常活 农 生 同体； 二第 ，村落 了具备 参 资格加诉讼的 。 村落 村间发 界当 之 生 、用水等纠纷时，

村 ， 村 对 ； 三，村常 名 或主 代 应诉 并且 诉讼结果承 带责通 由 主 要负责人 表全 上诉或 由全体 民 担连 任 第

落 议， ，也 村落 义 、其他 签 且持有自 可以以 名 参 产 售 贷可以与 经济组织 署协 并 己的财产 与农 品销 款等

。 村落市场 种 已经活动 这 成为“ 的存实实在在 在”， 不是而 “ 拟虚 ”或“假想” ，民 体存在的农 团 不

对 本村 权仅 内 户 结合是 所有农 利益和 利的 ，对 也 一 力外在 上 具有 定的 行为某种程度 民事 能 。也就是说，

村落 村依据 成 组织是 民人格组 的特殊 ，属于 规定的日耳曼法 “独 综立的 合人”（川岛武宜等，1959）。

（二）明治初期的土地确权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市场主体地位的确立

，明治 后维新之 本 ，日 为 发展促进工业 本 义 ，对 村 权推进 主 体 的 性展快速 资 私有制改革 农 集 产 属

了 讨开 广泛 论。地方政府基于“非公即私”的思想， 村落为 共有财产 于私认 不属 人所有， 划 公有应 为
①
。

1872年， 本日 地出台 券制度， 村落 权将 地 定性为公法权， 了发颁 公有地地券。 是但 ， 本 术界和日 学 司

对 议， 村落 权 权 ， 划 。界 此 认为 地 体 应 法管法 提出异 是私 集合 归私 辖 1874 ， 本大 布年 日 政官颁 第 120

号 告公 ， 划全 土地把 国 重新 分为“官有地”和“ 地民有 ” 类两种 型，其中，村落 划土地被 定为共有 民

地中有 的“第 2类私有地”，明确了 村 权 权是 员私 的集农 集体产 集体成 合 一这 问题。1898年， 本日 施

《 》， 了 权 ， 一 了 村 权行 典 罗马 的现 度 进 步 体产 法民法 建立 法系 代物 制 明确 农 集 的私 。 本性 日质 法学

门 ， 村 ，基 独 代表 认 济组织虽 场主体法规 是基学者和司法部 于 立 主体学说 为农 集体经 然没有市 范 但 于

《 》 习 一 ， 村 ，惯 作 的 以将农 集 织作为独 民 为主 其代民法典 把 为第 法源 做法 可 体经济组 立的 事行 体 由

习对 权， （八 也，成员按 财产 占有 使 理 任 卓表全体 照惯 集体 享有 和 用 并承担相关管 责 田 2013）。

（三）基层行政机构改革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形式的多样化发展

19世纪 80 ， 本 义 ， 本 村着 系的逐步 人口快速外年代 随 资 主 工业体 建立 日 农 流。1889 ， 本日 施年

行《 町村 度市制和 制 》， 大 村把 并量自然 合 为 39 和个市 15820个町村
②
， 村同时 有的行政把自然 原 功

村。转 新建 政能 移给 的行 村 力匮 ，新 行政 财成立的 乏 地方 府希政 望 集体 产将 财 村纳入行政 ，使其 为成

共公 产财 ， 权村落但 有遭到原所 的强烈抵制。作为妥协，部分 政府地方 设立了具 法人有公 性质的“财

区产 ”制度， 除 税并以免 不动产 、 权法人居 赋和保留 物 件民税等税 用益 为条 ， 了实 分非 式现 部 法人形

村 权的农 组织 转移集体经济 的地 （ 本常冈 雄，2010）。1953年， 本日 施行《町村 促 法合并 进 》（1953

法律年 第 258 ），号 二第推动 次 村 。对合 并居 原町村 ， ： 一财产区财 方法 主要有 四种产的处理 以下 第

①
日本的“国有”是指中央政府所有，“公有”指市町村地方政府所有，“私有”不同于“国有”和“公有”，指由自然人

或私营企业法人所有。

②
市町村是日本地方行政区划单位。根据日本《地方自治法》，“市”是人口在5万人以上、中心城区人口超过 60%、

从事商业及相关行业家庭占60%以上的地区（第8条第 1款）；未达到“市”认定标准的地区，由都道府县地方行政长

官经议会批准后授予町或村的名称（第8条第3款）。町村的认定标准各地并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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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后的 接由合并 地方政府 管， 为被称 “新财产区”； 二第 种， 村还给原农 经 织管 经归 集体 济组 理和

营； 三第 种， 割给私分 人管理； 四种第 ，在按户 权确 后， 类组 织建各 合作经济组 。1955 本日 有林年 公

计 ，统调查会的 结果显示 本日 町村全国共有市 公有林 208.2 ， ，万公顷 其中 财产 产区含新 区在内的财

林共有公有 64.5 ，占公有林万公顷 总面积的 31.0%①
。

，也 本 村这个时期 分 集体 组织 集体财有部 日 农 经济 为避免 产被 政府地方 ， 长 义借用 事征收 理 名 或

义对名 体 产进者部分成员 集 财 行不动产登记， 采 少 ， 村成员代表 代持股的方 农即 取由 数 全部成员 式 使

了 。 村集 具有 人 部分农 集 织根据自 况 为财体经济组织 法律上的 格 还有 体经济组 身情 变更 团 人法 或有限

。 本 村 势（村 ，任公司 经济 的实 形 展 田 治责 日 农 集体 组织 现 式出现多样化发 趋 为 1931）。

（四）农村集体产权的私有化改造与特别法人制度的产生

二 大第 之次世界 战 后， 、 ， 本 村 ，大化 工业化 进 日 农 人口 速度随着城镇 的快速推 流动 加快 量集体

村落， ，成员 不 农业生产 管理或搬离 或 再从事 土地资源 ，粗放 撂 、 。荒 滥伐 题日农地 乱砍 等问 益突出

、 权 杂， 村由于管 高 产 复 农 体 为 动 业规 和 的理效率不 关系 集 经济组织逐渐成 推 农 模化生产 集约化经营

阻碍。20世纪 60年代， 本 布政府颁日 《 权关于 入会 化法促进 林等 利现代 》（1966年法律第 126号），

对 村 本 义 ，力 村 ， 权集体经济 资 主 私有 造 过解 集体 织 开展决定 农 组织进行 化改 图通 散农 经济组 以产 关

权更为 的生 型 重 的 制度系 清晰 产 合作经济组织为 点 产 改革。截至 2005年， 本日 共完成 57 公顷林地万

权 ， ， 权改革 其中 集 变更 组织 地的集体林 体林 为合作经济 所有的林 面积是 30 ，万公顷 变 所更为私人

有的林 积地面 为 27 。 ，公顷 受生万 然而 产力 ，大 小 村水平限 户仍 以完 脱发展 制 多数 农 然难 全 离农 集

。 ， 本 村织 有 自然 立 产活动 因 体经济组织 多次体经济组 拥 的 资源而独 开展农业生 此 日 农 集 虽然 遭遇被

本 义 ， 未 ，私有 危 生组织形 私有制的 而 瓦解 织资 主 制改替的 机 但原 式并 随着 发展 完全 该组 本仍然是日

村 一（ ，农 重要 织之 田政的经济组 多边 弘 1990）。 本 计 ，日 数 显农林水产省的统 据 示 截至 2000 ，年

本 村 有日 农 约 3.4 村 ， ，经济组织万个农 集体 其中 12071 体经济组织 的集 超过个集 拥有 体土地面积 10

公顷
②
。 ， 村 本 ， 权 、 权这 体经济组 非法人形 在 存在 系模 记但是 些农 集 织基 上以 式存 普遍 产 关 糊 地 登

东 东 权股 侵 实际 问题占隐名股 利等 。1991年， 本日 修订后的《 治地方自 法》 了设 名为立 “ 团认可地缘

体” 人制度的特别法 ， 村 、允 经济组织和 会许农 集体 居委 村委会
③

法律 团等不具备 人格的社 组织 地在

。方政府 为特别法 至注册登记 人 截 2018 ， 本登记 的认 团体达年 日 注册 可地缘 到 51030家④
。

来 ， 来，看 明 新以 过总体 治维 经 150 ， 本 村集 经 组织 式多年的发展 日 农 体 济 的实现形 呈现多样化

势。的发展态 如图 1 ， 本 村 。日 农 集体经 织主 人和 组 根据所属所示 济组 要包括非法 法人两种 织形式 法

， 村 又 一 、的不同 法 织 的农 经济 进 步细 人性 营利 人律制度 人组 形式 集体 组织 可 分为私法 质的 法 中间法

①
资料来源：山下咏子，2011：『入会林野の変容と現代的意義』，東京：東京大学出版社，第35頁。

②
资料来源：根据笔者 2019年11月对东京农业大学山下咏子副教授的访谈获得。

③
日本称“部落会”“自治会”，是农村居民基于地缘关系自发组建的社区性居民自治组织，对本社区内的各种公共事

务（如治安、卫生、教育等）拥有发言权和执行权，是日本农村社会治理的最小单元。

④
资料来源：根据笔者 2019年11月对东京农业大学山下咏子副教授的访谈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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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济 织合作经 组 ）、 （ ）、 （ ）益法 人 认可地缘 公法人性质 产公 人 财团法 等 特别法人 团体 以及 的财

