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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农民合作组织存在的问题及发展建议
宋淑珍，杨发荣，苏永生，王彩莲，王 斐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畜草与绿色农业研究所，甘肃 兰州 730070）

甘肃农民合作组织的兴起和发展与全国其他
省份一样，也经历了 4个阶段，即从改革开放初
期至 90年代后期的自发阶段，上世纪 90年代后
期至本世纪初（2003年）的实体转变阶段，2004年
至 2006年的加快发展阶段，2007年至今的依法规
范发展阶段［ 1］。2007年 7月 1日，我国首部专门
规范和发展农民合作组织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
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正式开始实施，标志着农
民合作组织建设与发展的法律法规制度框架体系
基本确立，农民合作组织进入了依法发展的新阶
段 ［ 2～3］。甘肃农民合作组织在此后的几年得到了
迅速发展，无论是规模、人数，还是在为农民提
供各种生产服务、帮助农民增收等方面都有了较
大的进步，但在发展中还存在一些制约因素。因
此，研究分析甘肃农民合作组织发展现状及存在
的问题，对甘肃农民合作组织发展具有一定的指
导意义。
1 发展现状
1.1 发展形式多，涵盖面广

据甘肃省农牧厅统计，截至 2013年 6月底，
甘肃省有依法登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 21 665 个，
较 2007 年底增长了近 52 倍。成员总数 75.79 万
人，带动非成员农户数 204.3万户，占全省总农户
的 48.48%，发展数量居西部前列。经营范围涵盖
了粮食、果品、瓜菜、生猪、肉牛、肉羊等产业
领域。发展形式主要有龙头企业依托型、种养大
户或经纪人依托型、村级组织依托型、农技服务
组织依托型、供销社依托型［ 4］。合作社成员由最

初的几户、几十户，逐步发展为跨村、跨乡镇、
跨市，甚至跨省。目前全省跨区域的合作社共
2 554个，其中跨乡镇的有 2 492个，跨市县的有
47个，跨省的有 15个。服务内容从最初的提供产
前、产中服务逐步拓展到产后的农产品加工、销
售及品牌认证等多个环节，并从单纯的种、养业
服务扩展到农机化、休闲农业等多领域服务，有
相当一部分农民合作组织还开通了网站，实现了
网上营销［ 5～6］。目前，甘肃省拥有农机合作社 297
个、休闲农业合作社 45个，拥有加工实体合作社
1 122个，产加销一体化服务合作社占合作社总数
的 66.52%。
1.2 行业分布比较集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颁布实
施后，甘肃农民合作组织逐步进入了规范化建设
的新阶段［ 7］。农民合作组织已从粮棉油、肉蛋奶、
果蔬等主要农产品生产，扩展到种植业、畜牧业、
渔业、林业、服务业、手工业、其他产业等多种
行业 ［ 8］。截止 2013年 6 月底，从事种植业的有
9 132 个，畜牧业 9205 个，渔业 120 个，林业
1 095 个，服务业 854，手工业 54个，其它行业
1 205个，分别占合作社总数的 42.15%、42.49%、
0.56%、5.05%、3.94%、0.25%、5.56%。
1.3 产业优势较强

甘肃省东西狭长，跨陇南山地，陇东、陇中
黄土高原，甘南高原，河西走廊，祁连山地，河
西走廊以北地带 6个气候带，农民合作组织主要
分布在兰州、白银、张掖、武威等经济相对比较

45



甘肃农业科技 Gansu Agr. Sci. and Techn. No. 9 20142014 年 第 9 期甘肃农业科技

发达的地区，特色产业发展较快，现已形成了草
食畜、设施蔬菜、优质林果等区域性优势产业和
马铃薯、中药材、现代种业和酿酒原料等战略性
主导产业。全省大多数农民合作组织围绕市场风
险较大、专业化生产程度和商品率较高的马铃薯、
制种、蔬菜、畜禽、中药材、果品、啤酒原料等
优势特色产业而组建的，起到了与优势特色产业
互动互促的作用［ 9～11］。目前，全省马铃薯（750多
个）、蔬菜（2 200多个）、草食畜（4 300多个）、果
品（1 500多个）、中药材（1 400多个），以及百合、
蜜瓜、茶叶、小杂粮等优势特色产业组建的合作
社数占到合作社总数的 90%以上。
1.4 发展水平逐步提升

目前，全省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水平不断提
升，形成了一批有较高知名度、有自主品牌、有
规模和实力的合作示范社，涌现出如静宁格瑞苹
果专业合作社、会宁众望养鸡专业合作社等一批
典型示范合作社，320家农民专业合作社入选农业
部等 12个部委发布的“首批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
社名录”，3家农民专业合作社被共青团中央、农
业部评为“2011年度农民专业合作社青年示范社”，
15家被农业部评为全国农民专业合作社优秀示范
社。截止 2013年 9月底，全省有农产品质量认证
的合作社 354个，无公害农产品产地认定的 113
个，注册商标的 651个，较 2007年底统计数据增
长 3～15倍。
1.5 市场竞争力逐步增强

