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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合作市农牧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拓宽资金链；创新发展思路；提供人才
支持，提高管理水平；完善管理机制，加强监督引导；把合作社发展与新农牧村建设有机结合等发展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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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市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现状与对策分析

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在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基础
上，同类产品的生产经营者，或者同类农业生产
经营服务的提供者、利用者自愿联合，民主管理
的互助性经济组织。2007年《农民专业合作社法》
的颁布实施，为农民专业合作社确立了市场主体
地位，标志着农民专业合作社将进入依法发展的
新阶段［ 1］。合作市紧紧抓住农牧业结构调整这个
主线，把培育和发展农牧民专业合作组织作为创
新农村牧区经济体制，提高农牧业产业化、组织
化程度，促进农牧民增收的一项重要举措来抓，
逐步形成了多领域、多主体、多形式、多层次的
现代农牧业发展格局。我们以加快合作市农牧民
专业合作社建设与发展步伐为出发点，以适度规
模经营、降低农牧业生产成本、提高农牧业比较
效益、促进农牧民增收为目的，分析阐述了合作
市农牧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现状、存在的问题及进
一步发展的对策建议，以期为藏区农牧村经济的
发展提供借鉴。

1 发展现状
1.1 增长速度快

2008年3月甘南州天鸿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成
立，填补了合作市无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空白，
2009年新增农民专业合作社5个，2011年新增11
个，2012年新增8个，2013年新增292个。截止
2013年底，合作市注册登记的农牧民专业合作社
达317个，其中通过土地经营权流转形式组建合作
社26个，流转面积达163.5 hm2，覆盖6个乡、4个
街道办40个行政村（社区），注册资金达17 760.7万
元，入社社员5 200余户，占总农户的91.7%。业务
范围以农牧业特色产业生产、加工和流通为主。
有15个合作社通过农畜产品无公害产地认证，18
个合作社与流通企业建立稳定产销关系，2个合作
社获得商标认证标志，农民专业合作社社员较非
社员年人均增收600～800元。
1.2 产业特色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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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量过大等对玉米造成不同程度的药害。对玉米
田药剂除草大量有益的探索表明［ 7～8］，在温度高、
湿度大的条件下施药能促进杂草幼芽吸收药剂，
使药效反应加快，除草效果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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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自治州特有的自然条件，形成了以养殖业为主，
涵盖中藏药材、苗木、蔬菜、食用菌等种植业，
各具特色的合作社经营类型。截止2013年底，合
作市共成立养殖业合作社282个，占合作社总数的
88.95%；特色种植业合作社29个，占9.14%；其他
专业服务类合作社6个，占1.89%。养殖业中猪养
殖16家，占5.67%；牦牛131家，占46.45%；犏牛
18家，占6.38%；羊4家，占1.41%；奶牛75家，占
26.59%；家禽2家，占0.70%；牛羊育肥36家，占
12.76%。特色种植业中种植中藏药材14家，占
48.27%；苗木繁育10家，占34.48%；食用菌1家，
占3.44%；蔬菜1家，占3.44%；饲草种植1家，占
3.44%；粮食种植2家，占6.89%。其他专业服务类
进行批发销售的1家，占16.67%；生态旅游的2家，
占33.33%；技术培训1家，占16.67%；畜产品流通
2家，占33.33%。
1.3 地域性突出

目前，在合作市317个农牧民专业合作社中，
勒秀乡有67个，那吾乡72个，佐盖曼玛乡58个，
佐盖多玛乡29个，卡加曼乡49个，卡加道乡28个，
当周街道办4个，通钦街道办2个，坚木街道办3
个，伊合昂街道办5个。其中靠近合作市郊区、交
通较为便利的农牧村，具备市场和交通保障优势，
群众观念新、思想解放，农牧业商品化程度较高，
合作社发展起步较早，规模相对较大，数量增长
较快；在距市区远、交通不够便利、农牧业生产
单一的地方，专业合作社成立的时间晚、数量少、
规模小。
2 存在的主要问题
2.1 发展资金不足

农民专业合作社用于农畜产品加工、贮存等
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需求量大、时间紧、周期性
强。但合作市多数农牧民专业合作社内部没有建
立积累机制，其内部融资来源于社员按照章程规
定缴纳的少量股金、会费以及金融机构给社员个
人的贷款；外部融资渠道主要有政府的扶持资金
和非正规金融机构、民间的借贷等，发展资金十
分有限。
2.2 合作社组建参差不齐

合作市317个农牧民专业合作社中，村民自发
组建的16个，占5.04%；专业户、经销大户发起成
立的48个，占15.14%；龙头企业发起成立的24个，
占7.57%；村委会或基层党组织发起成立的201个，
占 63.42%；供销合作社发起成立的 10个，占
3.15%；政府农技服务部门领办的4个，占1.26%；
其它形式成立的14个，占4.42%。一方面，凡是发

展速度较快、发展规模较大的合作社，大都是
由企改前的农牧企业、公司里一些“能人”在
企改下岗后发起建立。村委会和基层党组织负
责组建的合作社在整合利用乡村资源、公信力
等方面具有相对公共优势。村民自办的合作社，
受村民自身素质及经验的制约，难以发展壮大。
另一方面，以致富能人为主的合作社则可能出
现“一言堂”、“私有化”趋势，村委会、基层党组
织牵头组建的合作社，容易使农牧民理解为是
村委会、村党组织的附属产业，直接影响着合
作社的发展。
2.3 经营管理水平不高