。区 如表 1和表 2 ， 本 村 、 权 、 、示 这 体 织在成员 系 治理机 余 制所 些日 农 集 经济组 资格 产 关 制 盈 分配

较大度 政支 等方面和财 持政策 存在 差异。 村由于 人组 形 组非法 织 式的农 集体经济 属 传统织 于 组织形态，

下文将依据图 1和表 1对其特 面剖析征进行全 。 村其他 形式 济组 统 态组织 的农 集体经 织是由传 组织形

来衍生发展而 ， 本 仅从成员故 文 资格、管 度和 分配 方面将 组织理制 盈余 制度等 其与传统 形 进态 较行比 ，

本 村从 人 式 日 农 组而凝练出不同法 形 的 集体经济 织的被 择 。因和主要选 原 特征

法
人
形
式

非
法
人
形
式

公法人

营利组织

非营利组织

*营利法人（股份有限公司等）

私法人

产权关系模糊

*特别法人（认可地缘团体）

*公益法人（财团法人等）

*中间法人（合作经济组织）

*任意团体

*公法人（财产区）

产权关系清晰

图1 日本不同组织形式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分类

表 1 日本非法人形式和公法人形式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特点对照

形式组织 非法人形式 公法人形式

名称 、 ；自然 共 庙名称 任人 自然人 有和宗 意团体 （ ）产区 含新 区财 财产

性质法人 权集体 区所有拥有 产 的社 人团体 方政 设机地 府下 构， 权负 的 或责管理政府拥有 产

设的 等开 公用设施

法律依据 《 》法典民 《 》地方自治法

员资格成 习惯 认 居民可的 和农户 本 、 本 、民 在 活 民 自然人地住 地有业务 动的居

规定成员退出 村 权； 义 权离 失 行不履 务失 权离地失

权关系产 ； 权定 产 关规约规 系不清晰 ； 权章程 产 关 不规定 系 清晰

设立及解散 习 ；惯 定 用登 法规 不 记注册为 人 地方政府都道府县 批准

机制治理 大 ；一 一 ； 一成员 会 全体户 票 致 议 大或成财产区 会 员 会；一 一人 票；3/4以上同意

收益分配 ； 股分红公益金 按 不 分 益允许 配收 ； 町村 办收 能用 府 公益只 于市 政

经费支出

府监政 管 无 议地方 府政 会监管

扶政府 持 、 、 扶获 财 金融可 得 政 项目 持 扶申可 请项目 持

人税法 。非营 免税 经营性 盈余利性业务 业务 不足800万

，税率日元 为15.0%；超过800 ，日 税万 元部分

率为23.2%。

免税

民税法人居 对 ，仅 收 分 部分 有减 政策益部 征税 地区 免优惠 免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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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续）

业税法人事 性业 利营业 务 润的3.5%、5.3%或7.0% 免税

资 税固定 产 ；分地 租 固定资产部 区免除非 赁性资产的 税 其他

产按评估资 额的资 产金 1.4%
免税

划税城市规 免 估 额的税或按评 资产金 0.3%（最高限额，各地

）有所差别

免税

资料来源： 中税表 制制度、 扶 料收益 政府 持分配和 资 由笔者 大 本根据 政府 件量日 文 和论文绘制而成， 料来其 资他 源

于 子（山下咏 2011）。

表 2 日本私法人形式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特点对照

形组织 式 营利法人 中间法人 公益法人 特别法人

名称 合公两 司、 公股份有限

、司 公有限责任 司等

作生产型协 ： 组生产森林

合和农 合事组 法人；服务

： 业协 等型 农 同组合

、财团 法人法人 社团 地缘 体认可 团

法人性质 ，为 的 展以营利 目 开

，相 向关业务 并 出资

东 的组织股 分红

由 成立农民自发 ，可开展

活动 社商业 的非营利性

团组织

进 动而设为促 公益活

立 性团体的非营利

可 商 动的开展 业活 社区

性、非 社团组营利性 织

据法律依 《 》《 》商 司法法 公 《 林森 法》《森林组合法》

《 业 同 合法农 协 组 》《水

》同产业协 组合法 等

《 法典民 》《公益法人

》法认定

《 》地方自治法

员资成 格 东； 然人出资股 自 本 ； 资地居民 出 同业者；

自然人

；捐 自然人赠行为人 本 ；地 自住民 然人

成员 规定退出 ；让 撤除股份转 出资 出资撤除 规定章程 ； 权程章 规定 离地失

权 系产 关 ； 权程 定 产章 规 关系

清晰

章程规定； 权 系清晰产 关 章程规定； 权关系不产

清晰

规定章程 ； 权产 关系不

晰清

设立及解散 法 册登记务省注 都 方政府批道府县地 准 务 单位业 主管 批准 町村地方 准政府批

治理机制 东大 ；股 会 “一 一股

票”（或“一 一票人 ”）；

少数 从服 多数

成员（代表）大会；“一

一人 票”；少数 从多服 数

理事会；“一 一股 票”；

少 数数服从多

大 ；成员 会 “一 一人

票”；3/4 同意以上

收益分配 股分按 红 或惠以惠顾额 顾量返还

；为 过主 不超 10%范围

，内 按股分红

不允许分 益配收 ；收益

只能 公益用于 性活动

不允许分配收益；收益

本用于 区只能 社 公共

支出

管政府监 无 中 政府 县央 及都道府 地

务监管方政府业

门业 监督务主管部 无

财政支持 无 优先获得财政、金融和项

扶目 持

扶优 项目 持先获得 扶优 目 持先获得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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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续）

法人税 册注 资本1 日元亿 以下

的，盈余不足800万日

元，税率为15.0%；盈

余超过 800 日元万 部

，分 税率为23.2%

本注册资 1 日 以亿 元 下

的，盈余不足800 日万 元，

税率为15.0%； 余超盈 过

800 ，万 税率日元部分 为

19.0%

非营 业务利性 免税。经

业务营性 盈余不足800

万日元， 率税 为15.0%；

盈余超过800 元部万日

，分 税率为23.2%

。非 性业 税 经营利 务免

务盈余营性业 不足 800

元万日 ，税率为15.0%；

盈余 过超 800万日元部

， 为分 税率 23.2%

人 民税法 居 全额支付 可 部分减免申请全部或 可申请全部无收益时

分减或部 免

可申无收益时 请全部

部或 分减免

法人事业税 润的全部利 3.5%、

5.3%或7.0%
全 润部利 的 3.5%、5.3%

或7.0%
营业 务利性业 润的

3.5%、5.3%或7.0%
营业性 的业务利润

3.5%、5.3%或7.0%

资产固定 税 评估资产金额的1.4% 估 产 额的评 资 金 1.4% 产公益性资 和自用性

产减免财 ；其他资产按

评估资产金额的1.4%

公益 用性性资产和自

资产减免；其 按他资产

评估资产金额的1.4%

资料来源：表中 度税制制 、 料分配 政支 笔者收益 和财 持资 由 大 本根 府文 论文据 量日 政 件和 制绘 而成， 料来其他资 源

于 子（山 咏下 2011）。

三、非法人形式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村 习 ， 一 ，法人 集 是指根据 定组织机构 产 虽 人资非 形式的农 体经济组织 惯 设立 有 和财 然不具备法

义 村集 事相关民 农 集体经 织格但可以以 体名 从 事活动的 济组 。 类 村 类集体 组织 两种 型此 农 经济 主要有 。

一， 村 。格的 体经 组第 自然人人 农 集 济 织 本《 》法日 不动产登记 （1899 法 第年 律 24号）规定：“不

， 。备 不得进行 记具 法律人格的 不动产登 ” ， 权 长、因此 部分 明确 体成 事希望 产 归属的集 员借用理 全

本 义 ， 村部分成员 宗庙等名 不 登记 形成 代持股 集体 组体或 甚至 社区 进行 动产 由此 自然人 形式的农 经济

。 ，织 是但 根据 对笔者 ，共 会 调研上田野 有 的 类 东 权 东在 法律上的 名股这 组织存 登记股 基于 利侵占隐

权实际 利等 题问 。 ，例如 子离世 不 记事实要 登记的集代持股人 后其 女以 动产登 求继承所 体财产，代持

子 村 权股人 女不 集体经 更产 主体或其 配合农 济组织变 登记 ， 本离 不 弃 员资搬 社区的代持股人 放 成 格甚

未 其 同意转移至 经 他集体成员 集体财产等。上述问题较 ， 。 二，出 导 第 任 式为突 致纠纷不断 意团体形

村 。 本《体经济组的农 集 织 日 典民法 》第 667条规定， ， 议意 是由 为开 业务 根任 团体 成员 展约定 据协

。 、 ，出资 的合 组 法 具 同样 财 余分配制共同 成立 作 织 虽然该组织与 人 有 管理制度 务制度和盈 度 但是因

， ，为没有登记 不具注册 备法律人格 所以 力较 。 本《 》《 》低 税法 地方 将任社会公信 日 法人 税法 虽然

村 划 类 ，意团 式 集体 组织 型 并按 相关体形 的农 经济 入法人 法人征收 税费， ，但是 方地 政府鉴于该组织

，人 组 的特 常合 织 殊性质 通 都给予其 惠措施优 以帮助其 。展 如表发 1 ，所示 本《 》方税日 地 法 规定，

对 本政府 人地方 所有 地法 征收 民税居
①
，纳税 纳税人当 营 入的金额按照 年经 性收 15.0～23.2%计算。但

①
地方税的一种，由道府县、市町村征收，分别称“道府县民税”和“市町村民税”，合称“居民税”。它是对道府县

或市町村居民征收的税种，可分为个人居民税和法人居民税。其中，法人居民税包括两部分：一是按资本金额和从业人

数定额征收部分，具有人头税性质；二是按所得征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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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村 ，是 任 形式的 济组意团体 农 集体经 织 方政地 府仅 动 盈基于其经营性活 的 余进行 ， 地征税 部分 方

