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业技术经济 10 2 9年第6 期

建议试办一个类似日本农协的中国农社

张仲民 奇 峰 马军虎

根据中央关于重视发展第三产业
,

重点发展为生产和生活服务的行业的精神
,

建议试点

推行一个类似 日本农协的多层次
、

多成份
、

外向型
、

股份制
、

联合性的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

服务实体— 中国农业社会股份合作服务社
,

简称中国农社或农社
。

这是从未来中国农业合作经济在全国大多数地区 基本 上
卜应采 取 “

依附式小农场 (如 日

本 ) ” 的角度提出的
,

即家庭小农场加社会化大服务
,

前者依附于后者
,

将农户经营的小车

间组合到社会主义大生产的新体系中
。

11 亿人 口 9亿农民的中国
,

上没有农民自己 的 政 治 组

织
,

下没有农民自己的经济组织
,

无论怎样说都是不可思议的
。

中国农民自己组织起来
,

创办中国农社这一组织形式来解决 自己在生产
、

流通过程中的

问题
,

是天经地义的
。

我们设想的中国农社是纵向联合性
、

横向地域性 (按行政区域成立 ) 的
、

起综合协调作

用的组织
,

是多种经济成份的股份 (国有股
、

集体股
、

个人股
、

外商股 ) 合作
,

是农业社会

化服务体系的主渠道
,

是农业双层经营 体制 的 载 体
。

它汇合
、

扶持
、

联营其它专业服务组

织
,

全民
、

集体
、

民办等服务部门
,

为 农 民家庭 等商品生产经营单位
,

优惠有偿地提供 产

前
、

产中
、

产后的全程服务
。

服 务 范 围 包括
:

经济信息服务
、

内部融资服务
、

联营合作服

务
、

科学管理服务等
。

它共分六个层次
、

两大体系
。

六个层次是
,

中央农社 (大脑 )
、

省农

社
、

市 (地 ) 农社 (小脑 ) ; 县农社 〔心脏两只手 )
、

乡 (镇 ) 农社
、

村农社 (两条腿 )
。

各农社都要按照当地的实际情况制订出一个切实可行的章程
,

并有明晰的经营管理制度
。

两

大体系即
,

以中央农社为主导的城市体系 (主要抓 以县为主的农社试点 )
,

以县农社为中心

的乡村体系 (县农社要一手抓服务
,

一手抓乡村建社 )
。

组合深化农业改革者
,

投身到这两

大体系之中
,

建立
、

健全和完善这两大体系的有机结合
,

构成一个完整的人性群体的社会化

大服务的新体系
。

农村服务实体只在基层建立不行
,

只有从中央到地方形成农业社会化大服务的实体网
,

才能充分调动各种经济成分和各个方面支援农业的积极性
,

才能加强农业基础方面的建设
,

才能把 9亿农民的事情办好
。

建设服务体系
,

零打碎敲不行
; 单靠党政部门不行

。

要有新的突

破
,

要在全国范围内开发一个多层次的为农业社会化大服务的第三产业
。

六个层次
、

两大体

系的中国农社
,

形成在统一指导下的社会大股份
、

大合作
、

大服务
、

大市场
、

大流通
、

大集

体的新经济运行机制
,

是逐步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统一市场体系
,

城乡社会化综合服务体系和社

会保障体系的重大措施
。

其功能及作用主要是
:

(一 ) 有利于全党
、

全国
、

全民抓农业
,

各

行各业支援农业 ; (二 ) 沟通城乡信息
,

发展商品经济
; (三 ) 便于挖掘社会闲置资金

,

汇

集融资渠道
,

提高融通效益
, (四 ) 是专业大户的安全库

、

保护伞 ; (五 ) 节省流通费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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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企业风险
;

(六 )彻底解决农民生产难
、

买难
、

卖难等问题
;( 七 )规范服务体系

,

基

本职能是
,

生产服务
、

管理协调
、

资产积累等
; ( /又) 提高农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

引

导农民走共同富裕的小康道路
。

中国农社的模式特征是
:

多层次区域性合作
+ 城乡一体化联合

二 社会化大服务新体系
。

它是一个上下联合
、

纵横合作跨地域的有机整体的社会组织
。

它有很大弹性
,

其模式松散灵

活
。

有广泛的适应性
,

是实现我国
“ 小政府

、

大服务 ”
的有效途径

。

我们中国农民一定要抓

住机遇
。

要从农民
、

工人
、

干部和知识分子中选拨一批德才兼备的人才
。

特别注重提拨中青

年改革者到中央
、

省
、

市
、

县农社去担任要职
,

使各级农社的领导权真正掌握在那些有真才

实学
、

懂经营会管理的人手里
,

这是保证农社能健康发展的关键所在
。

中国的浪费
,

首先是

人才浪费
,

要想国家富
,

挖掘人才库
; 打破论资排辈的老框框

,

让那些有本事的人去改革
、

开拓
、

创新
、

实践
,

把中国农社创办起来
,

发展起来
,

为千千万万的农民进入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提供服务
。

中国是个农业大国
,

发展农业商品经济
,

是全党
、

全国
、

全民的事
。

所 以
,

我们提出中

央
、

省
、

市
、

县
、

乡
、

村这六个层次的农社都要办成农民 自己的经济实体
,

从上到下发展壮

大社会主义股份合作经济
。

为了给农业发展积累雄厚资金
,

各农社集体积累不得少于该社纯

收益总额的 50 % ( 50 %用于社员股息分红 )
,

主要用于农社内部积累
、

社员福利及养老
、

农业

开发
、

智力投资和农村教育方面
,

这对我国农业发展
,

改变农业基 础 脆 弱
、

后 劲 不 足 的

局面
,

是一项很重要的战略措施
。

我们认为这种农民 自我服务的
“ 民办 ” 实 体— 中 国 农

社
,

在全国普遍建立 3至 5年后
,

只要科学管理的经营水平上去了
,

不仅能促进农业发展
,

提

高农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

还可以大量的给国家节约往农业方面的投资
。

给国家节约资

金这一条
,

其它任何组织是办不到的
,

只有农社才能办得到
。

现在的主要问题是
,

农民最担

心集体经济能不能搞好
,

这主要是民主管理问题
。

为了逐步壮大集体经济的实力
,

农社的社

员股份委员会应坚持经常不断地对农社经营管理处 (处 长由股委会社长聘请 ) 的经营方针和

财务活动进行检查
、

监督
,

切实加强其集体经济管理
,

以保证社员所有的集体钱物的安全与

完整
,

从组织形式上保证社员真正当家作主
,

直接参加管理
,

以赢得农民彻底放心
。

简 该凡

木刊编辑部于 11 月 6 日召开 了高产优质高效农业问题座谈会
。

中国社科院 农 村 所
、

中

国人民大学农经系
、

北京农业大学农学系
、

农业部计划司和经营管理总站
、

商业部经济研究

中心
、

经贸部国际贸易研究所
、

中国农科院等有关单位 的专家学者及经济工作者
,

围绕高产

优质高效农业的内涵
、

我国农业发展 由追求产量增长为主转为
“ 一优二高

”
轨道 的 主 要 途

径
,

以及促进我国农业 向
“ 一优二高

”
转变的机制和近期应采取的对策等问题

,

展开 了热烈

讨论
。

与会者的发言内容将选登在 1 9 9 3年第一期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