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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社办企业的逻辑

——基于成员异质性视角的多案例分析

钟 真 戴 娆 蒋维扬

摘要：本 来 吉文基于 自 林省、 川四 省、 东族自治 和宁夏回 区 山 省的 4 ，典 案例 从成 异质个 型 员 性

了 办度探究 合 社 企业角 作 驱 因的 动 素、 择式选模 和 。 ：效 差异 结果表果 明 和企业合作社 是两种农业产

，业组 式织形 “双 璧剑合 ”比“ 斗单打独 ”更有效。成员的 了 办异质 定 合作社性程度决 企业 体的具 模

，式 成员 低的合 社 由 体 员共同异质性 作 通常 全 社 投 社内资 物品公共 ， 办全体 员 企业 利 赋社 有 于 予 员社

权产 激励， 进合作社促 的 产投资专用性资 ； 心成 的合 通常由核 社员异质性高 作社 员 资社内投 公 物共 品，

心 办核 有利于社员 企业 对 权投 产资者进行 励激 。 办两种 企业模 均 升合作社 式 能提 通 户的普 农 ，福利 但

，是 心 办核 企业社员 的模式可能使 作 的 结构发生 显的合 社 治理 明 “企业化”漂移。本文的 对发现 合作

社创新 力 升能 提 与 结构治理 优化均 重要具有 义政策含 。

关键词： 办合作社 企业 异质性成员 农户增收 理 构治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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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村三随着 合农 产融 进程的 ，加速 “龙头 业企 + 户农 ”“ 作社合 +农户”“龙头 业企 +合作社+农户”

。 ，等多 化农业 业 织 不断涌现 些农业产业 以将外部 通过 降低契元 产 组 形式 这 化组织可 交易内部化 有效

本约的 成 实现产 链交易 业 的分 农业经营工深化与 的规模化（苑鹏，2013）。从组织内部 力 ，导 量看主

业 化 营 式农 产业 经 模 可分为 一司主 与合作社 导型两 纵 体 式公 导型 主 种 向 化模 。在公司 导型模式下主 ，

户企业与农 本之间契约的 质是 用雇 与被 用雇 ，关系 农户并无企业的 权决 参与策 和 权（叶敬忠利益所有

，等 2018）； 导合作社主 型 心 ，模式以 产业化 织 主 农农户为 组 的核 体 户对 对全产业链 利润 绝的 享有 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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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 权（制 和 益收 ，郑风 等田 2021）。 小加 户为 速 农 和现代 业农 发展的有机 ， 动合作社衔接 推 主导型纵

一 （体化 至关重要向 发展 Huang and Liang，2018）。

《中 民共和国华人 民专业农 合作社法》 布 来颁 施行以 ， 专 合作社全国农民 业 （ 称以下简 “合作社”）

的数量 长。不 增 至断 截 2023年 10 ，月 全 登记 的合作社 量国 在册 数 已超过 220万家
①
。但是， 组织受

原则 治理结构与 等 制因素的限 ，合作社难以和企业一样 本 ，成 业链下游资 的有效载为产 深化 体 而是必

（须 组织形态 产 化经营通过扩展 实现农业 业 ，黄祖辉 2018）。因 ， 办此 合 社 逐 成作 企业 步 为农民参与

场并市 全产业链 化的实现 深 重 方要 向 一之 ， 也对政府 办合作社 企业 了给予 力有 的支持。 言举例而 ，2009

，《年 中共中央 大 力 一 夯 村 》关于 筹城乡发展 步 实农业 发展基 意见国务院 加 统 度进 农 础的若干 指出：

“扶 办业 作社自 加工企持农民专 合 农产品 业。”
②2018 ，《 村 划（年 兴 略乡 振 战 规 2018－2022 ）年 》

指出：“ 龙头 、 、 ，鼓 行业 或 企业与 作社 家 农 普 户等组织 同营销 开展 售励 协会 合 庭 场 通农 共 农产品销

，推介和 农户 分享产业链 收益品牌运作 让 更多 增值 。”
③
《中华 民共和人 国 》 十业合作社农民专 法 第

八 了增 作社投条新 合 资公司的相关 容内 ，“ ，专 合 社可以依 向公 企业投资 其出资农民 业 作 法 司等 以 额

对为 所 企业承担 任限 投资 责 ”
④
， 了 办 权 。从法律上 障 合作社赋予并保 企业的 利 2023 中央年 “一号文

件”也提出要“支 庭农场组 农民合持家 建 作社、 办 ， 小 、社根据发 业 动 农户 营合作 展需要 企 带 合作经

共同 收增 ”
⑤
。

在 合 社学者 将 作 与企业 行进 较比 ，讨 了础上 论 前 的的基 者 势。一优劣 学 认些 者 为， 数合作社多 缺

乏效率，只能将业务局限在农产 销售品初加工和 环节，难以拓展至 工领域深加 （李 和陈亚静 坤，2022）。

一 学者认为另 部分 ， 较 ，比 作社与 效率 而不能直接 合 企业的 是要 场 争 度和成员 质性 比将市 竞 程 异 作为

较前提。当 较场竞争 度 而 异质性市 程 强 成员 较弱时， 势合作社更有优 ，反之 业更企 有效率（Herbst and

Prüfer，2016）。

来从现实 看，欧美国家的合作社通 同路径实过不 现了产业链 伸的纵向延 。一是合作 展 产社直接开 生 、

加工、流通、 售等活销 动。例如， 国美 的“ 一新 合作社代 ” 了为 好地 市场环境更 适应 ， 过限定 员通 成 资

、格 实行缴售 、 ，大力 （份额 股份制等市 筹募资金 工产制 场化方式 发展食品加 业链 Cook andChadded，

2004）。二是合作社与 组织形成 略联盟其他 战 。例如， 不同合作 繁 垂直整 产业链美国 社通过频 的 合实现

①
资料来源：《2023中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分析报告(一)》，https://szb.farmer.com.cn/2023/20231227/20231227_006/

20231227_006.html。
②
参见《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

https://www.moa.gov.cn/ztzl/yhwj/wjhg/201202/t20120215_2481486.htm。
③
参见《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https://www.gov.cn/zhengce/2018-09/26/content_

5325534.htm。
④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https://www.gov.cn/xinwen/2017-12/28/content_5251064.htm。

⑤
参见《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2023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https://www.gov.cn/zhengce/2023-02/13/

content_574137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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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营 体 纵向联合上 游经 主 的 ， 大 了提升极 社合作 对 力全产业 的控制链 ； 洲废 牛 额制度后欧 除 奶配 ，大量

长合作社与下 业达成 期游加工企 契约，通过“ 作社合 +企业” 了 力形成 更具市 争 的乳品 应链场竞 供 （Klopčič

et al.，2019）。三是 立合作社创 企业，进而 务 新和市谋求业 创 场整合。成立公 不司 仅 以可 助 作社降帮 合

低 险和风 责任，还能够为 作社聘 管 人 供更多合 用 理 员提 的 活性灵 （Bijman et al.，2014）。但是，由于企

业 全由合作完 社的 ， 对 ，把控 社员 公司治 乏直接的 与董事会 普通 理缺 参 ，因而 此时的“ 办作社合 企业”

对 本 （作 身的民 成员共 原 起 战可能会 合 社 主性与 治 则发 挑 Forney andHaberli，2017）。

研究表明有 ， 府之政 所以支持 办合作 企业社 ，与办 业 够 的企 能 形成 势独特优 关有 （张连刚等，2016）。

，首先 可以将 ，外部交 免和 企业频繁易内部化 避 外部 签订 ，期契约 有 缓解契短 效 约签订 的道德风中 险

择 ，大 （ ，选 题 幅降 费用 郭 鸣和逆向 问 低交易 晓 等 2007）。 ，次其 以可 ，高贷款的 获得 助组提 可 性 帮

织改 资金状善 况， 力（提 市 争升 场竞 Bijman et al.，2014）。 ，再次 能够 小充分激发 农 动性户主观能 ，

小 对 权保障 后端 益农户 产业链 的收 ，有效避免 权 ， 小 力侵 现象 提 农户的 性和创造企业 升 生产积极 能

（Swinnen et al.，2007）。最后， 够能 ， 、 、强组织 合约治 推 作 治 有序化 规 化加 内部的 理 动合 社 理 范

，高 有效效化 提升 （作社经 绩 邓合 营 效 宏图等，2017； ，万俊毅 曾丽军和 2020）。相关数据表明，办

企业的合 速增作社数量快 加。 门工商部从 的数据看，2007年 来以 ，进行 权业股 投 社数量呈企 资的合作

先上升后下 势趋降 。2007－2018年，投 的合作 数资企业 社 量由 96家 至增 15315家；2019年之后，受

双 ，办作社 整顿与新 疫情的 影 企合 清理 冠 重 响 业的 落，合作社数 虽然有所回量 但在 2022年仍然达到

7571 ，家 数的占合作社总 0.34%①
。

但是， 办 也合作社 企业 适用限制 发展困存在 与 境。一方面， 办作社 企业 的 用情境合 有其特定 适 。当

生产环 的 专 性农业 节 资产 用 高、 大易损性 时， 办作社 企业可以 护社员 益合 加工 保 利 ， 免 利益被加避 生产

企业分割工 ；当加工环节的资产专 产环用性高于生 节时， 办 力 大大合作社 企业 将 降低的动 （黄 辉和祖 王

祖锁，2002）。 一 面另 方 ，不可否认， 办作 企业的 的是套 政 贴部分合 社 主要目 取 府补 ， 为 后的政策行 背

因远远 市场动因动 强于 （ 天佐张 ，2022）。根据 办 长丹 等 合作社 企 的漫 发展历麦 欧美 业 程，结合中国当

龙头前以 合作 展现实看企业主导的 社发 ， 办合 想要通过 企业与 农作社 自 市场上的 业企业 长很竞争还有 的

路要走。这一 度上定程 解释了办企业的合 社 量稀缺的 因作 数 原 。尽管 办府支持合 社 企业政 作 的“理 模想

式” 全体成员 同程度是 不 地参 营并从中与企业经 受益（张天佐，2021），但现实 况是情 ，广泛存 模在的

权糊产 问 和高度题 异质性的成员特征 内 通常难 集体行使合作社 部 以达成 动（Cook，1995），因此， 作合

社 心核 员社 办参与 企 并业 “独占” 一 。业收益成 种常见 象 据 组企 为 现 根 课题 成员 2022－2023年在 7个

省份进行抽样调查所获得的 702家合作社 据数 ，全 员参与体社 办企业 心 办社员参与 业的和核 企 合作社共

有84家，约占 本样 数合作社总 的12%。其中，前者仅有 7家， 办在 企业的 社 占 不足合作 中 比 10%②
。可

①
数据来自浙大卡特企研中国涉农研究数据库，该数据库涵盖2007－2022年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在册的所有合作社。