了 。制定 减免政府甚至 措施 ，另外 《 》根据 法人税法 ， 村意团 集体 可 法任 体形式的农 经济组织 以享受

人税
①
和 资产的固 产非租赁性 定资 税

②
财税 政策等 优惠 ， 优先获 财政还可以 得政府的 、 和项 支金融 目 持。

类 村 村 权 了 权农 体 济组 维 邻 相互确 得 合法的产上述两种 型的 集 经 织在明治 新时期通过 的方式获 边

权 。和 利界 主体地位 入进 20 ，世纪 随着 本 ，对 ，大城 程的加快 的需求不 加日 镇化进 建设用地 断增 量

， 村 权对 。体土 征用 部分农 组织 失土 等 亡 解 这种集 地被 或转用 集体经济 因丧 地 所有 象而自然消 或 散 非

村 ，式 济组织是 的组织形式法人形 的农 集体经 最为传统 截至 2022 ，大 力 对较年底 相 弱部分经营能 但

少 村 了 较 ，生 收入的农 组织普遍 这 原始 式还有 量 产经营 集体经济 保留 种 为 的形 ：其 概括如特点可 下

（一）一致性

本 村 权 ， ，体经 织是 员 资 通 集体 加 值 两者日 农 集 济组 成 的 益集合体 成员 产 过 财产的增 实现保值增

一利益完全 致。 ，成员是土地 际所的实 有人 ，法处 成 和支配的 但是可虽然无 分自己的 员身份 集体财产

大 对 耕 、 ， 。以 成 等治 制实 地 林场 财产 用和 益 益通过 员 会 理机 现 集体 或水面等 的使 收 从而实现自身利

（二）代表性

村 对 权法 形式 经 代表全体 外主张 利非 人 的农 集体 济组织可以 集体成员 ，防 法侵止非 害（八 也田卓 ，

2013）。 本 也 村 二 讨 ，学界 过 体成员和 济组织 者 法 格主 论日 法 虽然 出现 关于集 农 集体经 谁是 律适 体的

， 村 权 ，但 实践中 普遍 农 集 经 员 利 表 并 体在司法 社会各界 认为 体 济组织是集体成 的 代 不认可集 成员的

权 。 ， 本 村 长 义 ，利主张 并 非法人形式 集体 理事 行 以集个人 且 日 允许 的农 经济组织以 名 开设银 账户 并

义办 ， 力。体名 申请财政 具 全民 为能理纳税和 支持 有完 事行

（三）封闭性

本 村 权 义 。体经济 属地 和 利 平 消 员 格 住 在日 农 集 组织基于 原则 务 等原则赋予或取 成 资 民因居住 农

村 组织集体经济 ，一 本 ，所辖 获得成员资 搬离 丧失 所 经济组社区内而 格 旦 社区则自动 成员资格 在集体

织 予补偿可以不给 （小川 一，竹 2005）。 ， 本 村商 济的 日 农 财产由 转变随着 品经 渗透 的集体 资源逐渐

， ， 村产 集 成 会 接 响每 员 和收益 在 体经济为资 体 员数量的增减往往 直 影 位集体成 的股份价值 部分农 集

，组织 成员 每位 所中 新 需要缴纳与 集体成员 持股份价值相等 才 。 ， 村能成为集 员 农的会费后 体成 另外

义 。集 济组 要求集 担相 务 例体经 织普遍 体成员承 应的 ，如 町 落 ，本冲 规 社 在修绳县金武 部 民会 定 区 建

、 、 ， ，渠 按照每户 摊派用工 年道路 沟 植树造林时 人口比例 龄在 13～60岁的 在男性和年龄 15～55岁

的 ， 一 。 长 ，故 工的 需要 用作为缺 款 不参 体活 员 经其女性因 不能出 支付 定费 勤罚 而 期 加集 动的成 他集

一 。员 致 后可 剥体成 同意 被 夺成员资格 20世纪 60 ，年 随代 ， 本 村城镇 发 逐渐着 化的快速 展 日 农 人口

少， 村 木、 ， 了 ，减 部 经济组织出 护林 用效 适 成员资格分农 集体 于管 提升农地使 率等目的 度开放 允许

①
国税的一种，是对法人业务活动所得征税的税种。法人税的税率原则上为 23.2%，但注册资本金不足1亿日元的法人、

所得在 800万日元以下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适用15.0%的税率。

②
地方税的一种，是对持有的土地、建筑物和机械等可折旧计算的固定资产征收的税种。抵扣额为 30万日元，超出部分

按固定资产评估额的1.4%征收，部分地区的税率为 1.5%或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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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社区但搬离 能够 与参 集体活动 民的居
①

。继 成员资续保留 格

（四）家庭性

本 村 ，村 、 权 ，的日 产经 活 单 获 使用 河 利在早期 农 生 营 动中 民以家庭为 位 得 集体山林 流等资源的

村 ， 本。 较并且以 位出工出资 农 集 的公 担 产经营成家庭为单 参加 体经济组织 共活动 分 集体生 人口 多的

较 ， 也 较 义农户虽然 获 土地 但同 承担 多可以 得 多 资源 时 需要 的 。务 20世纪 50年代， 人口 动随着 流 性

， 权 权 。 ， 了单 固 成员 持 定 因此 逐的加快 以户为 位 化 更容易保 股 结构的稳 渐形成 以“户”为单位获得

本 。 ， 村 ，始成 原则 人 农 集体经 定 由各成 庭 主代原 员资格的基 目前 非法 形式的 济组织规 员家 的户 表家

大 ， 对 大 。 ，庭成 成员 会 事宜 自家 思 殊 况 户主 男员出席 并 集体重 表达 意 除孤寡家庭等特 情 外 通常限于

（小川 一，性成员 竹 2005）。

（五）非继承性

本 村 权 权 权 ， 才的农 集体 和财产 的复 通常 备代 与日 产 是身份 合体 只有户主 具 表家庭参 集体财产管

， 村理的 成员只有 民资格 家庭 具备 身份并 ，才继 主身 获得代 与集承户 份后 能 表家庭参 体财产管 的理 资

。 ， 村 ， 也看 于 身份 继 得 因而个 以继承的方 得集格 但从法理上 由 民 不能通过 承的方式获 体 就无法 式获

权的成体经济组织 员 。例如， 搬已 离A村 子的 无法继承女 生活在A村 父 村故 母的 民已 身份，也就无法

获得A村 村 权体经 的成员农 集 济组织 。对此，1956年，日本 岗地 院明 解盛 方法 确 释：“ 村 权农 集体产

权 ， ， 。 村 才 村为 体 系而 是 能通过继 有获得 民身 以取是因 集 关 产生的 利 原始取得 不 承取得 只 份 可 得农

权济组集体经 织的成员 ， 村落离开 之后， 了村因为丧失 民身份， 权员 自动消成 失， 权随 亡产 之消 。”
②

， 本 权， 权（部 家指 体成员 的只 据持 份 收 而 是所分专 出 日 集 能够继承 是根 有 额所享有的分割 益 不 有 李

，和永燃 李永泉 2010）。

（六）民主性

本 法人形式日 非 村 ， ，经济组织是 组织 互承 带 据规约实的农 集体 人合 成员之间相 担无限连 责任 依

对 产的共同现 集体财 管理，对 大 采于 宜 取重 事 “ 一致同全体 意”和“少 服从多数 数” 的管相结合 理方

。 本式 日 者学 认为“ 村 权 权 权 ，农 体 是集 有 不能以合 剥总有关系的 集 产 体成员私 的 利集合体 法的形式

权夺个别成 私有员的 ”（川 ，岛武宜 1983）。 ，另外 “ 本 村 来 ，从日 农 特点 看 ‘ 一全体 致 意同 ’是日

本村落 一生活的 部分，与西方民 出 完全主的 发点 不同”，“ 采 少如果 从多数 式将取 数服 的表决方 损害

少 权数人 合的 法 益， 村落活 中导致共同生 在 的集体成员 产之间 生嫌隙”（ 志郎守田 ，1978； 皓鸟越 之，

1985）。 ， 、 、 大 ，必凡涉及集体 处分 者可 体 益的重 事因此 但 财产 抵押 消灭或 能损害集 成员利 宜 须基

一全体成员 同于 的 致 意。 而然 ， 大 长非 宜则重 事 由理事 采 少或者理 服从 的方 表事会 取 数 多数 式 决通过，

。营 率以提升运 效

①
居民是在特定区域内拥有固定住所，或者没有固定住所但在该地区工作或者和该地区内的企业、合作经济组织等市场

主体发生经常性业务的人员。住民是指在特定区域内拥有固定住所的人员。

②
资料来源：中尾英俊，2009：『入会権-その本質と現代的課題』，東京：勁草書房，第7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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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营利性

