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引言
中国是个山地大国，约有山地面积666万km2 ，

占国土面积的69.4%。山地对中华民族的繁衍，生

息和光辉灿烂的历史文明，做出过不可磨灭的贡

献，在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中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

位。[1]但是，也应看到，山区在中国地形上是隆起

区，经济上却是低谷区。面对中国社会经济高速发

展的新形势，面对实现全面小康的战略目标，山地

地区发展滞后带来的影响越来越明显，面临的挑战

越来越严峻。山地问题，已不仅仅是山区本身的问

题，而是牵连到全国能否持续、协调发展的问题。

可以说，中国实现全面小康的难点在农村，而农村

的难中之难在山区农村。换句话说，中国区域发展

当前突出的问题是“三农”（农民、农业、农村问题），

而“三农”问题最突出、最尖锐的区域是山区。如何

充分挖掘山区农村的优势资源，实现山区农村可持

续发展，是当前山区农村发展面临的紧迫问题。

2013年的中央一号文件要求创新农业经营体

系，明确提出“农民合作社是带动农户进入市场的

基本主体，是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新型实体，是创

新农村社会管理的有效载体”[2]。2014年的中央一

号文件是新世纪以来连续第11个中央一号文件关

注“三农”，文件强调要鼓励发展专业合作、股份合

作等多种形式的农民合作社，引导规范运行，着力

加强能力建设。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也明

确要求“鼓励农村发展合作经济，扶持发展规模化、

专业化、现代化经营，允许财政项目资金直接投向

符合条件的合作社，允许财政补助形成的资产转交

合作社持有和管护”[3]。显然，广大山区农村经济的

发展离不开创新农业经营组织体系，离不开培育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离不开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

加快山区农民专业合作社建设，提升山区农民组织

化程度，实现山区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让农

村稳定，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已经成为山区农村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内在要求。

2 会东县及其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概况
会东县属于典型的山区农业大县。该县位于

凉山彝族自治州最南端，农特产品独具特色，是凉

山州的农业大县。全县地势中间高、四周低。地理

环境复杂多样，境内山河相间，山高坡陡，山脉为南

北走向，相对高差一般为500～1000米。最高海拔

为县境中南部紧风口营盘3331.8米，最低海拔为县

境东北角侵蚀面莫家沟与金沙江交汇处640米。山

地占总面积的90.87%，山原、平坝、台地、丘陵等占

9.13%。全县土地以山地为主，呈立体分布；山高坡

陡，水土流失严重；耕地有限，田少地多；因地小块

而分散，与其他地类镶嵌；后备耕地量少又缺水，开

发利用难度大。全县气候属于国内中亚热带西部

湿润季风气候区。日照时数多，蒸发旺盛；雨量集

中，干湿季节分明；气候年较差小，日较差大；冬暖

无严寒，夏短无酷暑，四季如春；但气候垂直变化

大，高山积雪、峡谷炎热并见，呈有“一山有四季，十

里不同天”的自然立体气候[4]。

2012年，会东县入选全国蔬菜产业重点县、粮

食生产先进县，有已取得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的

“会东松籽”、“会东黑山羊”，被誉为全国华山松第

一大县、全国优质烤烟基地县、优质蚕茧基地县，

“彩土坡七彩洋芋”、“拉唛燕麦酒”、“芬柔蚕丝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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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嘎吉皮蛋”、“松露”、“兴龙牌土蜂蜜”、“金铃核桃”

等有机农特产品深受消费者青睐。境内还有农业

部定点畜牧交易市场——堵格市场，产供销一体化

覆盖云川两省的大崇香蕉市场。全县农民专业合

作经济组织逢勃发展，已达1352户，其中，在工商注

册的合作社达93户,成员数达59836个，带动农户6

万户，大大促进了农民增收。

3 会东县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特点
3.1 示范社带动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