在合作市农牧民专业合作社管理人员中，本
科及以上学历的有2人，占0.5%；专科学历的有8
人，占2.5%；高中学历的有48人，占15.0%；初中
及以下学历的有259人，占82.0%。其中办过企业、
公司的有14人，占4.4%；从事过农产品销售的有
95人，占30.0%；在种养殖专业组织内担任过职务
的有187人，占60.0%；有外出务工、参军经历的
有17人，占5.4%；从事过其他工作的有4人，占
1.2%。这些管理人员凭借自身的才干、经验和相
对拥有的财力，在农牧民中具有较强的号召力、
说服力、引领力和示范力，能够组织、带领农牧
户通过组建合作社这一平台，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同时又由于其文化知识、经营管理能力、技术水
平相对较低，缺乏深入、系统的现代农业技术和
加工技术，适应市场竞争的意识和能力有限，难
于按照现代企业标准在合作社内部实施规范化、
科学化管理，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合作社的创新
和进一步发展［ 2］。
2.4 竞争力不强，抵御风险能力弱

合作市农牧民专业合作社大多以养殖业和种
植业为主，成立时间较短，经营规模小、经济实
力单薄，无法形成规模优势。合作社的业务仍停
留在初级产品贩运销售及一些简单信息宣传、粗
浅的技术指导层面上，加之科技含量高、品牌效
应大、商品附加值高的相关农畜产品稀少，组织
化程度以及合作层次较低，盈利小，发展缓慢，
后劲不足，不能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产业化经营。
如在销售市场方面，本地32%，附近城镇40%，省
内其它地方27%，外省市1%；销售渠道方面，与
企业合作的为15%，超市供货为10%，客商上门收
购40%，合作社销售30%，本地加工企业收购5%；
农超对接方面，已经采用的占10%，正在联系的占
15%，未联系的占75%。农畜产品的营销基本面向
省内，与省内外、国内外大市场衔接不紧，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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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合作社和农牧户之间还没有形成真正的利益
共同体，农牧民专业合作社在标准化生产、农畜
产品加工和市场网络建设方面的作用尚未完全发
挥，市场产销趋势难以预测，合作社在应对市场
急剧变化、有效地化解销售难题、规避市场风险
方面等仍然处于相对被动的状况。
2.5 农牧业生产效益低

由于种子、化肥、农药、地膜、饲草料等农
资产品价格的增长，以及劳动力价格的不断攀升，
农牧业生产总成本不断上升，生产效益低。如拉
寨高原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用于购买化肥、农药、
塑料套袋及人工开支的费用已超过销售收入的
70%，虽然蔬菜、药材等农产品的价格有所上调，
但还是赶不上农资、劳动力价格的上涨幅度。
3 发展对策
3.1 拓宽资金链

一是清理并重新安排各级政府的涉农项目和
资金，制定和落实长效扶持办法，加大对合作社
的投资、奖励和项目扶持力度，分期分批帮助各
地解决好重点合作社实施能够带动当地特色产业
发展的重大项目［ 3］。二是由政府出台政策，进一
步落实国家对合作社的金融支持规定和措施，尽
快制定政策性金融机构对农牧民专业合作社信贷
资金管理办法，加大对专业合作社发展初期的资
金支持力度。三是完善、强化合作社自身的资金
吸纳机制和能力，以合法、合理、自愿、互利的
方式，把社员和农户手中的闲散资金集中起来，
满足合作社及其社员对资金的周期性需要。
3.2 创新发展思路

转变片面追求数量的发展思路，重点扶持、
做强做大相对规范的合作社，注重数量规模和质
量水平的辩证统一，力求形成“建一个组织、兴一
个产业、活一方经济、富一批农民”的良好局面。
一方面鼓励引导农牧民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继续
创办新的合作社，另一方面把重点转移到扶持、
帮助基础条件好、有产品和产业特色、有发展前
途和示范带头作用的合作社，如通过农畜产品的
深加工，来延长农畜产品产业链，实现产业升级，
增加附加值；通过信息网络等手段，广开渠道，
最终实现农牧民利益的最大化［ 4］。
3.3 提供人才支持，提高管理水平

一是尽快制定出台相应政策，把选拔大学生
“村官”与扶持重点合作社结合起来，引导、鼓励
大学生“村官”到合作社任职，发挥自己的专业优
势为合作社服务［ 5］。二是设立专项培训费用和项
目，加大对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业务骨干和

所需人才的培训工作，提高他们的专业水平和综
合素质。三是由政府牵头，兴建一批大、中型冷
藏库，供种植业、养殖业相对集中、发展势头强
劲的合作社有偿使用；加强信息、科技、质量检
测、卫生防疫等服务工作，解决合作社的后顾之
忧；构建更加完整的农产品种养、贮运、加工、
销售一条龙体系，延长产业链，增强抵御自然、
市场风险的能力［ 6］。
3.4 完善管理机制，加强监督引导

完善的管理制度和合理、有效的运行机制，
是合作社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农牧业、
工商管理、科技、供销等有关部门及有关组织应
明确和理顺各自职责，进一步完善管理机制，改
善服务态度，对农牧民专业合作社的建设与发展
给予指导、扶持。在项目立项上简化手续，开通
“绿色通道”，实行申请、受理、审批一站式服务，
在业务指导、开展技术培训、提供政策咨询、落
实政策措施、收集发布信息等方面提供便捷的服
务。特别是对有项目支持的合作社，实行项目专
项审计，逐渐引导、扶持和促进合作社的健康发
展。
3.5 把合作社发展与新农牧村建设有机结合

农牧民专业合作社的健康发展，其意义和作
用不仅仅局限于农牧村经营方式的转变、农牧民
增收致富上面，而且影响到农牧村经济、文化等
各个方面，关系到农牧民观念的转变、素质的提
高。政府要高度重视，深刻认识发展农民专业合
作社与社会主义新农牧村建设相辅相成的内在联
系，积极转变观念，出台相应支持政策，形成激
励机制，积极引导和鼓励合作社热情高涨地参与
到新农牧村建设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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