②
课题组于 2022－2023年在内蒙古自治区、山东省、河北省、四川省、吉林省、江西省、山西省的 20余个县开展合作

社调研。先在东、中、西、东北四大区域随机抽取 1～2个省份，在抽到的省份随机抽取 2～3个市，每个市随机抽取 1～

2个县，每个县随机抽取 10～15家合作社，通过集中座谈、问卷访谈等形式，最终完成702份样本的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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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 心 办实中 员参与 企 的现 核 社 业 合作社数 远 体社员参量 超全 与办企业的情况。

， 学者认为然而 许多 心 办 不仅核 社员 企业 可能 小 权 ， 大侵占 农户 利 不当占用 财政资还会 量 金和公

资源共 。这 一（ ，是 社 展的乱 旭初当前合作 发 象之 徐 2021； ，张 佐天 2022）。 研现有 究 ，显示 “全体

办社员 与 企参 业” 遍优于普 “ 心 办核 员参与 业社 企 ” 三原 要有的 因主 点： 一第 ， 农效果更强惠 。当合

， 对 心 一 权，组建自己 工企 农民 以合作 核 的纵向 化体系 可以充分作社 的农产品加 业时 社为 体 享有所有

（ ，品 工供应 环节的 润 初获得农产 加 链中各 利 徐旭 2020）。 二第 ，激 效果更佳励 。 模式该 下， 员社 收

， 对 ，益与 贡献量 接 关 于增强社 企业的责任 其生产积其 直 相 有助 员 感并调动 极性 推动 织的 发展组 良性

（ ，孔祥智 2021）。 三第 ，对小 权户 利农 的保 更全面护 。部分 心 员核 社 所办公司 社 公司核存在合作 和

、 ，账目不 问算不分 清 题 通 会这 常 使小农户社员的 （ ，利益 张天佐受损 2022）。但是，也有一些研究

， 术 、 丰 ， 心表 在 农业技 革 加速 农业组 益 富的当 成员 的专用性投明 现代 新 织形态日 下 合作社核 进行 资

术 、 、 来 （ ，技 创新 加 深化 农 方面发挥 的 用 孔祥在 工 户增收等 越 越重要 作 智等 2020）。 ，意味着这 需

要 入更深 地理 和解 分析合 社作 办 。企 象业现

文献梳理 ，显示 现 关有 于 办合 企业作社 的 、 ，对成 内在机制和 的研究尚 社因 经营效果 不深入 合作

办 较企 同模式的比 更为缺乏业不 分析 。 一，第 虽然 少不 学者看到了 心 办 一核 社员参 现 的广与 企业这 象

， 未泛 并 就其 因存在 但 成 、 和机制 果效 行进 系统性 讨。探 二，第 对 办已 作社 企业 果有 合 效 的分 多析 集

中 织增产和 户增收在组 农 方面， 了 办 对 ，外文文献注 社 企 织性质的影 国虽然部分 意 欧美合作 业 组 响 但

少对办内文献 企业后缺 合作社在 、组织性质 治理结构方面变化的深入 讨探 。 三，第 现有 究 析研 在分 合

办作 企业社 的 未模 时 充 虑成员式 分考 异 性质 。的影 郑 田响 风 （等 2021） 分析在 办合作 企业的增收社 效

果 ， 然时 虽 了 权考虑 合 结构 部政策环境作社内部产 和外 因素两个 ， 也未对 办但 合 社成员 响作 异质性影

。企模式 制 行检验的内在机 进

本 ：探究的 题文主要 问 是 为什么 办 一 来 ？合 社 企业会 为 种 普遍的现 为什么作 成 越 越 象 办作 企合 社

分化出业会 “全 社员体 参与”和“ 心核 社员 与参 ” ？ 心两种模 员式 既然核 成 办参与 诟 ，业广受 病 为企

何 一模式这 在实 中践 还会大 ？ 两种量存在 这 办企业模式的 农 果惠 效 和合作社的治理结构有什么 ？差异

本文 图按照试 “办企 的目 －成 质性员异 －集体 动逻辑行 －办 择模 选企 式 ” ， 权 对路 基于产 论 合的思 理

办 ，作社 企 建理论分 于该业模式构 析框架 并基 框架，对 4个 类不同 型的 社进行合作 剖析。对这些问题

办 权 ，也不仅有助 作 企业过 结构的 化 与 论 涵 有助于 确不 作的研究 于厘清合 社 程中产 演 逻辑 理 内 明 同合

办 ，社 企业 式下的 农 制 果差异 为 作社高质量 提供模 惠 机 与效 合 发展政策 。理论 依据支撑和实践

二、分析框架：合作社办企业的动因、模式与效果

（一）合作社与企业集体行动的逻辑差异

， 、 、 本社和企业是 不同的组 形式 两 基础 存续 逻 等方面 区合作 两种 织 者在组建 目的 行动 辑 都有 质

。 （别 奥 森尔 1995） ，认为 了 ， 一组 或 团的存在 为 增 员利益 集 中没有 何 人 排除织 社 是 进成 团 任 个 会被

，在公 利益之外 任共 何 标的实现 的满公共目 或公共利益 足都 了一意味着集体 被提供 件 共内部 公 物品或

品集体物 。 来合作社 意 供公共 成农民 集 动之所以愿 提 物品 促 的 体行 ， 因是 为提供公共 品物 可以“撬动”



合作社办企业的逻辑

- 167 -

本 。 本数倍于成 收益 这 后 根的 背 的 原因 ，是 合作社 循遵 “ 一所有者和惠顾者同 ” 本 ，的基 原则 合作社

通社 是的普 员既 “ 东股 ”也是“顾客”， 规模和合 社规模 得顾客 作 化经营获 的 （边际 化 益增量 规模 收

） 了 。率 共 合作社 够 的 益 业组建的 础并同决定 能 创造 收 企 基 非 供提 ， 本公共物 而是通 资 合品 过 联 谋求

。利润 企业的 东 ，股 是组织的 非惠顾者所有者而 因此， 一 对法像 社 般通过 内 公共服务企业无 合作 提供

， 。 东 ，利 只能 外部市场 利 现代企 在股 共 投 基 上 新是企业获 通过参与 竞争谋求 润 业建立 同 资的 础 创 盈

心 力。 ， 、利的 动 综上所 农民合 社 以 物品供给 前提 在农户 的基础上核 驱 述 作 是 公共 为 自愿联合 通过规

； 东 、经营 利润的合作 企业是以 共同投 在强制性 础 通过不模化 获取 组织 股 资为前提 治理的基 上 断创新

来 。创造利 的 组润 市场 织

既 公共物品 给是 社组建的 础然 供 合作 基 ， ？那么 是 作 部公共物 的提供者 奥谁 合 社内 品 尔森（1995）

，体行动理 体决 否提供集体 的标准是 资该物 远超其的集 论提到 单个个 定是 物品 投 品的收益 本获得成 。

个 为集团 公共物 创假设 体 提供的 品 造的收益 g

coop

g
V S T 。

coop
gS ，是 团规模集 T为 模化 率规 收益 。假

设个 在集团 益 所 额为体 收 中 占份
coop
iF ， 本个体 供公共物品提 的成 为C，  C T ＞0且  C T ＞0，

则公共物品为个体 来的收带 益
coop coop coop

i i g i gV F V F S T  。 有当只 iV ＞C时， 才 择个体 提供公会选

。 本共 品 公共 优供给规 收 和成 决物 物品的最 模由个体 益 定， 体提供 共 的 际 益等于边当个 公 物品 边 收 际

本成 时， 对公共物品 资个体 投 的规 化 益模 收 率 到最优水达 平
*T 。理想情况下，成员应按在集团收益中

所 额提 共物品占份 供公 。当个 集团体在 收益 小 ，所占份 提供公共中 额过 时 其 物品获 的得 人收益个 不可

大 本，于总成能 时 会 性此 个体 理 “ 责卸 ”。因此， 大在 作社 中占比越 社员越 能 为 物合 收益 的 可 成 公共

力 。 ， 较 ，品投资 主 军 合作社 的供给与 息息相 成员异质性 合作社 成的 公共物品 成员异质性 关 在 低的 员

的出资金额较 ，均为平 他们 一将 公 物品的 并达成 行共同成为 共 投资者 致 动。 较成 异 性 高的合在 员 质 作

， 心社 核 往往拥有更成员 高水平 本 力 本， 大 ，的 质 和 在合作社 收益中占据 充足的物 资 人 资 总 更 份额 有

力 术 、动 供技 品牌为合作社提 支持 建设 。等 物品公共

，但是 业企业农 与合作社有 。 力 本不同的 和 利逻辑 在创新 的 投 和 质运行机制 盈 企业家 上 人 资 入 物

本资 投入 同决 业的创新 入与利 水共 定企 投 润 平。 本假 业总资 规 为设企 模
com
gS ，企业家的 和股出资规模

权份额分别为
com
iS 和

com
iF ， 企业 新的边际收当 家创 益 于等 本边际成 时，企业创 利润水平新投入和 达

大。 努力 本于 体 成到最 由 个 边 ， 权 大，企业家 占 额 创 激励际递增 所 股 份 越 新 就 ，越 企业 创新获高 通过

得 边际收的 益就 大越 。 权 ，当 稀释时股 被 企 家的业 创新积极性会 ，削弱 企业 平被 总体创新水 会 。下降

权 ，现实中许多 家更偏好 券融资 资 目的企业 债 而非股 融 就 对 权。一 ，有 业的绝 而言是持续占 企 控制 般

小， （ ，民 企 模 企 家的控制 越强 和陈传波营 业规 越 业 欲 阎竣 2008）。 于合作由 社与 业企 实现集体行动

逻辑的 不同， ，二所以 者在 场市 上具有各自 势的优 。 为这 两种 营经 方式的融合与互补提供了 。间空

（二）工具论视角下合作社办企业的动因

随着 化进程的农业现代 不断推进 类和 新型各 农业 ， 对 类主体的 断 人 各 型经营 不 发展 们 新 农业经营

了主体 度发生 从的态 “ 体化主 ”到“ 具工 化” ，的 不再过度 注转变 关 其 本 义是否符 基 定 与标合组织的

，准 而是重视其对 。农 代化的积极业现 作用 例如， ， 对从将 作社视 营主体 到 加合 为农业经 逐渐 其附 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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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村 （多制度 并以相 政 境 以 导 使其日 成为 农 经济社 发展的 策 体性期待 应 策环 加 引 益 农业 会 政 载 徐旭

，初和吴彬 2017）。一 ， 类面 现实中各方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移的异化和漂 较比 ， 类过度关注各普遍 主