本 村非法 农 织是集体日 人形式的 集体经济组 成员实现财 。 ，产保值和 的手 例看增值 段 从诸多案 日

本 村 、 ，体 织基于独 负盈亏的 开 营活 提取的农 集 经济组 立核算 自 原则 展经 动 在 公 、益金 财产维护维修

、集体费 财 、 本 落购置 支 性 施产 费 持 社区 建设公益 设 和 ，开展 动 补亏空之公益性活 的费用和弥 后 结余

， 本 。 ，分主要按照 股份 具备 织 征 但是 自部 成员 比例分红 故 营利性组 的基 特 20世纪 80 来，以 随年代

， 本 力 ，大 村 较少， ，着日 速 日 农 争 下 集体经 者收 者完 没元快 升值 业竞 降 量农 济组织或 入 或 全 有收入

至 求 体成不分红甚 要 集 员均摊财产 情况相当管理费用的 普遍( 一，林幸 2017)。

四、私法人形式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对 ， 来、 。 本，私法人是相 法人 由私 织 私人目的的 在日于公 的称呼 是指 人自愿组 起 追求 法人形式

依据《 责 司法有限 任公 》（1938 律第年法 74号）、《 协同组农业 合法》(1947 律第年法 132号)和《公

》（司法 2005年法律第 86 ） 。 ，性 的 体法 法 法人 根据 私号 等私法 质 主 而设立的 人被称为私 是否营利

又 、 、 ， 本 村 了较法人 分为 法人 益法 法 农 集体经 发展提供营利 中间法人 公 人和特别 人 为日 济组织的 多

择（组 式选的 织形 见表 2）。 义在明确定 、 择 ， 、畴 组织 由的 上 下 将范 形式选 缘 基础 文 从成员资格 管

村 村制 和 余分 方 形式的农 组织与非法 式的 组织理 度 盈 配制度等 面将私法人 集体经济 人形 农 集体经济 进

对 ， 。而 前者的主行 比 进 凝练出 要特征

（一）营利法人——股份有限公司

本 《 》 、 ，的营利法 指 公司 立的 为目的的 包括 责任 司日 人是 根据 法 成 以营利 企业组织 有限 公
①
、

两合公司
②

三有 公 种组和股份 限 司 织形式。1899 ，年 本 布《 》， 了 ，日 公司法人颁 商法 创立 制度 但在

长 来农业领域 期 允许 司和 开 经营活动以 只 有限责任公 两合公司 展农业 。2005年， 本 布日 颁 《 司法公 》，

了 ， 。 ，取消 责 司制 成立 责任公 为股 限公 目 是有限 任公 度 已 的有限 司自动转 份有 司 前 股份有限公司 日

本 村 。农 体经 要集 济组织主 的组织形式

村 权 。 本 ， 村非法人形 体经济组织 为股 有利 日 集体经济式的农 集 变更 份有限公司 于股 流转 认为 农

是成员私 产 合组织财产 有财 的集 ， 权成 动意 地所有员变 味着土 人的变更。 本日 《不 登记动产 法》规定，

权 办 ， 村人 要 过户 体 要缴纳相 资产评估金变更土地所有 需 理 手续 农 集 经济组织既 当于固定 额 2% 登的

办记 登记税和高昂的 代 费用
③
，也 大 。 ， 杂要 员 会获得 的书面同 此 复 而需 召开成 全体成员 意 因 手续 且

①
根据《有限公司法》（1938年法律第74号）设立的公司法人。该法 2006年被废止，目前已无此类组织形式。

②
合名公司和合资公司是根据 1899年《商法》设立的公司法人。前者由1名以上的成员组成，成员可以劳务和土地出资。

后者成员最少 2人，以现金出资成立。两类公司的成员都对公司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都采用“一人一票”的民主管

理方式表决公司重大事宜；成员间大都具备一定的血缘或社会关系；家族企业居多，成员多为亲属关系。

③
通常按资产交易金额收取。交易金额在200万日元以下的，按交易金额的 5%以内或 18万日元+消费税两种之中最高者

收取；交易金额在 200万日元及以上但不足 400万日元的，按交金易额的 4%以内收取；交易金额在 400万日元及以上

的，按交易金额的3%以内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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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较 。 ， ， 东 ，户成 股份有 土地 公司 人 于 变 只要过 高 然而 限公司的 属于 法 所有 成员变更属 股 更 股份总

， 。 大 。 ， 本 ，不 记即可 这 度节省管理 因此 发展 着数 变 做内部登 样能够 幅 费用 在日 城镇化 过程中 随 人

， 力较 村 了 权动性的提 郊地区居 者 能 强 集体 织中的 股 流口流 高 城市近 民或 获利 的农 经济组 成员产生 转

， 也 择。 村 对 ，需求 份 形 就 为最 法 集体经济 份的 股 有限公司的组织 式 成 优选 与非 人形式的农 组织 比 股

村 ：有限公司 的农 织主 特形式 集体经济组 要有以下 征

1. 权 。产 关系清晰 本 村 ，日 式的农 集 济 变更 份有 首先需 员非法人形 体经 组织 为股 限公司 要明确成

， 三 ，财 界 通 第 估 财 总额 土产边 过 方资产评估公司 算 产 确定集体 地的空间 、 。置 地块面 集位 积 然后把

， 。 ，体财产均 集体 体成 的 产出资设 时 法人登 书 明分给 成员 再由集 员用分获 集体财 立公司 此 记证 上会

。确 每位 员的出 精确 地信显示 集体成 资金额和 的土 息

2. 。员资格有限开放成 本《 》 东 ， 权日 司 规定 自 股 可在章 围之公 法 股 可以是 然人或法人 程允许范

。 ， 了 权 ， 村内进行 但是 转影 策 份有限公 农 集体经 织交易 为 防止股 流 响集体决 部分股 司形式的 济组 在

留保 “一 一户 票” ， 东 权 东 权 东。非继 前提下 把公 分为 表 股和 承性的 在章程上 司股 有 决 股 和没有表决

对 了 ，有 分集 织 和交易设 如还 部 体经济组 股份的持有 立 条件 例 ， 权 、股 转让需 到董 要要得 事会的批准

东必 本 。求 社 等新股 须是 区住民

3.“一 一股 票” 。理管 村 东大 ， 东限公司形 农 经济 的最 机构是股份有 式的 集体 组织 高决策 股 会 股

大 按照会 “一 一股 票” 大 ， 。 ，方式 定 处 日 事务 和 中 涉及决 重 事宜 选举产生 理 常 的董事会 监事会 实践

对 权财 可能 其他集 员 益 事宜产处理等 体成 造成损害的 ， 采 东一用 致同意方 决章程要求 全体股 式投票表 。

， 小 东权 ，大 村 对同时 为 股 度集 而损 多数股 司形 农 集 经防止 份过 中进 害 股 益 份有限公 式的 体 济组织均

东 一 ， 东 本 。股 量 定限 股 量基 相等股 的持 数 有 制 以使得 之间持股数

（二）中间法人——生产森林组合

，是指可以开 营性 利性 包 供社会化 的的农业协中间法人 展经 业务的非营 组织 主要 括以提 服务为目

、合 协同 和森同组 渔业 组合 林组合以及以 生产 的的农 组开展协作 为目 事 合法人
①

林 合 合和生产森 组 等

。 本 ， 来 本 了作 农 是日 最为 作经济组织 明治 立 固经济组织 业协同组合 重要的合 由于 维新以 日 建 定资产

，大 村落 耕 、 ，制 原 共有 地 分割给个税 度 部分 宅基地被 人 加之 20世纪 60 本 了年代 动日 推 农 组业协同

， 村 。 本 ，合的 目前 此种 式 织 业 同组 渔 共同合并 所以 鲜有 形 的农 集体经济组 渔 协 合是以 地 民为主体 以

， 一 权 ， 较 。管理 的 具备 定渔 共管 作经 种 性质比 特渔场为目 获 公 理职能的合 济组织 这 组织的 殊 生产森

林组合是根据 1951年 的修订 《森林法》（1951年法律第 249号）的规定
②
， 现金 地出由农户以 或林 资

， 、 ， 、 、 一成 作 动 械化 模 的 集所有 为 体的合作立 以促进开展协 劳 机 作业和规 化生产为目 经营 劳动 经

。组织济 较大、 杂地形 依 家庭独立 活动等因受经营面积 复 和难以 靠农户 完成经营 素的 ，制 产森约 生 林

本合是 数量最组 目前日 多、 村 经济 特征 为农 集体 组织 最 显著的组织形式。1966年，日本 布颁 《 于促关

①
根据日本 1962年 5月修订后的《农业协同组合法》设立，由 3人以上的农民自愿联合成立，设立 1名以上的理事，是

以农业生产协作为目的，以成员农地或农机具入股，统一规划、共同经营以增进共同利益的合作经济组织。

②1978年，日本颁布《森林组合法》，改由该法规范生产森林组合的市场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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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等进入会林 利现代化法》， 扶 ， 村以财政 持 非法人形式 集体 更为方式 鼓励 的农 经济组织变 生产森林