各合作社通过探索开展“农社对接”、“农超对
接”、“农校对接”、“农企对接”、“农餐对接”等各种
便捷高效的对接模式，参加各类农产品展销活动，
建立信息网页等，拓展了合作社产品的销售渠道。
截至目前，全省有 433个合作社开展了“农社对
接”，开设直销门店 694个；181家合作社与 559
个超市开展了“农超对接”；116个合作社与 783
所学校、企业等开展了“农校”、“农企”等其它方式
的对接。在第十届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上，甘
肃省参展合作社产品分别获畅销产品奖 3个，最
佳人气奖 2个。同时建立了“甘肃省农民合作社综
合信息服务平台”，1 736家农民专业合作社建成
了网站。
2 存在的问题
2.1 资金缺乏

农民合作组织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农户自筹、
股金、自我资本积累、财政扶持和银行贷款。甘
肃省属于欠发达地区，农民收入低，自筹、入股

资金规模小；财政扶持资金投入不足，且其公平
性、导向性没有得到充分发挥，财政扶持资金绝
大多数以示范项目为主，以登记注册补贴、贷款
贴息等普惠制支持偏少，而且由于财政扶持资金
总量规模小，只有少数合作经济组织才能享受。
2008— 2012 年 4 a 共安排扶持资金 5 419 万元，
仅有 592个农民专业合作社得到扶持，占农民专
业合作社的 3%。同时，财政扶持资金缺乏有效监
管，金融机构的贷款扶持政策难以落实到位［ 12］。
2.2 组织内部管理不规范

甘肃省大部分农民合作组织由产销大户或县、
乡、村级干部牵头，核心主体不是农民，入社农
户大多处于从属地位，在日常运营管理决策过程
中农民很少有发言权，民主权利难以有效发挥。
农民合作组织运行管理层次低，不少合作社的章
程没有充分体现自身的特点，“千社一章”财务管理
普遍薄弱，利益分配机制不合理［ 13］。
2.3 思想认识存在局限

甘肃省合作组织中的大部分农民、甚至领导
层，对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认识还很模糊，大多
只局限于“参加合作组织就可得到国家补贴”的认
识，把合作组织当成争取优惠政策和项目支持的
工具，导致农民加入合作组织的积极性和社员参
与合作组织建设的主动性不高。社员缺乏联合闯
市场的合作意识，大部分社员抱着“跟、等、拿”
的“搭便车”心态，或是“有利则合、无利则散”的
消极态度，从根源上制约了合作组织的发展与壮
大［ 14］。同时，由于 20世纪 50、60年代推行人民
公社化运动，留给广大农民太多的痛苦记忆，使
其对合作制产生了扭曲的认识，至今对合作组织
还心存疑虑，谈合色变。
2.4 办社人才相对缺乏

大多数专业合作组织是围绕当地的优势主导
产业组建的，很少围绕“产业能人”、“行业骨干”组
建，组织的主要成员以农村劳动者为主，懂得经
营、善于管理的专业人才和产业领军人才严重缺
乏，适应市场经济的意识和能力较差［ 15］。第六次
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甘肃省常住人口 2 557.53
万人，具有大学（指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仅
为 192.33 万人；文盲人口 222.27 万人，文盲率
8.69%。且文盲人口大多在农村，这都成为甘肃农
民合作组织发展的不稳定因素。
2.5 社会服务体系落后

甘肃农村政府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滞后，
政府对合作组织培训不足，农业信息体系不完善、
信息服务手段落后，农民合作组织没有先进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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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传递信息，有相当一部分主要通过电话联系和
看报了解，信息反馈迟，影响产品及时交易。
3 发展建议
3.1 拓宽融资渠道

各级地方政府要帮助农民合作组织融通资金，
引导各商业银行将农民合作组织列入信贷优先支
持的对象，简化贷款手续，增加贷款额度。应允
许农民合作组织以其动产和不动产抵押、权益质
押或其成员联保形式等办理贷款手续；鼓励农产
品加工企业为合作社提供贷款担保，帮助解决生
产性、季节性和临时性资金需要；鼓励农民合作
组织成立自己的金融组织。进一步完善对农民合
作组织发展的扶持政策，突出支持重点环节，继
续支持技术推广和信息服务等。将品牌培育、营
销服务、安全生产和质量服务、互助保险、土地
流转、信贷合作等环节纳入支持范畴，鼓励制度
创新、典型引路。建立和完善严格的监管制度，
对政府支持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资金进行必要的
审计与稽查，杜绝各种占用和多用现象，使扶持
资金拨发渠道畅通，提高运作效率。
3.2 完善管理制度