本 义。 ，大 未的基 制度 原则逐 实意 以合 量 作社 遵体 与 渐失去现 作社为例 合 守“一 一人 票”的决策 度制

和“ 要 交 量分配主 按 易 ” ，的 则 坚 述原则的 作社仅原 持上 合 有 20%（ 东 ，韩 等旭 2020）。 一 面另 方 ，

类农业现 化的发展赋 经营主体 性期代 予各 新型 更多的功能 待， 如发展社会 务例 化服 、实现农 规模化业 、

本 。资 深化等推动农业 于是， 义 ， 类用 原则下 农业经 主在实 主 只要各 营 体 够能 务 业现代化 展的服 农 发

，政策需要 层面大 （ ，应给予 持 鼓 旭初和吴都 支 和 励 徐 彬 2017）。 ，因此 在“工具论” ， 必有导向下

。要更多 视角 组织的发展 变地从功能性 看待 与演

， 类实际上 农业经 有独特的各 营主体都 优势与不足。家 农场依 自有劳庭 赖家庭 动力， 小是 中发展

。 ， 一 一 ， 。模 业的高效 织 但 营规模 旦 过 定范 家 农 高效率将 逐步丧失 合规 农 组 是 经 超 围 庭 场的 会 作社

合农业产是整 业链前端的 、 ， 。土地 等资源的有 具 具有天 的益农 社会声誉劳动 效工 然 性和良好 但 ，是

成员的 、 力质性 独 理机制 薄 资 实异 特的治 和 弱的 金 味着意 合作 难以 产业后向 伸的社 成为 延 有效 ：载体

一 ，方 作社内部 策效率面 合 决 较 ， 对 术、 ； 一 ，低 难 变革做出 方面 社融资能以 新技 新 及时回应 另 合作

力 ， 。 ， ，偏 以实现产 链后端 化 相反 企 链 所处位 虽低 难 业 的加工深 业在产业 中 置靠后 然 小常 现出 与 农

户 接 畅的情况衔 不 ，但其 本在 化资 深 、 术 势技 创新 产业融 等 面 具优和 合 方 都更 （李静 陈亚坤和 ，2022）。

，首先 企业是更“纯粹” ， ， 了 力的市 效益 主要目标 这 其高效的 场反应场主体 经济 是其 保障 市 能 和竞

力。 ， 权 ，其次 企业 的 结构争 有更清晰 产 可以 本， 。组织内 协 提 创 效率降低 部 商成 高 新 最后， 业的企

权 本构有利于 引外部股 结 吸 资 ，比 本 力庭 和合作社 更强的资 实家 农场 有 ，可以 产业链促进 的后向拓展。

大求最 利润追 潜在 既 本 ，也 办 心 。是制 新的根 诱 是合作 核 出发点 指 模度创 因 社 企业的 潜在利润 规

、经济 济内外部经 部 、 一 （ ，交 用 低 系列外部 益 邓 等化 易费 降 等 收 衡山 2011）。 办合作社 业能够企 有

效 展 边界拓 组织 ，利用 较 势作社与企业 优 创造更 润合 各自的比 高的潜在利 。第一， 势优 环节互补实现 。

一链 体化产业 可以 义降低上 的机会主下游主体 倾向，降低 本，交 成易 使组 地完成 业 游织更好 产 链上 的

资 整合源 和 本 （ ，下 的资 郑风田等游 深化 2021）。第二， 权保障各 主 益方 体 。 办 了一社 企业创合作 造

柔 ， 权 ， 权 ，种更为 性的 组织内部 和企 种所有 形式 的产 调整 灵活 有治理结构 包含合作社 业两 组织 更 利

。各方主体 极于激励 的生产积 性 第三，获得 府支持更多政 。 ，种 的 策 持逻辑不 两者两 组织 政 支 同 的结

合既能享 合作社 财受 的 政、税 优惠收等 ，还能 受享 政府 对针 农 金融业企业的 、用地等政策（ 智等孔祥 ，

2020）。 办 类 ， 。社 企业有利 合利用各 策资源 农业产业合作 于综 政 加速推进 链的升级 因 ，办企业成此

择合作社 展 的 动为众多 发 转型 主 选 。对 ， 力，资源充足 合作 言 即使具 向后延 的的 社而 备 伸 能 其 机内在

也制和组 特点织 会限制对 ，办的获取 企 后端 深化的后端收益 业成为实现 加工 “必然之举”；对 些发那

较 ， 对 力，办展约 强的合 为应 日益 场 争和成 压 企业束 作社而言 激烈的市 竞 员流失 是拓 值 间 至展增 空 甚

谋求生 的存 “无 举奈之 ”。 ，为此 本文 出提 如下 题命 。

一题命 ： 办 。社 企业的 因在于获取 企业两种 合后 在收益合作 动 合作社和 市场组织结 的潜

（三）合作社办企业的两种主要模式及其选择逻辑

1. 办 。合作 业的主要 式社 企 模 ， 办 办在潜 驱使下 合 成 企业领 之后合在利润的 作社 企业 为 合作社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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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的发展 “热门” 。 ， 办象 实践看 合 社 企 在全体社现 从 作 业存 员参与 心和 社核 员参与 种两 主要模式。

权从产 角度看，办 了 权式决定 企企业的模 业产 的归属：全体 参与时社员 ， 权合作 企业产 的 有者社是 所 ；

心 ， 。仅 与时 合作 则 相互独 织 自核 社员参 社和企业 是 立的组 Coase（1937）指 本 来，企 质 企出 业的 以

。 权 ， ， 权 ，与市场的 系得 泛关注 产 企业的 界 不 契约普遍 在的世界 只业 关 到广 即 边 在 完全 存 有产 明晰

权 才 。 ， 权尤 。 ， 办资产的剩 的归 充满不确定 环境中 产 重要 那 企业为余 利 有明确 属 在 性的 为 么 合作社

？本何 两 模式 文会分化出 种 认为， 与合作这 社 办的 的企目 、禀赋结构、组织集体 动的行 逻辑紧密相关。

着随 被赋 的 能予 功 期待逐渐增多， 作社的合 也内涵 断与外延 不 增加。 ，有学者认为 作社 是合 不仅

土地适度 经营的载规模 体，还是提 会化服务 织供农业社 的重要组 （ 旭初和徐 吴彬，2018）。有鉴于此，

本 类。将 社 为 产型合作 和服 合作社两 产型合 社文 合作 分 生 社 务型 生 作 指以 初级农产生产 品为主要业务

的合作社， 也 、 ， ，虽然部分 社 会 加工 流通等 但其经营 基础仍 产 服务生产型合作 提供 服务 的 是农业生

的对 也 。合 社内部 务型合 社象 仅限于 作 社员 服 作 则是以向生 经营主体 供部 全程产 提 分或 社会化服务为

。 料要 务 作社 全程 会化服务包 产资 和农 务主 业 的合 社 括农业生 产品流通服 ，农 产辅助服务业生 ，农业

术技 研发与 广服务推 ， 、 、 （ ，服务等产 后 务 钟真农业信息 前 产中 产 服 2019）。 类 社的集 行两 合作 体

辑 在动逻 存 明显差异，从而使 类两 社合作 的办企模式 了产生 分化。前 的 经营依赖 地者 生产 土 、 力劳动 、

本 本 ，资 等 素 更倾向基 生产要 于由 ，员共 行集体专用 产投资 而 者的业 绕资全体社 同进 性资 后 务主要围

本、 术 小技 等 的 素展开农户稀缺 要 ，因而 心 术倾向于 核 向 通 员提供技更 由 社员 普 社 、 理等 物品管 公共 。

2. 权 办 。产 理 视角下 作 企 的分化论 合 社 模式 办 、 、合 社 企业是整 素 延伸产作 合资源要 业链条 提升

。 办 ，经济 的重要途径 社和所 企 往往存在 业务交易 赖 者交易 专效益 合作 业 上下游的 和关系依 两 产生的

权用性 产 出 产 糊问题资 时常 现 模 ，从 可能 契约内的而 形成 “ 竹杠敲 ”风险。Grossman andHart（1986）

和Hart andMoore（1990） 出提 的GHM 型通常被 于解决不完 的模 用 全契约中 “敲竹杠”问题。该模型

了一描绘 含上下游企 交易场景个包 业的 ： 游企业 资产上 拥有固定 1a 和专 投用性资产 资 ；下游企业拥

固定资有 产 2a ，将 游 业 购的产品 行加 出售给消 者从上 企 收 进 工后 费 。该契 的 键 专用性资 投约 关 在于 产

， 。 双资虽然能 证实但在 缔约 约是典型的 全契约 交 方在缔 清在事后被 事前不可被 该契 不完 易 约时无法

未 权晰界定 专 性资产尚 形成的 用 的产 ， 而可能 生 的从 滋 严重 “ 竹敲 杠”问题。 权明晰 界限 决产 是解 “敲

竹杠” ， 。题的关 上 游 的合并是 决上述问题 施问 键 下 企业 解 的有效措

GHM 了模型主 游企 并要分析 上下 业合 对上游企业 性资产投 水平的专用 资 影响。通过模型推导
①
可

知，影响上 企业专 产投资游 用性资 三主 素的 要因 有 个：第一，上下游企业 务的 程度业 互补  。业务互

，补程度 高 游越 上 企业合并下游 业企 越能激发 性资产前者专用 的投资。第二，企业i对运行资产 ia 的

不可或缺程度 i 。当企业i 一是 能够运唯 行资产 ia 的主体时，企业 项 产并不 新的收掌握多 资 能创造 益，

上下游企业合 不会产生 显并 明 效益。第三，企业的集 行动逻体 辑。企业的 行动逻辑 定集体资产集体 决

， 权 对 ，对 。组织进行 瞄准 责专用性资 资的群体 行定向 效率投资行为 产 激励需要 象 负 产投 进 激励更有

，本基于 分 文上述模型 析 将按照“办 的企目 －成员 质异 性－ 体 动 辑集 行 逻 －办 择企模式选 ” ，的思路

①
篇幅所限，具体推导过程不在此赘述，感兴趣者可在《中国农村经济》网站查看本文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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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类理论上 论在 两 办 择合作社 业 式企 模 的选 及其分化 内在机制的 。