。组合

对埼 父笔者 玉县 野共有会 研根据 秩 市上田 的调 ， 村人形 农 集 组织变 法人非法 式的 体经济 更为中间 ，

势： 义 ， 权 ，以下 可 的 进 不动 股 情况下 成具有 优 以以合作经济组织 名 行 产登记 在 结构不变的 员流动不

， 本；需要变更不 所有 产管动产 人 可降低财 理成 可享受 19.0%的合 ，经济组织 其税率比作 法人税率 营

法利 人低 4.2个百分点， 大且 部 政府还 居民 免分地方 给予法人 税减 （见表 2）；作 可为农民互助组织 以

、 ， 。 ，优 获得 贴 府的项目 于开展经营 因此先 财政补贴 息贷款和政 支持 有利 活动 中间法 一具有人是 定

力 大 村 择 。且 扩 生产意 体经济组 选 要组 式经营能 有继续 愿的农 集 织所 的主 织形

本 ， 村 。文 森林组 理中 人形 的 的 征以生产 合为例 梳 间法 式 农 集体经济组织 特

1. 权产 清晰关系 。 本日 《 林森 组合法》（1978 律第年法 36号） 三第 章规定， 必产森林组合生 须由

权 ， 。 ，成员 出资 退 以要求归 所持财产 因 变更 份有以林地经营 成立 成员 出时可 还出资和 价值 此 与 为股

本 ， 村 ， ，的程序 法人 的农 体 中 法 首先 体限公司 基 相同 非 形式 集 经济组织变更为 间 人 要分割集 财产 明

权 ， 。位集体成 股 价值等内 由集 获的 出 生产森林确每 员拥有的 容 再 体成员用分 集体财产 资设立 组合

2. 必 。成员 人员须是同业 本《 》 ， 必日 组合 定 生 组合成 住在 合管森林 法 规 产森林 员 须是居 该组 辖

， 权， ， 权，区 所 或 在当 住 用益物 且 生产及相关域之内 拥有林地 有 者 地有固定 所 拥有林地 从事林业 业

， 必 。 《 》 ， 。的林 成员 人 森林组合 员有加入 出 由 但务 业经营者 即 须是同业 员 根据 法 规定 成 和退 的自

，一 ， 本 ，大 ； 一 ，践中 员基 上 地缘 多不 受 产 林 合形在实 方面 成 有血缘或 关系 接 新成员 另 方面 生 森 组

村 权 ， ，体 地 所有人 员通过合作 农业 成员 会式的农 集 经济组织是 的集合 成 开展 或林业生产 的进出往往

对 员的经营其他成 活动 ，影响造成 门 ，因此 槛退出 极高 类该 组织 以章 式规定 时自常常 程的方 成员退出

，失成 资 补动丧 员 格 并不给予任何 偿。而且， 了 本，为 让 均集体成员 摊经营成 类组织该 甚至规定集体

成员在搬离该 织组 管辖区域 不得之前 退出。20世纪 80年代， 木进口 材冲受到 击， 本木 场萎缩日 材市 ，

， 。部 员 生产 组合 弃所持 生分成 退出 森林 甚至放 股份 部分 村产 组合 式 织 营森林 形 的农 集体经济组 经 管

， ， 、理越 得 成员资格 允许参加过 以上 动的 成发困难 不 不适度放松 要求 甚至 两次 除草 间伐活 个人成为

， 类 权 对 大 权。成员往往不 体财产所 重 的表员 但此 能拥有集 有 和 事宜 决

3.“一 一人 票” 。主管理民 《 》 ， 大 议森林组 生产 组合 据合法 规定 森林 依 重 决 “一 一人 票”的表

。 ，必原 进 民主 人 林组合 须决 则 行 管理 自然 加入生产森 取得 2/3 大出席成员 会以上 。员同的成 意 实践

， ， 本 权 。 ，于家 际 仍由户主 家庭行使 利 受经 展水中 基 庭经营实 情况 日 代表整个 成员 但是 济发 平差异

， 村 较大 ， 较 大的影响 的农 经济 织 在 异 产收 地不同地区 集体 组 在治理方式上存 差 财 益预期 高 区 多延续

， 采 大统方式 即传 取重 事宜“ 一全体 致同意” （大 大 ，进行原则 表决 轮 介 2010）， 较产收财 益预期 低

大 《 》 。对 ， 本东 大 子 ，地 按照 森林 定进行管 日 业 学 下咏 产森林区则 多 组合法 规 理 此 京农 的山 认为 生

村 ， ， 了集体 组织 现 的 渡 式 受 经 的影响 出组合是农 经济 向 代企业法人转变 过 形 不同地区 济发展水平 现

（ 子，制的多样化 特征治理机 发展 山下咏 2011）。

4.主要 顾额返还 余按惠 盈 。《 组合法森林 》第 99条规定， 产森林组 为 组织生 合作 人合 ， 配盈可分

按照惠 顾量余主要 顾额或惠 返还，按出 额 超资 分红的比例不得 过 10%。 本大日 分生 合部 产森林组 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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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 采 ，体经济组 献量支付报 方式 余 例 期的农 集 织 取按贡 酬的 预先分配盈 如参与定 、 枝等活动除草 打 的