严格按照《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规定，建立
健全农民合作组织管理制度，明确组织机构的设
置及其职责和利益分配原则，指导农民合作组织
建立成员（代表）大会、理事会和监事会等“三会”
制度；指导农民合作组织独立核算，逐步建立健
全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制度，实行社务公开和财
务公开，做好会计业务辅导和审计监督工作，切
实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
3.3 提高成员素质

首先，各级政府要抓好宣传。加强对基层干
部、合作社领导层以及社员的培训，在提高其思
想认识的同时，提升其生产经营能力。广泛开展
《农民专业合作法》知识宣传教育活动，使广大农
民了解合作组织的功能和作用，增强加入合作组
织的积极性和合作意识。在现有的合作组织中树
立典型，总结推广其做法和经验以及取得的成果，
“以点带面、整体推进”。其次要大力支持大专院
校、科研院所同农民合作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技
术合作，鼓励科研人员和农技推广人员到农民合
作组织任职、兼职或担任技术顾问，鼓励选派到
乡镇、村任职的大学生积极参与农民专业合作社
的培育与发展工作。
3.4 加强办社力量

一是挖掘“能人”办合作组织。“火车跑得快，
全靠车头带”，专业合作组织的健康发展离不开好

的领头人。据调查，凡是农业生产经营大户担任
合作组织领导的，合作组织生命力就强，凝聚力
就越大，合作也就相对有效。二是善于借助外力
办合作组织。结合当地产业优势，发展以农产品
生产、加工、销售为一体的龙头企业，积极鼓励
和引导龙头企业参与专业合作组织发展，借助企
业的市场能力和经营经验，即可带动合作社树立
品牌意识，通过创建自己的品牌来提升市场价值，
也可帮助解决农产品市场问题。
3.5 推进规范发展

通过建立各级合作社联合会，加强合作社行
业自律、搭建交流合作平台、开拓对外营销渠道、
规范合作社运行、推动合作社营销和“三品一标”
建设。目前，全省仅有 971个合作社实施了生产
质量安全标准，不到合作社总数的 5%。各级政府
及相关部门要加大对农民合作组织的品牌宣传力
度，营造创立名牌的社会氛围，启发农民提高拥
有品牌、重视品牌、利用品牌的积极性。对农民
合作组织进行无公害农产品生产基地认定和无公
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认证的申报，让
其享受有关优惠和奖励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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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分析了固原市马铃薯晚疫病大流行年的发病特点及流行原因，提出了选用抗病脱毒种薯、切断初侵
染源、药剂拌种、加强预测预报、开展统防统治等综合防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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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铃薯是固原市的主要作物，也是农民经济
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种植面积稳定在 13.33 万
hm2左右。近年来，由于大面积种植，轮作倒茬受
到限制，品种退化，抗性降低，导致晚疫病逐年
加重，已经成为制约当地马铃薯产业的瓶颈之一。
2012年固原市马铃薯播种面积为 13.46万 hm2，晚
疫病发生面积 12.68万 hm2，占播种面积的 94.2%；
2013年全市马铃薯播种面积为 13.41万 hm2，晚疫
病发生面积 11.09 万 hm2，占播种面积的 82.7%。
当地 7—9月份降水较多，一般年份晚疫病造成产
量损失为 10%～30%，大流行年份产量损失达
50%以上。因此，分析发病原因及时进行科学防
控，对当地马铃薯产业意义重大。
1 发病特点
1.1 始发期早

2012年泾源县马铃薯晚疫病始见期为 7月 15
日，比 2011年（8月1日）早 16 d，比历年同期早 5 d
左右；原州区发病较重，始见期为 7月 10日，比
2011年（7月15日）早 3 d，比历年同期早提前 10 d
左右。2013年马铃薯晚疫病始见期原州区为 6月
25日，比 2012年（大发生年）早 15 d，比 2011年

早 20 d，比历年同期提前 25 d左右；隆德县为 7
月 17日，西吉县为 7月 21日，彭阳县为 7月 21
日，均较历年同期有所提前。

2012年 6月 27—29日的小到中雨，使田间形
成湿润条件，6月 28日至 7月 6日晚疫病完成第 1
次侵染循环，7月 10日，陇薯 3号、青薯 168等感
病品种顶部叶片出现明显病斑。2013年 6月 15—
16日的小到中雨，使田间形成湿润条件，6月 16—
21日完成第 1次侵染循环，6月 25日田间发现中
心病株，中心病株始见期比 2012年提早 15 d。
1.2 发生程度重

2012—2013年，往年不发生马铃薯晚疫病的
山旱地均有不同程度的发病情况。2012年山旱地
病田率为 100%，病株率为 20%～65%，严重度为
10%～40%；川台地病田率为 100%，病株率为
100%，严重度为 40%～100%。2013年山旱地病
田率为 100%，病株率为 49%～100%，严重度为
20%～100%；川台地病田率为 100%，病株率为
100%，严重度为 60%～100%。植株下部 4～5片
复叶病斑面积占总叶片的 90%～100%，叶片变
褐、干枯，提前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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