对生 社而言产型合作 ，办企 规模 上实现业是在既有 基础 三产融合 择策略选的 。“规 化模 ”是生产

办社 企业的型合作 前提 础和基 ， 产业化当 组织的 ，规模扩 到 约 临 值时 组织 吸引张 信贷 束 界 会 社员普通

（小农户） 力劳动 和 地 股以 土 入 来 融资约束缓解 ， 一 大进 步扩 生产并 规模（ 图等邓宏 ，2020）。由此，

办社 企生产型合作 业时， 本 布资 要素在成 的分 更分员中 散， 。成员异 该模式下质性更低 的 和合作社 企

业是 ， 。紧 下游关 业 补 度密的上 系 务互 程 高 ，同时 心 较核 社 具备员 强的 才 ，企业家 能 以可 运行 游下 企

业的 。 ， 权 ，用性资产 此 上游合作 游企业能 糊产 促进合作社 性资产专 因 社合并下 有效缓解模 问题 专用

的 。 ，资 由于 作社内部 资 由全体 同提供投 生产型合 的专用性 产 社员共 ，以所 权赋 全 社员产 激应当 予 体

。 ， 办换言 体社员 企 更有利 激励 之 全 业 于 励 对社员 。作社专用 资产投资合 性

对服 社而言务型合作 ，办企业是推动 术创新技 和 择业链升级的 选产 策略 。该模式下， 本资 、 术技

等要素通常由 心 ， 较 ， 心核 社员 社 异质性 核 社员 要 合 社 用性资产集中持有 员 程度 高 主 负责 作 专 的投资

并 全体社员为 。供公共 务提 服 全 员参与与 体社 模式相比， 心 心 权核 社员 能够赋予参与模式 核 社员产 激

， 。 一 ， 办 术 ，励 促 作社专用性 的投资 进 地 服务 企业的主 实 技 创新进合 资产 步 型合作社 要目标是 现 合

和企业作社 的上 位下游 置发生逆 ， 。转 企业 于产 上游并为 作社提 生 要 于企业服 范位 业链 合 供 产 素 由 务

较 ，围 广 企业 的与合作社 业务 较 ， （ 办 ）互 游合 合并上游企 体社员 企 反而会补程度 低 下 作社 业 全 业 挫

专用性伤企业 资产 。 心 办积 性 核 社 有利于投资的 极 员 企业 时同 合 社促进 作 和企业的 。专 性资 资用 产投

据此，本文 出提 如下 题命 。

二题命 ： 异质性程成员 度会影响 办合作社 企业 择选 的所 模式。

三命题 ： 质性 生产型合作成员异 低的 社更可能 择 办选 全 社员 企体 业模式， 类合作社主该 要由全体

社员负责专 产的用性资 投资。这 式种方 权利 赋予全体 员产有 于 社 激励，促进合作 专用性 产社 资 的投资。

题四命 ：成员 质性高的服 社异 务型合作 更可能 择 心 办 业模选 核 社员 企 式， 类合作社主要该 心由核

社员负责 用性资专 产的投资。这种方式 予有利于赋 心核 权社员产 激励， 进合作 专 资促 社 用性 产的 资投 。

（四）两种合作社办企业模式的惠农效果及治理结构演化

1. 。惠农效果 本 ， 办 ， 择办 ，文认 论何种 企 式 只要 作 选 并成功经 下去 组织整为 无 模 合 社 企业 营 体

社员和普通 的收益 。 办 本 ，提升 社 企业的 质 业链不断 伸的过都会明显 合作 是产 延 程 一 ，程中在这 过 普

择通 留社员仍选 在产业 ， 择 。链 侧面说 他 选 有 可图的中 则从 明 们的 是 利

办 三 、 ，全 社员 主要通过 融合 链 延 获 高潜在利 该模式下全 与企业投体 企业 产 条 伸 取更 润 体社员参

权 。分红资并获得股 与 合作社内部 产业链后 延伸在 实现 向 相比， 办 势：一 ，企业有如合作社 下优 方面

优 各个环 理化 节的治 。 、 力 ，农业 业 端 产 绕土地 劳 等展 作社集体 治有利 激 农产 链前 生 围 动 开 合 共 于 励

公共物品 资户的 投 。 本 才 ，农业产业 化主要依 家 能 业科层式治 利于提升链后端深 赖资 和企业 等 企 理有

力织的市 创新能组 场响应和 。 一另 方面， 各 体生产激发 主 积极性。 大由于 多数普 员通社 风 厌恶者为 险 ，

即 在便 “ 办全 员 企业体社 ” ，也 一模 下 有 部式 分普 社通 员 办绝参与高 险的 企业拒 风 行为。 织形两种组

权划式的 更灵结合使产 分 活， 权能保障实际 人的 能既 出资 ，又 势小 权可 顾弱 农兼 的 利， 激励相容实现 。

， 办社 业比此外 合作 企 “合作社+ 业企 ”模式 更 缓 不 全契约中能 有效 解 完 的“敲竹杠” ，题 鼓励合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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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进行 用 资 资作 专 性 产投 。农业生 难以标准化产 ， 力 尤的自我监农业劳动 督 为重要（ 必良罗 ，2007）。

“合作社+企业” ，对建立在 契约基础 签约后 性商品 上 农户专用 资产 权 ，投 定 清 故常资的产 界 不 存在

本 、 力 本督成 高 用 资 资监 专 性人 投 少 。问题 相等 比 ， 办下 全 员 企业模 将下游 业之 体社 式 企 的 权产 赋予

全体社员， 权够解决契约 产 问题能 中的模糊 ， 力 本激 社的 投资励上游合作 人 资 。正如有的 者提及的学 ，

权，才 大 （ ，有充分 作为所有 控 能实现 利最 化 宏只 尊重农户 者的剩余 制 农户福 邓 图等 2020）。

心 办 。核 员 业主要通 要素 获取利润社 企 过 创新 ，该模式在 下 权普 社 不能直接 享企业的股通 员虽 分

， 、 心 术 、 。以通过要 核 技 经营业务拓 机制间接 惠 从要 利机分红 但可 素价格让利 改进 展等 受 素价格让

，制看 合作社办 业企 以可 ， 力 议 力，加速 模扩张 度 组 的 场竞争 和 能 从 更低成组织规 速 增强 织 市 价 而以

本 ； 心 术购 农资 从 技入 核 进改 ， 办看 合作社 业机制 企 可以推动 木苗 、 、药 机械等育种 施 “ 术硬技 ”和

、 才渠道 企业家 能等市场 管理 “ 术软技 ” 双 ， 术 本的 重革新 动先进 的边际成 员推 技 以极低 在普通社 中

； ， 办渗透 从 务拓展 度 作 企 不仅能促 自身经营业 角 看 合 社 业 进 的三 ，融合发展产 也能 三为周边 区地 产

融 供示范合提 ，可 通过发展加以 工、餐饮、 旅等业务 甚至文 为普通社员 当地非社员提供 增收机会多元 。

2. 。理结构治 演化 是全体社无论 员参与办 ， 心业 是核 社企 还 员 办企业参与 ，办企 前 作业 后合 社的

理结构治 均 发生 变化将 重要 ，具有 。同的演 特不 化 征 全 员体社 办企业旨 实现在 产业链的延伸， 办创在

企业的过程中 员异 和其成 质性 本组织性质基 定稳 。 心核 社员办 业目的企 在于 术技 创新实现 ， 办通过创

， 术、 本 心 力 一合 社的技 素的核 争 进 巩企业 作 资 等要 竞 得到 步 固。这不仅 了增强 心核 社 普通社员员和

间 ，的异质 还性 动推 了 社治理结合作 构的“企业化” 。 ， 权 ，漂 通社员所 但利移 其间 普 有 占比下降 润

所增加有 。 权 ，合作 结构更加 中 社内社股 集 “按资分配”的情形 一进 步强化， 织组 “ 业化企 ”漂移的

势 。 ，加深 基 此趋 于 本文 出提 下如 题命 。

命题五： 办种合 企业模式两 作社 均有明显 ， 办农 果 体社员参 企业时合作 构倾惠 效 但全 与 社治理结

， 心 办向于 核 社 与 企业可能保持稳定 而 员参 会 动推 合作社 理结构治 的“企业化” 。漂移

三、案例分析

（一）案例描述与调查情况

本文以吉林省扶 （市 国水稻 民专业 作 文 称余 富 种植农 合 社 下 简 “ 国水稻合 社富 作 ”）、 川四 省眉

（山市好味 水稻专 合 社 简称稻 业 作 下文 “好味 合作社稻 ”）、宁夏 区平罗县 业服回族自治 交济为民农

业合作社务专 （下 称文简 “交济为 合作社民 ”） 东 义 大台市 明 樱 作和山 省烟 桃专业合 社（下文简称“义

作社明合 ”） 本为 究研 样 。 例案 析分 料来资 自 2022－2023 ，年课题 的实 查组 地调 关键信息详见表 1。

表 1 案例合作社关键信息表

作 名合 社 称 国水稻合 社富 作 好味稻合作社 为民合作交济 社 义明合作社

主要业务 水稻生产+销售 稻水 生产+加工+销售 作业服务 售服务销

类合作社 型 产 合作社生 型 合作社生产型 务 作服 型合 社 服 型合作社务

立时成 间（年） 2013 2014 2016 2013

2020年 （ ）总产值 元万 780 5000 38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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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续）