一 、 ， 一以获得 定 的 报酬 费和 贴 没有 活动 员则 要成员可 金额 劳务 交通 伙食补 参加这些 的成 需 缴纳 定费

， 。 《 》 。代 剩 的收 森 规定进行用 以资 劳 余 益则按照 林组合法 的 分配

（三）公益法人——财团法人

本《法人是根据 法公益 日 民 》（典 1896年法律第 89 ） 《 》（和 公 定号 益法人认 法 2006 律年法 第

49 ） ， 术、 、 、号 设 能 慈善 宗 公 动为 社团 财团法立 以学 技 教等 益活 目的的 法人和 人
①
。

村 。形式 集体 济 法 的 点在 持 完整性 以非法人 的农 经 组织变更为公益 人 优 于能够保 集体财产的 财团

， 较 ， ，为例 其设立 为便 有集 字 可以以捐赠 体财产所法人 手续 捷 只需要所 体成员签 同意 就 方式将集 有

权 。 ，也移 团法 样既 高昂的 评估转 给财 人 这 能免除 固定资产 费用 可以 ，持 性 升保 集体资产的完整 提 管

。 ， ；理效 团 受非营利 人税减免优 收益 享受 税率 另外 财 法人可以享 性业务法 惠 无 时可以申请 法人居民

， 本 力； 义 、 ；减轻运营 享受以财 人 展林 业经 的免税 享减免 以 成 压 可以 团法 名 开 业 矿 营活动 优惠 可以

儿 、 、受 图书 博 等 益 财产 筑 自用性资 资产税幼 园 馆 物馆和研究设施 公 性 或自用建 物及土地等 产的固定

划 ； 。 ， 少和城 税减 申请 公 目 因此 公 集体成员 减 龄市规 免优惠 可以 承接政府 益性项 益法人是 持续 和老

， 本 力 大 村化 突出 那些虽 继续 生产 营 量 地 源的问题 背景下 基 上丧失 开展 经 活动能 但仍持有 土 资 农 集体

济经 组织， 本 择护集体财 和降低管理 目的 形式出于保 产完整性 成 的 所选 的法人 。 的 下财团法人 特点如 ：

1. 。格多元化成员资 ，财团法人 捐 产为 成立 组织 根 意思 定条是以 助财 基础 的社会 据捐赠人 在法 件

。 对 ， ，下 于 关 律 捐 没 成员即为 们可以运营管理财产 由 相 法 赠人身份 有限制 集体 捐赠人 他 根据 协捐赠

议 。 本 ， 对 大 。 ，和 理集 据 情况 财团 成员的资 求 庭 例章程实际管 体财产 根 地实际 法人 集体 格要 相径 如

长 沓 、 ，县 野 法人和 宾馆 场等 营 过野 区财团 合会持有 滑雪 经 性资产 年收入超 1 。日 为防亿 元 止人口混

对 ， ，也对居 影响 该组 许吸纳新成 体成成员构成的 织既不允 员 集 员分家所 权 一成的 赋形 新农户的 有 定

制限 。长野县财 益会持有 地团法人共 宅基 、 和山温泉 林， 本支基收 平衡。 组织规该 定， 必成员 须是 1994

年以前搬入 区 时社 居住且搬入社区 间超过 15 、年 与共益会有 ， 小业 然人 而且 组务关系的自 需由所属

的负责人推荐， 议 议经评 会审 、 才表决 正理事会 后 能成为 式成员。 本搬出 社区 失去成员时则自动 资格。

，也 一 ，本但 部分 依靠 贴的财 定 地 在缴 会 以 为 体是 有 完全 财政补 团法人规 居民 纳 费的情况下即可 成 集

。成员

2. 较 。监管 为 格严 本《 》 门 料，人认定法 主管部 严格 设立 材 检日 公益法 要求行政 审核 财团法人的

、 。 ，必目 具有公益 制是否健 及 是否 可持 团法人查其设立 的是否 性 管理机 全以 业务 具有 续性 财 成立后

（ 权力 ）， 议 、 议 、依法 理事 由 管 财 并且 员 和监事须 成立 会 其作为最高 机构 理 产 要设立评 评 员会 监事

。会 产如果总财 超过 200 ，亿日 需另元 还 设 ， 。监察 责 产管理情 理专职财务 员 由其负 监督财 况 业务管

门 。部 可依 时 财团 的业 情况和 财团 的财 在 行 形法随 检查 法人 务开展 财务情况 法人 产 法理上是由捐赠 为

， 。 ， 村的捐 以 按照设立 营管理 因此 法人 体经成 赠财产 可 由财团法人 人意愿运 财团 形式的农 集 济组织

《 》可 公益法人既 以根据 认定法 的 采规定 取“一 一人 股”和“少数 多数服从 ” ，也理方 基的管 式 可以

①2006年之前，依据《民法典》第 34条设立日本社团法人和财团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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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章 则以 形式 从 产 用 出相程自治原 章程 遵 集体成员意愿 财 使 做 应的规定。例如， 体经济组保留原集

权 ， 大 ，关系 在涉及 利益 按照织中的 属 成员 等重 问题时 成员“一 一人 票”和“ 一 同意全体 致 ”的民主

。式进行表管理方 决

3. 。收 不能益 分配 本《 》 ，益法 法 允许 开展 性活 并 收日 公 人认定 财团法人 营利 动 获得相应收益 但

， 。 ，长只 用于 展 动 不得分 县和合会年益 能 该组织开 的公益性活 配 例如 野 均收入约 3 ， 益亿日元 其收

本 本 ， 、 、扣 之 余部分全 给 社区 用 缮 维护 开展 火防灾除管理成 后的结 部被捐赠 于修 农道 温泉 防盗防 培

训、 才年人 建神 等培育青 和修 社 集体活动。东 梅 霞 益会 租京都青 市 共 开展设施 赁业务，2018 收益年的

为 6750万日 。 本 。 ， 《收益只能用 理集 展 地 活 中 根据 公元 这些 于管 体财产和开 区公益性 动 实践 益法

》定法人认 第 20 ，条 定的规 财团部分 法人 、 议 、可以 监事和 要负 发放 资向理事 评 员等主 责人 工 奖金

， 一 。 ，可 给 参与 管 员 定金额 酬 例如和退休金 还 以 予 集体财产 理的集体成 的劳务报 东京都 市霞青梅 共

益会 参加 的 员的补助 日给予 财产管护 集体成 标准是每 5000～10000 。 ， 来日元 但 有 源或是 没 收入 者收

较少益 的财 较 。 类 ，人 为普 法人 能象 性 伙 费 至要团法 遍 此 财团 往往只 征 地补贴交通费和 食 甚 求成员均

本。摊财产管理成

4.集体财产 。不能收回 《 》 ， 必 本公益法人认 规定 成的 算 让给 地定法 捐赠行为形 财产在清 时 须转

， 划 。也 ， 村其 人 无法处 财 国有 说 财 形式的 济组 解散 存他公益法 置的 产 归 就是 团法人 农 集体经 织在 时

。 ， 本 ，体 产 风险 法 产管理成 人会申请政 调将在难以回收原集 财 的 因此 在无 承担集体财 时 财团法 府协

， 、产区 地 等法人形 资源性集 产 发挥 保持 观其变更为财 或者认可 缘团体 式 使部分 体财 可以 水土 人文景

。等公益性作用

（四）特别法人——认可地缘团体

认可 团体地缘 本根是 据日 1991 《 》方 治 第年修订的 地 自 法 260条第 2 定项的规 ， 町村在市 拥有

町村长定住所的 地缘关系且 市 官 的法固 住民基于 获得 批准而成立 人组织。 了 村组 为 解决 委该 织主要 会、

、 村 长 权农 集体经 织 于地 系形 团组织 成员 产 纠 突居委会 济组 等基 缘关 成的社 期存在的 之间 纷 出和法人

，明 等 题 属 商 营利地位不 确 问 于可开展 业活动的非 性 。社团组织

村 权 议。 本 大法人形式的 体经 为认 体 不动产所 日 存在非 农 集 济组织变更 可地缘团 可规避 有 相关争

村 义 ， 义量 农 经济 个别 代持股 产登 者以 体 产 记借用 集体 组织 成员名 进行不动 记 或 全 成员名 进行不动 登

村 。 ，一 ，非法 农 织 当代表 世或者成员 发生 变更的 人形式的 集体经济组 登记人离 结构 变动时 方面 固定

； 一 ， 权 。所 产生高额 方面 经常 代 股人 隐形 实际 利资产 有人会 手续费 另 出现 表持 侵害 持股人 的问题 变

， 村 义 、 ，更为 地缘 体 组 可 团体 有 集体财产认可 团 之后 农 集体经济 织 以 名 合法占 使用和处分 不再受成

； ， 办 ，员构成变动 响 发 变动 理 记手续的影 生股份结构 时 只需要 内部登 就 缴纳高昂 记可以避免 的登 税

； 一 ；财产 人变 手续费 和公 人几 样 申 承 政府和 所有 更代理 可以享受 益法 乎 的税赋减免 可以 请 接 发包的

， 扶 （ 也益 政府 持 白公 性项目 得到 神干 等，2019）。 ， 力 村此 处于休眠 或者 的农因 状态 缺乏经营能 集

， 择 一 。组 避税和保 整性等目 会 可地 体这 式 认可体经济 织出于 持财产完 的 往往 选 认 缘团 组织形 地缘团

：的特 概括 下体 点可 如

1. 本 。成员资格限于 地 民住 根据 本日 《 》地方自治法 第 260条第 2项的 ， ，定 按照属规 地原则 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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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本许在当地拥 定住 提出 得 缘团体的 搬出 地时 动有固 所的住民 在 申请后 获 认可地 成员资格 则自 失