（ ）社员 数户 户 185 860 34 154

（ ）服 数 户务户 185 10860 4028 1150

经营 地土 （ ）面积 亩 4500 52600 1030 20

年雇用 力（ ）工日劳动 2595 30000 1250 2700

本（ ）合作 元社实缴资 万 355 3000 300 800

本文案例的 择 ：选 理由如下 一，第 。 ，典型性 案 合作社 业发展重例 均位于农 点区域 四且 合作家

社均通过办 了企业拓展 组 界织边 、 伸延 了 ， ， 三业链 从而 动社 收 是合作 探索 产 合 展产 带 员增 社 融 发

。的典型代模式 表 二，第 。本 ，可复制性 合作社分 水稻 社文将案例 为两组 富国 合作 和好味稻 社合作

较 ，属于成 异质性 型合作社员 低的生产 采取的是“ 办体 员参与全 社 企业” ；式 交济 民 社模 为 合作 和

义 较 ，明 作社属于 员异 高的服务 合作社合 成 质性 型 采 的取 是“ 心 办核 参与 企业社员 ” 。式 案例选模

择 ，满 项复制和 制原 利于足组内逐 组间差别复 则 有 揭示 办不 质性程度 合作社同异 的 创 企业的动因、

。模式 异和效果差 三，第 。数据可获性 本文 ， 、 、基于实 和 性 则 集数据 通 座谈 观时 回顾 原 收 过 问卷

料， 办 。察和回 等方式 集 尽 完整地记 合作社 企业 息 虽然两 作社访 搜 资 可能 录 的相关信 家生产型合 与

义 合作社均明 从事 ， 对售业务 但 服务 象 要性上有销 在 和业务重 明显区别： 对生 型合作 务 象产 社的服

，仅 社 员为 内成 售销 务在整体 润业 利 中 ；义 对 大 来 ，不高 明合 社的服 象 分 外占比 作 务 部 自社 销售业

务是其 来 。主要盈利 源

（二）合作社办企业的动因与运行机制

办社 企业是 原有 范围合作 合作社突破 经营 、 ，拓展新 的重要举 合作社 业务相辅业务 措 和企业的 相

， 带 产业链 深化成 共同 动 的全面 。 二通 者过 的 合结 ， 资 能够投 者 更好地“捕获” 。收益潜在

富国 稻合作 的 业水 社 原 务是生产、销售 色水稻绿 ，直接经营面积 4500亩，产品已实现可追溯。2013

来年以 ， 米 双价格连年下 地租不断 涨的 重受稻 跌和 上 影响， 、 ，组织存续 的 要 合作出于 加工增值 需 社

于 2019 扶 米 （入股 余 网 业 限 司年 市 户达 有 公 以下简称“ 米网户 企业达 业 ”），到 2021 了年 成完 对该

企 全 股 收购业 部 份的 。2022 来年以 ， 业企 不再向周 体边其他主 提供 米稻 代加工业务，仅加 作社严工合

， 米格按 准生产的 谷 并与 用商标进照标 稻 合作社共 行绿色稻 的 售销 。二 、者业 紧密 合 关务联系 作 系稳

， 了 。定 现 业链后端 产品 提升实 产 的 价值

办好味 合作社 业 规 产稻 企 是 模生 推动产 链条深化的业 典型。 稻合作社好味 集中 地流转土 52600亩，

了建立 “ 米万亩稻 园”。 ，由 租连年上于地 涨 土地 本 ， 找成 迫切需要 收 道维持持续上升 寻 新的增 渠 组

， 了 、三 。续 合作 由 索 工 化 产融合 增收 径 好味稻 作社于织存 社 此探 加 深 等 新途 合 2020 了注 眉年 册 山

（好味稻农 科技有限公市 业 司 以下 称简 “好味稻企业”） 。 了上述 合作社与企 成 良好以实现 目标 业形

，的 融共生 责上游互 合作社负 的 料，并 企业提 原 企业 负 游水稻生产 为 供稻谷 则 责下 的 、 、加 销售 文工

旅等业务。 ，企业还而且 了 ，注 品牌商册 标 同时 十 ，推 个系列产 并与阿里巴巴 立合作出 余 品 等平台建

，关 销售系 开拓线上 渠道，大 了 。幅拓宽 产业 端的增值 间链后 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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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济 社为民合作 是 ，办服务 企 不仅型合作社 业 是 了 ， 了 术组织存 还 现 创为 保障 续 为 实 技 新、提升

力服务能 。交济 合作社为民 心的核 成员于 2018 办了 丰创 夏 农业服务 限公司年 宁 沃源 有 （以下简称“丰

企业沃源 ”）， ， 了该企 提供 低价的农机 合作社跨 农机服 和组织效业为合作社 高质 促进 区 务的开展 益

，交 为民合的提升 济 作社的农机需 同求 样保证了 。业 盈利空间企 的

义 也 ，办合作 于服务型 作社 企 的 的明 社 属 合 业 目 动是推 术 ， 。组织技 新 拓宽种苗 据产创 市场 为占

业链更多环节和发展 ，义 了性业务 明合 注册 福山 张格庄 艺场互补 作社 区 镇旺福园 。义明合 为作社主要

本 大樱桃种 供农资 务地 植户提 服 ， 本 大地 桃建立 樱 商销售渠 网客 道 ；旺 艺场主要福园 行进 大 、樱桃 苹

果 果等 苗的 ，研发 获得了 技局科 “ 尖高精 ”项目的 ， 木，不仅为合 优质 向全国支持 作社社员提供 苗 还

类 。输送 质种苗各 优 二 ，在 的关系者 上 基于客户 推 企业合作社 需求反向 动 的 ，发 企业 通创新研 则 过品

种 新 动创 推 产品供求市场 端转型向高 。两者“相辅相成”， 。共 推 织利益的 升同 动组 提

4 办个合作社 程与情况企业的过 如表 2所示。 ，以认可 为 作社合 之所以办企业，是因为能 得之获

。 本前 的潜在收 的无法获取 益 这与 文 一题命 。是相吻合的

表 2 案例合作社办企业的过程与情况

企业名称 米网 业 业户达 企 味稻企业好 丰 源沃 企业 福园艺场旺

属合作所 社 富 水 作社国 稻合 好味 合作社稻 交济 社为民合作 义明合作社

社的所属合作 特征

及业务

生产 作社型合 ，从

事 色绿 水稻种植

型合作社生产 ，从事

种 及加工水稻 植 业

型合作服务 社，提供跨

区 械 务机 服

服务型 作社合 ，提供

、农资 销售 务服

企业 立 间成 时 （年） 2021 2019 2018 2014

本业注册资企

（ ）元万
600 5000 380 200

合作社

办企业的

机制运行

合作社

社员入股土地4275

亩。此外，流转225

亩高标 田作为准农

大米 ，基地 生产绿

色水稻

转约流 5万亩土地从

事上 水稻生游 产并为

料企业提 稻供 谷原

在 蒙内 古自治区、安徽

省跨 供机械服区提 务；

公司成 后立 ， 续陆 转入

1000 余亩土地 展玉开

米种植

本为 地 供农资农户提

； 大本服务 创立并壮

大地 樱桃 商销售渠客

道网

业企

一负责下 稻谷统游

加工销售，在销售

中 社 册使用合作 注

的商标

一下游稻 统负责 谷

销加工 售。此外，“万

米亩稻 园” 旅融文 合

目正在加 推进项 速

进入 机 素农 要 市场，降

低社员 械机 使用 本成 ；

推 机械更新动合作社

， 术进技换代 提供先

研发果苗 ， 本为 地社

员 全国农户及 供优提

木， 本 大质苗 推动 地

樱桃市场 型向高端转

（三）合作社办企业的模式选择

本文理论部分 了提出 办合作社 企业的 的 社 异质性程目 和 员 度会影 体行动逻响集 辑的相关 题命 ，从

而影响不同社员对办 。 ，业的参与程 晰地展开企 度 为更清 上述逻辑 本文引入“ 本 力资 实 ”和“经济权

力”两个 刻画社员 质性维度 异 （见表 3）。 本 力资 实 指社员的出资规模， 体个 资比出 例越高， 在其 合作

本 力内 资 越社 部的 实 强。经济权力指 心核 员社 对通过 通社员普 施 影响加 以 大现 身 最 化的实 自 利益 力能 。

体个 丰掌握的资源越 裕、 源资 稀缺程度越高， 权力 大越经济 （ 屹张 山和于维生，2009； 东张卫 等，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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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合作社办企业模式的选择

作社名称合 国水稻富 合作社 味稻合作好 社 民 作社交济为 合 义明合作社

禀赋结构

、 、 本地 资 要土 劳动 等

布较在全体社 间分素 员

分散

土地、劳动、 本等要资

布素 全 社 分在 体 员间

较分散

本 术（资 技 承接项目和

力、 ）道等能 购机渠 等

心 长核 理事要素主要由

掌控

术（ 木关键技 苗 、育种

药施 等“ 术硬技 ”和市

场渠道管理等“软技

术”）都 长由理事 掌控

社员

异质性

本资

力实

资成员出 共 76户， 一第

大 东出 约股 资 101.5万

元，占股约 28.6%，社

权内股 对较度相 低集中

出 成员共资 151户，第

一大 东出股 资约 170

万元，占股 40%，社

权内股 集中度偏高

成员共出资 9户，理事

长出资约 170万元，占

超股 70%， 权股 布分

集中

成员共出资 2 ，户 第

一大 东（ 长）股 理事

占股约88%， 权股 分

布非常集中

经济

权力

约99.5%的 员为农社 民，

心 权力员经济核 社 强不

95%以上的 员社 农为

民， 心核 社员 一有 定经

权力济

心核 社员（ 长理事 ）经

权力济 强

心 （社核 员 长理事 ）

权力济经 很强

办合 社 企业作

模式
参与全体社员 全体社员参与 心社员核 参与 心核 社员参与

出资情况企业
长作社理合 事 出资65%，

余社员其 共同出资35%
长作 理事 出合 社 资70%，

社出资 比合作 占 30%

长出 占理事 资 比80%，外

聘管理 员出 比人 资占

20%，普通社 不出资员

长作 理 独有合 社 事 为

东股 ，普 社员不出资通

，合作社和 社均 产型合作社 要业务受 业生产富国水稻 好味稻合作 为生 其主 农 的 和周期性季节性 影

较大，响 较高面临 的自然风 场风险险和市 。两个 本 较 ，社 资 社员间 为 散 社 质性合作 的 在 分 员异 程度较

低。关于 办联 农 集 业合 户 资 企 ，富国水 合作社稻 95%的土地由社 入股员 ，社员异质性程度较低。而且，

于由 长理事 自身 有限资金 ，合作 鼓励所社 有社 股企业员入 ，以降低 长理事 的 力济压经 、分 风险散经营 ，

大 米 。共 做 绿 稻 工产业链同 做强 色 加 至截 2023年底， 国水稻合 社富 作 已有近 50% 了的 通 参与普 社员

企业 资投 ， 未 ， 长 ，未来许多 加入 员仍持观 理事 将有更多的 社员加入的普通社 望态度 但据 预期 普通 企

业投资。就企业股权 ， 长结构看 理事 出资约 48.75 ，万 占股元 65%，其 出资余社员 26.25 ，万 占元 股

35%。 味好 稻 类 ，合 社情况 似作 聘请 业其 的职 经理人 为认 ：“ 村 大，对周边 个 户 庞 是否开几 农 数量 展

（ 米） 权 大稻 加工线建 话语 很设工程的 。而且， 长理事 一个人也 （ ），拿不 么多钱 建设 线 得出那 加工

大靠 家 资投 。” ， 本 ， 了经全 意后 好味 将 分留存 为股 用 投 业 解体社员同 稻合作社 部 收益转 以 资企 既 决

，也 了 。合作社融 的燃 急 提升 全 社员的 红 益资 眉之 体 分 获 事实充分 明上述 说 ，两个合作社的 本较资 为

， 心 大 ， 也分散 在核 生产 和突破融资 而发起的 织边界 中 普通社成员出于做 规模 约束 组 拓展行动 员 出于

、宽 收渠道 营风险拓 增 抵御经 等原因 心 办 。 择随 社 企业 两家 作社 体社员参跟 核 员 合 选 全 与办企业模式

是 。性理 的

义 ， 较 ，济为民合 社和 明合作 服务为主 风险 家合作社交 作 社以提供 要业务 获益 低 两 均具有 本资 集

中 心在 社员手核 中、 质性社员异 程度 。交 为民合高的特征 济 作社的 长 ，理事 曾 建 程 包 不仅为 筑工 承 商

了承接 府政 的“ 耕 翻深 深 ” ， 。义项目 还 合作社 主 出 明合作社是 的 要 资者 的 长 大理事 为周边 樱桃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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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 ，一 了大户提供技 樱桃指导 手打造 销售信息渠 络客商 道网 ， 心 。同样是 领合作 核 人物引 社发展的 两

的个合作社 心 较成员拥核 有 强 本资 力实 和经济权力，为提高服 规 和决策效 进行务 模 率 了 边界组织 的拓

展。 较 ，由于社 异 性 通社员员 质 强 普 如果 办加入 企业行动则 、效果不强增收 经营风险高、“ 车搭便 ”