。 ， 村 来 ，成员 实践 农 集体 的集 产 源 历 希 引 新户去 资格 中 部分 经济组织 体财 于 史积累 成员并不 望 入 稀

， 《 》 对 了一 。 ，财 依据 地方 的章程自治 成员 限制释自身 产价值 因而 自治法 中 条款 资格做出 定 例如 集

， 权。 了 划财 归原集体 而新成员 有 这就 集体 然在表 归体 产收益 成员所有 只享 使用 产生 财产虽 面上已经

， 。对 ， 本认 缘团 所 分 实 上仍 体 情况 此 部 主可地 体 有 但使用收益和 配 际 然由原集 成员把控的 分日 学者

一 ， 村 ，张进 步完 关法 已变 地 形式的农 组织应立 散善相 律法规 认为 更为认可 缘团体 集体经济 即解 避免

村 大 ， （ 子，当农 经济 得 额收 集体 和新 之 山 咏集体 组织获 入时 在原 成员 户 间产生经济纠纷 下 2016）。

2.“一 一人 票” 。主管理民 权力 （ ）大 ，可 机构是成 除个别明确 法人认 地缘团体的 员 代表 会 委托

管理 业代表和其他 层负责的 务之外， 必 大其余事务 会通过须由成员 “一 一人 票” 方 主表的 式民 决。《地

》 、方自 许认可 在发 程规 事治法 允 地缘团体 生章 定 宜 资不抵债或者 3/4以上 布成 同意员 时宣 解散。实

， ，可地缘团 财产流失 在 地缘践中 部分认 体为防止 认可 团体的“壳” ，下 基 治 然保之 于章程自 原则仍

了 大留 重 集体成员事务由原 “ 一致全体 同意” 。的治 式理模

3. 。益只能 益性支出收 用于公 本 ，日 不 认可 缘 有 的 利性 其禁止 地 团体开展与业务 关 营 活动 允许 依

， 门 、 采 权、 ，的山地和 收取景区 票 野生 农产 租 式托所持有 农地 通过 拍卖 资源 摘 销售 品和土地 赁等方

一 。 《 》获取 定 入 根据 法 法额度的收 人税 （1965 律第年法 34号）， 可地 由公益 则认 缘团体 性组织税

。 ， ，《 》 必管 而 鉴 认 别 人 质 地 规 接受所辖理 然 于 可地缘团体的特 法 性 方自治法 定其收入 须 地方政府

的 ， 本 ， 。 ， 村监管 且只 于 社 务支 配 实际上 认 体形式的能用 区的公共服 出 不得分 给成员 可地缘团 农 集

本体 组织 有收 收益只 的财 理经济 往往没 益或者 能维持基 产管 支出， 大 ，采因 配 则此 多基于按劳分 原 取

。给予 财 的成员劳 式进行合理 分配参加集体 产维护活动 务费的方 的预

五、公法人形式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财产区

财产区是 《 》据 地根 方自治法 第 294条第 1 ， 、 町村规定 以持 处分市 基 方 所款 有 管理和 层地 政府

有 分财 设公共 的而 的公 人的部 产或建 设施为目 设立 法 。1889年， 本 町村 度日 政府建立 制 ， 了便 地为 于

权 村落 ， 了方 部 清晰或无 的 共同财产 以解 管理政府管理 分产 关系不 收益预期 设立 决集体财产 问题为目

。 二 大 ， 本 村 ，的 式 第 次世 日 推动合组织形 界 战之后 并居 1953 《町村 》年 合并 法 第根据 促进 23条第

4款 ， 了 。规定 延 制度续 财产区 义 ， 村格意 看 质 是 农 集 织从严 上 财产区的财产实 上 原 体经济组 的集体

， ， 。 本 ，只是出于 这些财产在 上由 管 从 度 人几乎享财产 历史原因 形式 地方政府代 日 政府角 看 公法 有

。 少财税减免 财 过多 会减 府的财所有的 优惠 产区 不仅 地方政 税收入（见表 2），还 地方 府需要 政 投入

大 力 力 。 ， 本 权 村行 护 此 历 产 区归还原 济组织的情量人 和物 进 管 因 史上日 把 清晰的财产 农 集体经 况不

少 。 ， 本 大 势 力， 又对在 数 区所 产 具备区位 备市场竞 保目前 日 财产 持有的财 多是不 优 或不具 争 但 护自

、 较大 办 。 了 本，然环 护人 等有 影 等自 源和 设 管 成 分境 维 文景观 响的森林 然资 公 施等 为 降低政府 理 部

， 村 ，财 就 将财产管 托给原农 集 济组 员承 产产区基于 近原则 仍然 理工作委 体经 织或集体成 担 有些财 区

也 村 权。 村 ：除原农 集 织的用益 产 式的 体经 的特点 下不排 体经济组 物 财 区形 农 集 济组织 可概括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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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员资格限于本地居民

《 》 ， 必 ， 本 ，也地 治法 定 自 人 可以 有 可以是虽方自 规 财产区成员 须是 然 既 是在 地拥 住所的住民

本 ， 本 本 、 来有住所 但是 工作 司 合 织 主体存在 务往然在 地没 在 地 或者与 地公 作经济组 等市场 经常性业

。 。 ， 一 ，的人 产 成员 最为 民提出 并按 缴纳 会 平员 财 区的 条件 宽松 居 加入申请 规定 定 费后 原则上即可

权 。 本 ，享 使用 共 员搬离 社 再与财产区 交集 失成等 有 财产区公 资源的 利 成 区或者不 发生 时 则自动丧 员

。 ， 长 ， 十 木，实 分财产区 体成员 期 所 的财 如种 的林 这资格 在 践中 部 存在由集 投资 形成 产 例 植数 年 些

布往往会 颁 财 区 分 财 属性财产区 通过 产 设置条例的方式 割 产 ， 对 权 一格 出 定限制并 成员资 或成员 限做 。

（二）采取公共财产管理方式

《 》法地方自治 第 296 ，条规定 区财产 议 大 权力 ， 议会 财产 机 当地 会或成员 会是 区的最高 构 是与

， 、 议 对 权 。 议平 财产管理 在 财产 营 处 面具有 抗的 产区级的公共 机构 集体 的运 置等方 与地方 会 利 财 会

权 一 。 议 、 、 权、 权 ，是 产 种 理形 例 任期 选举 事项利人保护自有财 的 管 式 地方条 规定 员数量 被选举 等

议 、 、 。财产区 定财 算 管 务 事项 集体会制 产区年度预 理制度 财 制度等 成员 参加投票按照 人员 2/3以上

议意原 选 员同 则推 ，议长 长地政府 官兼多由当 最高行政 任。 议产区 下 理 体 产财 会 设管理委员会管 集 财 。

川 ，以 古 的财产区 会由兵库县加 市为例 该市 管理委员 7 ， 长 ，名委员 委员 中选组成 由市 从成员 任 委员

长 ，委 产生 任由 员互选 期 4年 兼职且都为
①
。 大 较少、成员 在 区成 数 容 的情况会是 财产 员人 易召集 下

议 。 《 》财产 的替 组 法设立的 区 会 代 织 根据 地方自治 第 295条 第和 296条的规 ， 大员定 成 会的成立手

、 议 本 。 较 村 力 本续 治理机 形式等与财 会基 产 多 时 荐 集体成制和组织 产区 相同 集体财 的行政 有 会极 推

议 议 、议长 长 ， 对方 会 员 或 官 保障 财产员竞选地 行政 以便 集体 的控制( 子，山下咏 2014)。

（三）收益只能用于政府公共事业支出

《 》 ， 祉 ，法 规 产区 立 地 民 和促 济 与政地方自治 定 财 设 的目的是提升当 居 福 进地方经 发展 财产区

， 计 ， 议 。 ，府财 立会 专用账 接受 区的 分 员 只能用务分离 设 户 并 会监管 财产 收益不得 配给成 于维持财

办产区管理 常和日 公， 一余部 照 定 上缴地 于地 府公 事剩 分按 的比例 方财政用 方政 共 业支出。在实践中，

村 ， ，部 财 区形 体 于按劳分 照成员参与 管护 给相分 产 式的农 集 经济组织基 配原则 按 财产 的贡献量 以 关

对 。放 者劳务费 产区的收 行 的预成员发 工资或 的方式 财 益进 合理 分配

六、经验与启示

（威廉姆森 2002） ，一 了 ，为 种经 组织 或治 结 环 条 下 该认 济组织的 形式 理 构反映 在特定的 境 件 组

本 小 努力。 ， 大 少 本使 成 之和最 定环境下 可 限度 组织织试图 生产和交易 化的 在给 以最 减 这些成 的 形式

势 。 本 村 了为 内处于优 织形式 日 体 组织 的多 点充分将成 该领域 地位的组 农 集 经济 形式 样化特 验证 以下

： 、 对 择，结论 发展 段 以 政 体制 素 形式的选经济 阶 转变 税制制度变化 及 府 变革等因 会影响 组织 集体成

本 力。 较 村降低运营成 求是 式演 具 益预期的 济组织往往员 的诉 推动组织形 变的原动 有 高收 农 集体经 更

①
资料来源：『財産区の財産の管理及び処分に関する条例』，https://www.city.kakogawa.lg.jp/section/reiki_int/reiki_honbu

n/k312RG00000243.html#shoshi-inf-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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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 权 较 ， 择 。 长注 员私 系 为 而更倾 利法 中间 人 期加 重成 产 关 清晰 因 向于选 营 人或 法 等组织形式 缺乏

划 村 权， 权 对 ，益 期或 定 的农 集体 则更加注重 公 产收 预 者收益已 为公共支出 经济组织 团体 关系相 模糊

择 本较 ， 择因而 选 低的公益 别法人 甚 选 人形 使其 境保护更倾向于 管理成 法人或特 至会 公法 式以 发挥环

。 村 、 村 权作用 中日 国 的 成 景 在 展 用以及 能等公益性 虽然 两 农 集体经济组织 形 背 农业农 发 中发挥的作

一 ， 村 、 大等方面都存 的差 和促 经 发展 实现 最 化的的完整性 在 定 异 但从培育 进农 集体 济组织 成员利益

讨 择 ， 本 村 对 一 义。视 组 式选 度看 体经济 践 中 具有 的角探 织形 的角 日 农 集 组织的实 国仍 定 参考意 具体

：而言

一， 村 。第 快 进农 组 建设进程加 推 集体经济 织的法治化 本 村 经济组织即 具备日 农 集体 便不 法人形

，也 ， 村不影 民 主体和开 动 但是从 和 农 集 济组 的视式 并 响其成为 事行为 展市场活 培育 促进 体经 织发展

， 权 、 本。 也 本角 法人 更有 于 管 成 是日 在 织看 赋予其 资格 利 厘清产 关系 降低 理 这 在已经存 多种形式组

类型的情况下， 于仍然 1991 门年专 修订《 自治地方 法》 本可地 根并创立认 缘团体的 原因。 国于中 2020

年启动 村 经济组织 法农 集体 法立 工作，在 2022年 12 布了月发 《 村中华 和国农 组织人民共 集体经济 法

（ ）》， 讨 ， 未 布 。案 该 至 尚 式 实施草 法 今还处于 论阶段 正 颁 议 ，进 进程 以规建 加快推 法治化建设 范

村 ， 村经济组织财 界及 护农农 集体 产边 市场行为 维 集体经 权 ， 村组 成员的合 农 集体济 织及其 法 益 促进

经 质 展济高 量发 ； 权 ， 、 ， 村基 有 理 治理机 度 解 集体 济 法于总 论 明确 制 财务制 决农 经 组织法人地位和

权 ； 权 义 ， 权 ；属 题 基 效 相等原则 置和责任共 制 基归 问 于资源有 使用和 利 务 完善 利分 担机 于公平公正

， 村 。原则 体 织和集体 的财产关重构农 集 经济组 成员之间 系

二， 村 择 权 。 本 本赋 集体 组织 组织形 允许 成员 据第 予农 经济 选 适宜 式的 利 日 集体 根 削减交易成 的

择求 适 自身 织诉 选 宜 发展的组 形式， 村 经济组织 式具有多元 包容农 集体 的实现形 化和 性特征。20世纪

， 本 村初 日 经 列为集体把农 集体 济组织 成员的权利 ， 《 》行使主体 中 民共 民法这与 华人 和国 典 第 262

关于代条 表 （ ，规定 相似 处行使的 具有 之 宋志红 2021）。 ， 本 许 体 员但是 日 允 集 成 基 则于合意原 而非

择规定选 适强制性 宜的组织 。 本 村 也 ，形式 日 农 集 济组 非法 以 形式 既体经 织既可以是 人形式 可 是法人

也 ， 择 也 择 ，可 人 可以是 人 以选 制 可 作制或 这种 不仅 助以是私法 公法 既可 公司 以选 合 者公益制 方式 有

大 ，也 了 力。 村自 利 最 化 人 更新提供 农 集体经济于集体成员追求 身 益 为传统法 制度的自我 动 从中国 组

， 较大，发展 各地 会 平差异 在 地区适宜织 情况看 由于 区经济社 发展水 经济发达 推动经 资产 合营性 股份

作， 业制改 体经借助企 造原有集 济， 大 村在广 发 推 生 要素 经而 欠 达农 地区则适宜 进 产 合作制的 济组织。

， 村 布 ， 也即便农 集 织法颁 施行 很难因此 体经济组 今后 用“ 合作股份经济 社” 一 一 组 满这 单 的 织形式

村 。 ，《 村足处于 阶段的各 农 经济 的诉 中华人 农 集 济组不同发展 地区 集体 组织 求 另外 民共和国 体经 织

（ ）》 村 ，法 合 件 农 集 织 者农民合 无疑会增加草案 虽然允许符 条 的 体经济组 设立公司或 作社 但这 市场

， 门、 门 门 来 力，也必 村主体 政管 监 税务部 等 然会提升 体的数量 给行 理部 市场 管部 和 带 工作压 农 集 经

本， 本 。 ， 议 村 ，组织 理成 降 增效 促进 体经 组 前 允济 的管 不利于 因此 建 以 农 集 济 织发育和发展为 提 许

， 择 ，集体 实 证土地公 的前提下自 适宜 而不 规成员根据 际情况 在保 有制属性 由选 的组织形式 做强制性

； 对 ， 对强 集体财 管制 不断 集 地流 度以 政资金 体财定 应加 产的用途 完善 体土 转制 及 由财 形成的集 产的

、 ， ， 。使用 分 健 监 制度 财处 等资产管理制度 全 管 防止集体 产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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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村确农 集体 的第 明 经济组织 “人合” 。 本 村属性 农 集 定位 助日 将 体经济组织 为成员互 互利的

， 、 对 、 ，人合组织 以血缘 地 系 带共 现 集 的占有 益 相 间承成员之间 缘关 为纽 同实 体财产 使用和收 互之

， 权 。 ，无 让 到 制 在 方 生产森林 集体成员惠担 限连带责任 股 转 受 限 收益分配 面 合作制的 组合按照 顾额

，或惠 益 特 式 地缘团体 形式的财 虽 要求 将收顾量分配收 别法人形 的认可 和公法人 产区 然被 只能 益用于

， 采 了 。公益性 上缴 政府 在 根 集 成员 进 方式活动或者 地方 但 实践中几乎都 取 据 体 贡献程度 行预分配的

《 村 （ ）》 ，中华 国农 集体经 织法 调按 则 上规定人民共和 济组 草案 虽然强 劳分配原 但实际 了企业制的

，未 村 本 。 议 村股分红方 充 现农 经济 合组织 建 将 体经 组按 式 能 分体 集体 组织人 的基 属性 农 集 济 织明确

义 ， 权 义 ， 权形 的 作经 持 则 在赋予 财产份额和 的同定 为特殊 式 合 济组织 坚 利 务平等原 集体成员 收益 时

义其承 体 展的 务明确要求 担促进集 经济发 ；应 将明确首先 50%以上 对的 根 体成 体事收益 据集 员 集 务的

献程度贡 进行分配， 少再将 部分 据剩余 根 股份多 进行分红， 黏以 增 集体 体 度此 强 成员和集 之间的 合程 。

第四，凸 村 本经济组织特 人的显农 集体 别法 基 特征。 本 村同组 农 济组织虽日 不 织形式的 集体经 然

全不同的 方有着完 设立 式、权 承担 和强 束条款责 方式 制性约 ， 都被但之所以 称为“ 村农 集 经体 济组织”，

采论 什 形式是因为无 取 么 的“壳”， 了 村 ，部 农 集体经 特征都全 或部分保留 济组织的 例如集 员资体成

、 ，家庭 承格的封闭性 性和非继 性 “一 一户 票” 大和重 事宜“ 一 意全员 致同 ” 。的民主 机 中治理 制等

， 本 权 彩 ， 村 权、日 情不 有 理论 浓郁 中国 化 的 益 化两国国 同 日 总 的团体色 这与 弱 农 集体经济组织 共 强

权 ， 。 本对集 益 不应该生 合日体成员自 的方针不符 搬硬套 结 “壳”和“瓤” 类 ， ，的 验 笔分 经 者认为

来仅以 破不应 是否允许 产 界定“特别法人” ， 、 。 议是要从成 格 制度 面体的范畴 而 员资 管理 等方 现 建

村 权 ，集体经 法应 员资 方 份 基 的封 并 份多农 济组织立 在成 格 面突出体现以身 为 础 闭性原则 兼容成员身

势元化的发展趋 ；在治理制度方面，应体 员为 管现以集体成 主的民主 理特征，采取“一 一户 票”和“全

一 意体 致同 ” 本 对 大 ， 权的基 原 及 重 利 事宜 决 充分 成员 被合 程则 涉 成员 益的 进行表 保障集体 益不 法 序

； 采所剥夺 应 取以“户” ， ， ，单 的委 票 范受托人 书面委托制为 位 托代理投 制度 并且规 数量 建立 度 提

。升集 集体 活 极性体成员参与 经营管理 动的积

， 村 。第五 农 集体经 织 部发 境持续优化 济组 的外 展环 本大 村日 集体经 于微 至部分农 济组织处 利甚

， 本 择 、 。赤 经 以 担 理成 选 别法人或 形式 这充字 营状态 往往会在难 承 管 的情况下 公益法人 特 者公法人

，分说明 本 村 力，财税 管理 善 日 农 集体 形式多样 展 动 不制度和社会 制度的完 程度是 经济组织 化发 的原

类 权 ， 本的组 享受和 的 责 体成 则 和 支 实际 选同 型 织形式 承担不同 而集 员 根据自身管理成 收 等 情况理性

择 ， 了 小 。 ， 村 对形式 实现 最 化 中国目 没有 制度 济适合的组织 交易费用 前还 实行财产税 农 集体经 组织

择 ，较少 本， 村织形式的 出于自身 考 产持 导致 资源和 产使组 选 更多是 需求 虑财 有成 农 自然 经营性资 用

。率低 问 解效 下 题始终难以得到 决 ，随 中国 财 以及税制制 管理制度的着 不断推动 税制度改革 度和社会

， 对 择 本 。完善 境 组 成 将会越发不断 外部制度环 织形式选 的影响 突出 议 提高土地 使 率为建 以 资源 用效

， 一 、 ； 村 、 、进 步 平公正 点显 财税 度 制 经 制度目标 构建公 差异化特 著的 制 统筹推进农 土地 度 营 户籍

、 ， ， 村农 度等相关 打通相关制 间的 体经 定制度 地用途管制制 领域改革 度之 堵点 为农 集 济组织稳 发展

。供制度保提 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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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andDiversified Forms of Rural Collective
EconomicOrganizations in Japan

CAOBin

Abstract: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illustrates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and the forms of the Japanese rural collective organizations

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 and field research. It is found that rural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s in Japan are the representative

exercise subject of the rural collective, and their forms show a diversified development trend along with the change of the soci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environment. At present, there are six forms of private legal persons including “membership groups” in the

form of unincorporated organizations, company legal persons, intermediate legal persons, public welfare legal persons, special legal

persons, and public legal persons. The various forms of rural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s, on the one hand, have respectively

formed specific systems of member confirmation, management, finance, and dividends according to the relevant laws of

corresponding market subjects. On the other hand, the collective members have reserved all or part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emocracy in the rural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s, such as the members’ community nature, “one household, one vote”, and

“unanimous consent”, through readjusting the right of public welfare and private benefit, which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maintaining the boundary of and increasing the value of the collective assets. The government is supposed to further accelerate the

legislative process regarding rural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s, allowing the members of rural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s to choose the organizational form of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Legislation should focus on clarifying the legal person

status of rural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s and highlight the “special” characteristics, and improving the relevant fiscal,

taxation, land, management, and other relevant systems to ensure the steady development of various organizational forms of rural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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