大，难度 从 择而选 不参与办 。业企 因 ， 办此 这 家合作两 社 企业 择了选均 心 。核 社员参与模式

综 所述上 ，上述案例分析支持本文的 二、 三题 题 命题四命 命 和 ， 择 办即 作社 种 企业模 主合 选 何 式

要 。受 员 质 影响社 异 性的 社 较员 质性 低的生 社由全体异 产型合作 社员参与办 业企 ， 办所 主要负责企业

下游的 ， 办加工销售 体社员全 企业可以 权 ，赋予全体 励 进合作 性资产社员产 激 促 社专用 的 ；投 员资 成

较 心质 高的服务 合作 核 社员异 性 型 社由 办企业， 办所 企业 要 责主 负 上游的 ， 心 办要素生 核 社员参与产

提高合作 资产企业能够 社的专用性 投资水平和 力。企业 能创新

（四）合作社办企业的惠农效果

本文从直接惠农机制 惠农机制和间接 出发，分析四 典型案个 例 社合作 办企业 惠 果的 农效
①
。 中其 ，

办国水稻合 社和 稻合作社 业通过富 作 好味 企 润 配利 分 直接机制 促进 户农 ， 义增收 交济 社和 明为民合作

办合 通过 价格让利作社 企业则 要素 、 心 术核 级和其他 务拓展 接帮助技 升 业 等机制间 普通社员 本增节 收。

米网户达 起初靠 周 作业企业 给 边合 社、 米企 和农户进 稻 代 盈利业 行 加工 ，自 2022年起 对不再 外提

， 对 米 。 长 村村 ，供 务 国水稻合 社的绿色稻 合作社理服 只 富 作 进行加工 事 为该 支书 来在他看 ：“ 在现

办 了 大 ， 少村 了 ， 也企业主要 让 家跟着 搞农业 赚到钱 不 我 入 合作 不是为 我 能够真正 民都跟着 加 社 他们

， 少 也容易 宁 己 点 能辜负他 的信我 愿自 赚 不 们 任。” ， 长此 即使理 在企业因 事 中出 比资 例较 ，企业高

。加工 售所得的全 按合作社 给社销 部利润仍 的逻辑分配 员

味稻企业好 的 三途径有增收 ：个 一 米 、 ，自建稻 库并配置是 加工厂 仓 运输线 降在 低 、运输 加工等

本 ；二 ， 米、 菜的同时 宽 链 端 值空间 是 动农 色生产 通 鼓励有 稻 色 植实成 拓 产业 后 增 推 业绿 过 机 绿 蔬 种

；三现产 迭代升级 是品 积极推动“ 米万亩稻 园” ，设文旅项目建 解决 村 力闲时节农 剩 动 就业问农 余劳

。好味稻 现题 企业在实 盈利后先基于“ 股 红按 分 ” ，逻辑 分配至 作 作 再 照将利润 合 社 合 社 按 “60%的

，利润 交易 分配基础以 额为 40%的利润以 金 分 础股 为 配基 ”的分配 式模 将 。企业利 全体社员润分配至

采 式取该分配模 的 如下原因 ：一方面， 大， 本合 员规模庞 企业直 分红交易作社社 由 接向成员 成 较高，

而 ，待 红利润 作社 再 合 根 分 制度发至 员账 以将 分 分给合 由 作社 据 配 成 户可 ，简化流 降低程 企业财 核务

本；算成 一另 方面，好 稻公司味 的业务是 ，在合作社 的产 延伸 是合作 增值业建立 生产基础上 业链 社的

，务 于合作 配企业基 社原则分 利润 维 合作社 配有利于 护 内部分 的 。公平

义 办交 民 作 和 明合作 企业 中济为 合 社 社 过程 ，普通社 无法享 企员 受 业的二 ，红 更多次分 是 过若通

干优惠机制受益。例如，交济为民合作社 办了创 丰沃 业源企 后，不仅能 员提供为社 5%～30%的 机购农

， ， 术置 当地农机 进 推动先 技 的扩优惠 加速 更新换代 程 进机械 散，而 以且可 过 机销售业 吸纳通 农 务 闲

农机和农 手加入 械 务置 机 机 服 团队，为闲散农 创造户 40元/亩的服务收益。又如，义明合作社创办旺

①
具体情况可在《中国农村经济》网站（http://crecrs-zgncjj.ajcass.org/）查看本文附录中的附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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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场福园 后， 仅通过农资 苗价格让 使普通不 和种 利 社员受益（规模化后的 本农资成 能 低约降 15%，优

本较 类成 同 产 市 低良种苗 品 场价 10%～20%）， 大通 创新研发 动当 桃产品还 过 推 地 樱 的“ 端化高 ”转

， 、 、 ， 了 村 力转 后 衍生出装 打包 运输等 需求 吸纳 并为型 型 市场 篮 多种业务 农 剩余劳动 社员普通 创造

了 。额 入外收

从 4 ，个典 案例看型 无论 体社员是全 参与办企业 是还 仅 心核 社员 办 业参与 企 ，普通 员社 均 在能

办 业企 的 。 办过程中实 收益 富国水稻 作社 企 前现 提升 合 业 ， 均 约亩 收益 500 ，元 普通 员利润占比社

约为 58.8%；办 后企业 ，通过企 值业业的加工增 务， 均收益上升亩 至 638元，较 一上 年度提升 27.6%。

办好味稻 业前合作社 企 ，亩均收益约 290 ，普 社员元 通 的利润约占总利润的 60%；办 后企业 ， 进引

了 套成 的机械 工设加 备， 收增 40余万元， 均收益亩 约 320元，较 一年 升约上 度提 10%。在上 过程述

，中 两家合作社的 本普通社员 中的 占比基在组织整体 利润 未 。 办发生 交济为民 作社 企变化 合 业前，

社员净利普通 润约 7.2万元，约 组织利占 润总额的 30%；办企业后，普 员 利 约通社 净 润 30.3万元，

约 组织 总额占 利润 的 21.6%。义 办明 作社 企 前合 业 ， 通 净利润约普 社员 16万元，约占组织利润总额

的 100%；办企业后， 利润普通社员净 约 35万元，约占组织 润总额净利 的 10%。对 济为民交 合作社

义 ， 办 ，明合作社 企 过程中 员在组 整 的 润 比有所下 但普 员总和 而言 虽然 业 普通社 织 体中 利 占 降 通社

获利也 大 。到 幅提得 升 由此表 ，明 两种模式均 提升能 普通社员 ， 了证福利 验 本文命题五对 办合作社

。业惠 果的推断企 农效

（五）办企业期间合作社治理结构的变化

，办从 演化角度 企业可组织 看 能对 的合作社 禀赋结构产生影响，从 引发而 其 理结构 转内部治 的

。 对 类（ ，鉴 有 者 合作社 部治 构的分 林 和王宁变 借 已 学 内 理结 坚 2002； ，旭 和徐 初 吴彬 2017；邓衡

山 ，等 2022），本 、 权 ， 办 对从组织结构 和分配结 合作 业 其治理结文 所有 结构 构入手 探究 社 企 构的

影响
①
。

4 ，办 未个典 案例的 企业并型 情况显示 使 ，织 构发生 产型合作社组 结 变化 生 合 社作 务 合和服 型 作

社内部组 结构织 的 异差 其实早在企业 。 办成 之 就 现 在 企业立 初 已显 之 ，前 富国水稻 好味稻合合作社和

决策作社的主要 （ 、 、融资 收益分 决策投资 配等 ）均 大由 员 会成 做 ， 义为民合作 作出 而交济 社和 明合

则社 是 长 权 。 ， 大理 策 事实 交 民 作 是现实中 数服 合作社的 实写照事 全 决 上 济为 合 社 多 务型 真 。 部这 分

了合 虽然制定 格的作社 严 “三会”
②

， ， 长制度 表面 实际但仅流于 上仍为理事 的“一言堂”。本 认文

， 本为 农业社 服务需要 资 深化会化 的 一定程度上为普遍存在的决策“非 主民 ” 了 。现象 论解释提供 理

本资在 深化过 ， 心 力 术、 本中 务供应商 核 竞 自技 资 或 产的服 效程 服 的 争 源 资 务 果。这 心核 社员使得 的

才 力业家 能和资 织经营中企 金实 在组 扮演的角色日益 。 本 力 本物质资 和人重要 资 “ 二 一为合 ”将使合

本 门， 权 （ ，社成为 的附属部 普 社员的 马太超 邓作 资 控制下 从而挤占 通 决策 利 和 宏图 2022）。

①
具体变动情况可在《中国农村经济》网站（http://crecrs-zgncjj.ajcass.org/）查看本文附录中的附表2。

②
“三会”指成员（代表）大会、理事会和监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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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两 模式均种 未 ，导 组织 的变化 但致 结构 ， ，实际观 表是 察 明 仅 心 员核 社 办参与 企业的模式推

了动 合作社的 权所有 结构 向和分配结构 “企业化” 。 义 长 办漂移 在交济 合作社和 合作社为民 明 理事 自

， 长业期间 理企 事 本资 力 ，断 升 经济实 不 提 权力持续增强。 一这进 步提高了 作合 社 员 分化社 的 程度，

了 心 权 ，仅提 社员的所 占比 还不 升 核 有 使合 社作 的 配逻辑向分 “ 资分配按 ”转变。 来，以企业成立 交

权、济为 转土 使用 流转土民合作社流 地的 地所 权生产农产 的所有品 仅为 社员所有出资 ，合作社 机农 服

务的 ，利 交易量 配润仍按 分 但 增 地 转所得利新 土 流 润则按 配资分 ；义明合作社 大所研发 樱 种的 桃 植专

术 长利技 和高 客商渠道均 有端 为理事 独 ，合作社 木 ，按资 出资社员提 售中介费苗 销售利润 分配 取销 并

， 。 了按资分 润按交易 支配 剩余利 量分配 这 持 前文有关 办 对社 企业 治 构 响 验证合作 其 理结 影 的 （研究

说假 H3）。

四、讨论：合作社办企业的理论进路与实践检验

（一）合作社办企业的一般化逻辑

合 和企业作社 均 农业现 化 展 要是 代 发 中重 的 ，产业 织形式组 二者分 链的不同别在产业 环节发挥无

可替 作用代的 。 权从组织 产 关系看间的 ，“ 业企 +合作社+农户” 括包 不同的 化 式农业产业 模 。学术界

多认为“ 办企业 合 社作 ” 、 权 权 ；企 主 控制 农户 失决 收益 的组 形式 而是由 业 导 丧 策 和 织 “ 办作 企合 社

业” 是以合作 为所有则 社 权 、 一 （ ，主体 纵向 体化 组织 苑鹏农户共享 增值利润的 形式 2013）。事实果

？此吗真如

村 ，随着 社会的 合作社成农 加速分化 员的 性异质 也度 在不程 断变化。即便是“ 办作 业合 社 企 ”，

现 中在 实 也大 长 、 心 ， 少多沦为 事 控 社员所有 产业化 织 式 数合作社 坚持全体社理 制 核 的 组 形 只有 仍 员

了小 权 。 了本式并充分 剩余 从侧面印证 出的参与模 保障 农户的 利 这 文提 “工具论”假说：无论何种农

，企联合模式 均 村 一 ，企 家从纵 中获得 高 收 的 具是乡 业 向 体化 更 潜在 益 工 并 权不会 响组 所有 归影 织的

权 。属 剩余 分和 配

从 者笔 调研情况 ，看 在 702 本样 合作社家 中，有 160家 长社的理事合作 同时 了立 农 业注册成 业企

， 本与农民合 两种产业 织形式 的作社 组 约占总样 23%。其中，76 头家 牵 立合作是由企业 成 社，另外

84家则为 办作 农 企合 社创 业 业。可见，“ 办企业 作社合 ”与“ 办作社 企业合 ” 一种纵向 化两 体 式形 都

少 。在 数不 对 权两者 股 结构和分的 配制度 一进 步探究的 ，发现 “ 办 作社企业 合 ” 下模式 ，合作社理事

长 权份额的平 值约为股 均 71%，合作社 部按内 股分配 占的盈余 比均值约为 62%；而“ 办作社 企合 业”

模式下，合 社作 长 权事 股 份额 平均 为理 的 值约 46%，合作社 部按内 股 配分 盈 比的 余占 均值约为 66%，

略高于前者
①
。 ，这说明 “ 办业 合作社企 ”或“ 办 业合作社 企 ” 判无 为 断农户是 够获得纵法作 否能 向

一 ，体化利 标准润的直接 对有关结果的 比也 本为 的文 “工具论” 了 。提供 数 支观点 据 撑

①
合作社内部盈余分配的依据主要有“按交易量分配”和“按股分配”两类。“按交易量分配”指按照成员向合作社销

售产品的数量进行盈余分配，“按股分配”指按照成员实际出资金额进行盈余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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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作 企 的演化逻合 社 业 辑具体如图 1 。所示

图1 合作社办企业的演化逻辑：从“合作经营”到“合作经营+企业经营”

办 小 权合作 企业的 式 决 户在产业 中剩余索取 键社 模 是 定 农 链 分配的关 。过去 10年， 办合作社 企业

的数量快 长，速增 但 ，是 办全 员 企业的体社 作社合 较少。数量仍然 从课题组调研的 702 作 看家合 社 ，

84 办 本家 企 作社样 仅业的合 中 有 7家为 体 员参与全 社 办企 的业 模式。 些合作社这 较大为规模均 、 均人

本 较 、额 员同质化资 低 成 较强 。 ，的生产型合 据看 这作社 从数 7家合作社的 均社 模达平 员规 382人，

平均 经营规模土地 达 4643亩，而 本人均资 额的均值仅为 0.72万元， 长 权的 份额均理事 股 值为 21%，

大 东 权五 股 股 额前 份 之和的 值均 为 41%。其余 择 心选 核 员参 式的合作 平均社 规 仅社 与模 社 员 模 为 196

人，平均土地 营规模仅为经 1918亩，而 本资 额人均 的均值达 32.86万元， 长 权事 股 均值约理 份额 50%，

大 东 权前五 份额股 股 之和 均值为的 75%。当然， 心 办不意味着 业 式下合 是服务这并 核 社员 企 模 作社都

。 一 较小、 大 少 ，合 由 相 部分规模 资规 的生产型 作社仅 要 成 投资即可型 作社 于 当 投 模不 合 需 数 员的 因

， 类 也 较此 此 合作社 成员异质有着 高的 性水平。

哪种无论 模式， 办合作社 企业均 权将产 边界 外拓展 改进是 向 的帕累托 过程。一方面， 办社 业合作 企

将外 内部化部市场 ， 本需 过 场 易原 要通 市 交 进行的 工深加 化、 术素创新和 研发等 动 为 织内要 技 活 转 在组

部进行，能够 对有效应 问题市场失灵 ，降低 营风全产业链经 险。 一方面另 ， 办合作社 是产业链 伸企业 延

和业 过程务拓展的 。在此过程中， 作 与企业合 社 可以 势优 互补，以 灵 资 配 提升组织 益更 活的 源 置 效 。对

心核 而言社员 ， 办 权 划 了合作 企业为 的 新 供 可能社 产 重 分提 ， 权通 优化产 配置过 家的创新激发企业 潜能。

同时， 业是 的主体企 创新 ，办企业能够促使合作 深度参 争社 与市场竞 。对小农户而言， 统 业的改造传 农

关 引进新 现 业 产 素键在于 的 代农 生 要 。这些生产 术要素 括拓展经 机会的 变既包 济 技 革，也 对包 业研括 农

发的 资投 对和 使用新 民要素的农 的 力 本人 资 投资。 办 对小企业 最关键合作社 农户 的也是 本最根 性的影响

于在 能够提高 要素的供生产 给质量， 过 产业链通 全 升级 导引 小农户对 用专 性 产资 的 。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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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选择全体社员办企业模式的合作社数量稀少的进一步讨论

一第 ，社员 办 。 办同 性是 社员 企业 前提和 础 产 作社更倾 于全体社员质 全体 的 基 生 型合 向 企业的重

要原因是 ，更高成员同质性 权产 制度优化通过 可以激励上游 民合作 员共同投 品农 社全体社 资公共物 尤

是其 专用性资产的 。 ， 择 。投资 言 员 质 是生产型 作社 体社员参 模式的 键换 之 成 同 性 合 选 全 与 关 正如上

文讨 ，论的 较大、 本 较规模 均资 额 低的人 合作社 的同质性社员 ，更高 但 ，是 大 小实中 在的是中现 量存

规模的“ 本资 雇佣劳动” ，的合作社 成员 较质性 强的 而同 合作社反 少很 （ ，马太超 图和邓宏 2022）。

现实中的 也生 型 作社许多 产 合 往往选择 心 办 。社员 的模式核 企业

二第 ， 长 办 。本作社理 的 他 是全体社 企业的关键 要从上游 分析合 事 利 精神 员 保障 文主 合作社角度

了 权 对 ，对励 合作社专 资产投资 影响产 激 用性 的 权划产 分与 企业创新下游 积极性的关 则系 没有展开充

讨分 论。事 上实 ， 、社 收合作 以 购 入股等方式 办参与 ，后企业 合作社 长事 在理 企 层 的业 面 会被稀股份

，释 创新积极性其 很可能 降低会 。 来 ，综合 看 合作社 部内 的 权划 需要兼顾促 作社集体 品投产 分 进合 物

长 双资 事 不断创 标和激励理 新的 重目 。但 ，是 类 本 ， 权 双这两 在 质冲 仅 产 励 以实现目标存 突 依赖 激 难

。 ， 长赢 情形 分发挥理 的利他 神此 下 充 事 精 或许 决是解 冲突 。的 键关 本文所说的 长指理事 主利他精神

力取利 内驱动为农民谋 益的 和 力。 ，不利 作社谋取 利的自 虑利他精 下 织经用合 私 制 在不考 神的情况 组

来 长营 期收益 影 事 极 的主要因带 的预 是 响理 积 性 素。但 ， ，是 究表明有研 长 较当 事 具有 的 他理 强 利 精

， 长时 带动农 从产业发展 为激励理神 民 中获益成 事 积极 （ 嶺 ，的重 素 刘 等作为 要因 2022）。引导理事

长发挥 权利他 神有利 产 激励精 于在缺乏 时 长 ， 办自 创新的 是有效 解 社 企提升理事 主 积极性 破 全体 员 业

长 。模式下理 激励 的良方事 不足 本 ，文 为认 也这可 是 前能 目 “ 办部领 型党支 ”合 社作 数量日益增加的

辑逻 一。之

三第 ，普通社员 办 。险厌 度是全体社 业的重要 碍的风 恶态 员 企 阻 普通社员 小、规模由于 本 力资 实

， 力 ，能 是明显弱 抗风险 低 的“ 规避者风险 ”。 心使 员 意 动即 核 社 愿 带 普通社员共同创办 ，业企 普通

了社 为 规避员 也 。险 能 加入风 可 不会 普通 员社 办 一 ， 办参与 企业 渐进的过 初是 个循序 程 在 企业之 他们

以准确难 预估未来 ，险 因而多 循的风 遵 “ 、先观望 后决策” 。本的行动逻辑 文案例中 富国水的 稻合作

社就是 此如 ： 社 最普通 员 初 未并 投资企业，只有 业当企 的业务 步稳定逐 并开始获益时他们才陆续 入加 。

，本 义 办值得注意 的全体社 并的是 文定 员参与 企业 不是 求全体强 社员 ， 心入 而是指 社员和的加 核 普通

。 ，共同投资 上 于合作社员 企业 事实 由 社“一 一人 票” ， 本十的决策 则 社 体 动的交易 分原 合作 集 行 成

高昂，在普通社员 一数众多 风 偏 的现实情 下人 且 险 好不 况 ，说服全体社员 办企业很难参与 实现。因此，

一引导先 部分 本资 力较 、实 强 风险 程度低的厌恶 通社员普 有可操作加入更具 性和普遍 义。意

（三）对产权理论和GHM模型的拓展

了完全契 提供不 约理论 解 是释 司 部 行交易还 在市在公 内 进 是 场上 。 权进行交易 理论框 产 不的 架 在

契约理论 至关重要完全 中 。 权 了产 在合同订规定 那些 立之初 完全无法 预测的事件的决策者和资产所有

，者 因此， 也 权 。约理论有 产 论不完全契 时 被称为 理 GHM 权 ，模型 论的基是产 理 础 该 指模型 出：产

权 ， 一所有者应 专用 产最重要 投资者 不 或 操作者 当 易的 方为生 或消费的 是 性资 的 或 可 缺的 交 产合作社



合作社办企业的逻辑

- 180 -

，合 策略 合作社遵循作社时 最优 是使 “少 从多数数服 ”的 策机制决
①
。 大动合作社这可以推 在 多数社

员 际收益边 为正 情况下的 行进 性 产专用 资 的 。投资 ，除探 上述 单资产情 下的群 决 问究 多人 景 体 策 题外

GHM模型 了还描述 “多人多资产” 权产 合并逻情景下的 辑。 有模型假设 n项资产（公司） 1a ，…， na
以及n位 人代理 1S ，…， nS 。资产 ia 由 理人代 iS 所有， 人是代理 iS 盈利的基础，但是，代 人理 iS 对

运行资产 ia 言而 。并非 可不 或缺 GHM模型 了 权 。 ，详 描述 多主 间的 并逻辑 然细 体 产 合 而 经典GHM

模 的 限 于型 局 性在 对“多人多 产资 ”问题进行分析时， 代理人将 i视作决策主体， 未而 考 代理人虑当 i
， 对 权为产 织时 其内 的成员 集体行动 产 并的影业组 部 异质性和 逻辑差异 合 响。

中国的合作 是社 在 庭 产 包责任制 革后家 联 承 改 、经历 20多年的农 市场化业 程过 才 始开 的兴起 ，具

较有 强的 。成员异质性特征 因而，农业组织在 一纵向 体化过程中 可避免地需 注成员异 性不 要关 质 对产

权划 。 ， 本也 对分 外 集体行 成的影响 此 动的交易 会 其 权产 结构产生明显 。影 合 是 成 集体行响 作社 在 员

， 本动 础上 规模化经 的产业 织 员 行动所产 的交易成 会 社专用性基 实现 营 组 成 集体 生 影响合作 资产投资

， 权策 从 响产 激励决 而影 的 。 ，本基于此 文 经典的效果 将 GHM 至具有高 质 的多模型拓展 度成员异 性

权 ，重 有 情境资产所 ，为 体 动 过程中 组认 在集 行 的 织 对要针 的资产投 者设置实际 资 门专 权 。的 激产 励

，时 在合作 成员异质性同 社 程度较 ，情况下高的 “一 一人 票”和“少 多数数服从 ” 策机制不利的决 于

发合作社激 资投 ，专用 积极性性资产的 “一 一股 票”或“ 献 配按贡 分 ”可能 权产 激励更符合 的 。逻辑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内 经国 外 验均 ，表明 农 现代 程中业 化过 的 ，农 企业和 作 都 要的产业 织形式业 合 社 是重 组 二者在产

。 ，不同环节 代的 合作社主要 产业链前 的资源业链的 发挥不可替 作用 负责 端 整合 但 ，是 难以充分获得

。 ，办链 向延伸 收益 为 企 为 作 突破现有 织特产业 后 的潜在 此 业成 合 社 组 征的约束并获 更高潜 收得 在 益

择。的 选普遍 ，然而 心 办核 员 企业社 现象在现实中日益普遍， 小为是 农且通常被认 挤占 户利益的组织

， 了形式 引发 会社 。 ，本 办 ，各界 回应上述 在 析合作 的内在 辑 究的争论 为 争论 文旨 分 社 企业 逻 并探 核

心 办 小社 企业是否 的会 农员 真 导致 户 。利益 挤占的 利 果被 不 后

本 于文基 对 4个典型 例的案 较比 ， ，分析 质性角度从成员异 切入 结合 权体行 辑和产 理论集 动逻 探

了 办 、 择 ，合作社 企 的驱动 选 及效果 结 可以概 下究 业 因素 模式 差异 主要 论 括为以 3点：

一，第 作 企 两 组织形式 集体 逻辑和盈合 社和 业 种 的 行动 利机制 本有 质 别着 区 。 对社是 内供合作 给

，对 ； 东 、 来公共物品 外 化获取利 织 企 以股 共同投 前提的 通 不断创通过规模 润的经济组 业是 资为 过 新

。润的经济创造利 组织 社 企业各 的合作 和 自独特 集体 动 和 利行 逻辑 盈 制是机 两种 织在组 产业链不同环

节 势各具优 的 本根 因原 。 具论视角从工 看， 一两种组织形 结合比单式的紧密 组织形式 势备更 优具 多的 ，

并能因此而 造和捕获创 多的更 。潜在利润

①GHM模型所指的生产合作社又称工人合作社（worker cooperative），指的是多个工人使用同一资产进行生产；消费合

作社（consumer cooperative）是指合作社基于同一资产为多个消费者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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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 ， 择 办合作社选 模 主要受 质性的 响何种 企业 式 成员异 影 。 本型 作 的资生产 合 社 结构 对分散相 ，

较 ，异质性程 低 更倾 于 体 共同成员 度 向 全 社员 投资 ， 办体资产 所 企 责下游集 业主要负 的 ，加工销售 并

对通过 社员全体 进行 权产 促进合作 专用性激励 社 资产投资； 本服务型合作社的资 、 术技 禀赋 对相 集中，

较 ，质性程 高 向社员异 度 更倾 于由 心 ， 办社员进行 体资 资并提供 共服务 企 主 责上核 集 产投 公 所 业 要负

游的 ， 对 心 权素生产 并通 进行产 激要 过 核 社员 励促进 社专 资产投资合作 用性 ，提高 。业创新积 性企 极

三， 心 办第 全 与和核 社 两 合作社 式体社员参 员参与的 种 企业模 均能 过 的 农 制产生通 不同 惠 机 明显

的 ，惠 果 但农效 ， 办 ，是 在 同的 企 模 下不 业 式 社合作 的 势。治理 构将出现不 趋 在全体结 同的演化 社员

，式下 社员可以通 与企业参与模 普通 过参 的 润分配利 而 益直接获 。而且，合作社的 理 构治 结 也 本基 不

会 。明显变 而发生 化 在 心 ，社 参 的模式下 通核 员 与 普 社员 、 心 术 、以通过要 价格让 核 升可 素 利 技 级 经

营业务拓 等机制间接展 受益。而且， 一 ，在这 模式 的下 普通社员 利益未必一 会定 受损。但 ， 心是 核 社

办员 企业的 程可能 作社治理过 会加速合 结构的“ 业企 化” 。漂移

， 心上 表明 即 是 员述发现 使 核 社 办与 业的参 企 也 对 术 三模式 区域 技 进步与 融合起 积能 农业 产 到 极

，作 助于用 有 促进小 。户与现代农 机衔接 但农 业发展有 ，是 上述研究 也结论 说明侧面 ， 对要谨慎 待合

办作社 企业 能出现可 的“ 企业化合作社 ”现象。 来具体 说，本文 究研 结论有以下 3个 义方面 政的 策含 ：

一，第 必 大对要 续加有 继 办合作 企业 持社 的支 力度。 办 心 办全体 员 企业 式 核 企业模式社 模 和 社员

均 术是自下而上 新和产业推动技 革 融合进而 现产 增值的重要实 业链 方式。但 ，是 现实中办企业的合作

社 量数 较和规模 低仍然处于 平水 。因而， 术 、争日益 剧 融 持 深化的在技 竞 加 产业 合 续 背 下景 ，政府仍

类 办应持续支 并推动 种 的 社兴 企业持 各 型 合作 ， 对并 其办企业提供 资金更广泛的 、 术技 、 才人 等支持。

二第 ，要基于 的政策逻辑不同 ，发展 办 。两种合作 企业模社 式 无 学论是 术界或业界的 观 还普遍 点

是官方 的选取 办 ，全国 作 司 型 例 鼓励的 点仍合 社 公 典 案 重 是由合作社全 社员体 共 参同 与办企业并推动

产业链后向延伸的模式。 村农 部农业 2022年选取的 3个 办 小社 企 例分别为河 秦皇岛 江合作 业案 北省

菜 、专业合 安徽省临 蔬 种植专 社案例 湖 广 市 山红星养 专业蔬 作社案例 泉县兄弟 果 业合作 和 北省 水 应 殖

社案例合作
①
。3个 作社合 全 为 产 作社部 生 型合 ，均是 三 办体社员按照 辑兴 企业全 产融合逻 的典型案例。

这 对 办足 明政府 全体 参与 企业以说 社员 式模 的“偏爱”。 ， ，研究人员不过 有 认为 心 办员 业模核 社 企

义 、式 合作社 套 贴 占 策资源的 当途是假借 名 取补 侵 政 不 径。 ，如例 （张天佐 2021） ：研究指的 出 “合

办 ， 长 办 ，也 、 办 ，社 不是理事 人 公司 不是 个成员 理 公司 作社的全作 公司 个 合作社几 事会的成员 是合

办体 在 公司成员 ， 办具 形式就 以法人身 司体 是合作社 份出资 公 。”又如，孔祥智（2021） 认为的分析 ：

“当 在 上 该 励合作社 表全 员成立公前 政策 应 鼓 代 体成 司。” 来，在笔者 上看 述 一观 然存在 定 合点固 的

理性，但在一定程度上也 了 心 办 本忽视 核 社 价值员 企业 身的 。本文 究研 发现，“全体社员参与”和“核

心 员社 参与”均具有 显的明 ，惠农性 因此，本文 ，认为 应基于 的政策 辑差异化 逻 ， 不 的发展 同 作社合

办 ，企业 式 以 社模 合作 的 办 ，支持 策为依 鼓 全 员 企业 以 业创新和产 政策为政 据 励 体社 企 业链升级 导向

①
资料来源：《全国农民合作社典型案例（2022）——农民合作社办公司》，http://www.hzjjs.moa.gov.cn/nchzjj/202303/

t20230329_642420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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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办 ， 类 办员 企 动各 合作社 模式引导核 社 业 推 企业 ，的发 从而促展 进 。争市场竞

三第 ， 对 心政府 核 员需警惕应 社 办参与 可能企模式 引发 。的 社 化 题 在社员 质性合作 异 问 异 程度提

、 权 、高 股 集 度加强中 内社 资 逻辑明显 现实按 分配 的 情境下， 少不 合作社的发展已 社与经典合作 的原

， ，偏离甚远 甚 再适用合 社的发则 至不 作 展逻辑 也 了 对 扶 。 对出 政府 合 范 政府应超 作社的 持 围 加强 已

办 权企业合 社 构 识作 股 结 的 别与监管力度， ， 心保政 源的合理 用 防范 社确 策资 使 核 员通过办 业套取企

，合 社支持补贴 励异化作 的行为 鼓 的合作社 业或以企 农场等其他家庭 恰当的 。身份参 市场竞与 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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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ogic of Cooperatives Running Enterprises:AMulti-CaseAnalys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MembershipHeterogeneity

ZHONGZhen DAI Rao JIANGWeiyang

Abstract: Based on four typical cases from Jilin, Sichuan, Ningxia, and Shandong,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driving factors, pattern

choices, and heterogeneous effects of cooperative-owned enterpris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ember heterogeneity. The results are

as the follows. (1) Cooperatives and enterprises are two forms of agricultural industry organization, and the combination of

cooperatives and enterprises is more efficient than any single one of them. (2) The extent of membership heterogeneity determines

the specific mode of cooperatives running enterprises. Cooperatives with low heterogeneity of members usually invest in public

goods in the cooperatives by all members, and all members running enterprises are conducive to providing members with property

rights incentives and promoting the investment of special assets of cooperatives. In contrast, cooperatives with high heterogeneity of

members are usually experience core members undertaking collective specific asset investment, and enterprises run by core

members are conducive to property rights incentives for investors. (3) Both patterns of cooperative-owned enterprises enhance the

welfare of ordinary rural households, but the pattern of core members-owned enterprise may lead to a significant “entrepreneurial”

drift in the cooperative’s governance structure. These findings have important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optimizing the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and governance structure of farmers’ cooperatives.

Keywords:CooperativesRunningEnterprises;MembershipHeterogeneity; Farmer Income Increase;Governance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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