近年来，会东县农民专业合作社不仅在数量上

快速增长，而且在质量上得到显著提升，正由数量

扩张阶段开始走向内涵发展阶段。其中，会东万利

种养专业合作社分别被农业部、省农业厅评为省级

和国家级示范社，会东县生态鸡养殖专业合作社、

会东县铅锌镇科技种养业专业合作社、会东县金沙

冬马铃薯专业合作社等4个合作社被省农业厅评为

省级示范社；会东县铅锌镇迎春村油菜产销专业合

作社、会东县业兴农产品加工专业合作社和会东县

宝园生态种养专业合作社等5个专业合作社被省农

工委评为省级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会东县正红

石榴种植专业合作社、会东县兴龙梅花鹿养殖专业

合作社等6个合作社被评州级示范社。截止2013

年底，会东县建设国家级示范社1个，四川省的省级

示范社达9个，凉山州的州级示范社6个。

3.2 专业合作社积极进行商标注册

商标是商品的表示，也是合作社对外宣传的名

片。为了提高产品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拓宽合作社

产品的销路，切实解决农产品“卖难”问题，会东县

农民专业合作社充分发挥规模经济优势和地方区

域优势，将当地特色农产品进行精深加工，制作精

美包装，并在工商行政主管部门注册商标。其中，

会东县宝园生态专业合作社、会东县万利种养专业

合作社、会东县正红石榴种植专业合作社等3个专

业合作社成功注册“珍宝颜”、“董锅”、“五寅龙”商

标；另外，“董锅”、“五寅龙”和“崇兴”商标加入了

“大凉山”品牌。到2013年底，会东县全县农产品注

册商标已经达到16个。

3.3 成立全州第一家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会

山区农民专业合作社规模偏小，发展不成熟是

其普遍的现象，许多合作社的实践者为此十分困

惑。合作社怎样才能真正保护农民的利益，如何促

进现代农业的形成和发展，这是广大农民十分关心

的问题。显然，分散的农民难以实现这个目标，由

几个农民构成的小型合作社同样难以克服分散经

营的弊端。会东县农科局征求各合作社意见，在民

政局注册登记了专业合作社联合会。还免费提供

四个门面，设立会东县农民专业合作社农特产品总

汇，将全县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产品进行集中展示，

带动合作社进行规范化发展。不仅得到了州农业

局等主管部门的认可，还深受加入联合社的合作社

欢迎。

3.4 专业合作社带动家庭农场发展

目前国内合作社的发展，始终面临着：高合作

成本与低合作收益之间的突出矛盾[5]，矛盾的根源

在于我国的农户经营规模偏小，人均三亩地，家家

十来亩的现象十分普遍，在山区农户的生产规模往

往更小，低于平原地区和丘陵地区。随着工业化、

城镇化的加速推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将进一步向二

三产业转移，农村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局面会逐步

改变，适度规模经营的家庭农场、种养大户逐步发

展壮大起来。据会东县的调查，在当地专业合作社

带动下，家庭农场快速发展。截止2013年10月，全

县共发展各类家庭农场18家，其中种植业13家（含

蔬菜类），畜禽养殖2家，蚕桑1家，种养业3家。会

东县姜州镇顺金农场首次在姜州镇工商所进行了

注册登记。家庭农场的发展壮大，将大大提高山区

农户生产经营规模，逐步形成“家庭农场+专业合作

社”的发展模式，实现适度规模经营，从而有效降低

过去因小户、散户太多，合作社内部的合作成本居

高不下的弊端。

4 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面临挑战
4.1 融资难题亟待化解

由于合作社没有足够的固定资产可以抵押或

不被金融机构认可，社员难以进行融资，结果导致

效益差的合作社无法生存，渡过难关；效益好的合

作社难以发展壮大，做大做强。会东县农村信用合

作社、城市信用社和农业银行三家金融机构，有网

点优势的是农村信用社，但信用社的小额贷款对象

有严格规定。城市信用社和农业银行有贷款的政

策，要求抵押门槛高，利率偏高，优惠少，合作社贷

不到款。

4.2 政策扶持有待加强

《农民专业合作社法》颁布实施后，各级各部门

虽出台了税收、财政等相关配套政策，但力度偏小、

资金偏少、资金项目手续繁杂，影响了农民专业合

作社的发展与壮大。据调查，会东县部分农民专业

合作社从未主动申请过国家财政资金项目，每次都

需要农业局等农口部门组织发动合作社申报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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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原因在于涉农项目的申报，论证材料复杂，申

报程序繁琐，一些合作社管理人员文化素质有限，

难以胜任项目申报工作。

4.3 培训指导有待强化

在调查中发现，会东县合作社成员存在文化素

质偏低、合作意识不强、财务制度不健全等情况，这

些现象的改变，必须通过加强培训指导予以提升。

然而，有关涉农机构与合作社缺乏有效的协调配

合，难以为合作社的生产经营活动提供系统的培训

服务。尽管通过“阳关工程”等项目对合作社理事

长以及内部管理人员开展相关的培训，但是，在培

训内容的安排上，众口难调，部分合作社人员对政

府安排的培训课程不感兴趣，缺乏参与的积极性。

4.4 内部运作有待规范

在会东县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调研中了解到，

部分合作社仍以技术指导服务为主，实质性经营尚

未正常开展；有的合作社盈利能力不强，对社员缺

乏吸引力；有的合作社内部机制不健全，管理活动

缺乏民主，虽然订立了章程，但不按章程办事；有的

合作社虽设立了“三会”制度，但重大经营方针少数

人说了算，农民社员主体地位尚未真正体现。

4.5 诚信氛围有待营造

部分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利益联结机制不紧密，

在统一购买生产资料，统一销售等方面，还没有真

正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利益共同体。社员素

质参差不齐，一些社员重权利、轻义务，重得益、轻

诚信，重眼前、轻长远，市场行情好抵制合作，市场

行情差依赖合作，使合作社的诚信度受到影响。

5 发展山区农民专业合作社对策建议
5.1 鼓励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资金互助，化解融资

难题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允许合

作社开展信用合作社。”[3]，为此，广大山区要积极鼓

励和引导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资金互助，从而实现

由农民专业合作社自己解决农业生产领域发展资

金不足的难题。据调查，在凉山州西昌市，目前已

经成立四家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其中佑君镇农民

资金互助合作社自成立以来，由最初的24位发起人

发展至今共有社员415户，社员互助金累计1080.7

万元，累计向社员投放互助金950.7万元，按期收回

331万元，先投放619.7万元，投放范围覆盖佑君镇

各个村组，涉及种植、养殖、农业运输、农机、农具、

农资购买等为社员增产增收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和

帮助，促进了当地农村经济发展。安宁镇农民资金

互助合作社发展情况也非常良好，自成立以来没有

出现一笔呆账和坏账，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合作社

社员农业生产资金缺乏的问题。这些资金互助合

作社的成功实践，为会东县的山区县发展资金互助

合作社提供了经验借鉴。

5.2 引导合作社积极申报涉农项目，获得财政资金

扶持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国家财力的不断增

强，尤其是“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发展战

略的深入实施，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资金每年都

有较大幅度的增长[6]。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广大农民

群众自己的经济组织，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就是扶

持农民、扶持农村和扶持农业，合作社已经成为中

央财政和各级地方财政扶持的重点对象。十八届

三中全会决定要求“鼓励农村发展合作经济，扶持

发展规模化、专业化、现代化经营，允许财政项目资

金直接投向符合条件的合作社，允许财政补助形成

的资产转交合作社持有和管护，”[3]《农民专业合作

社法》（2007）、《中央财政农民专业合作社组织发展

资金管理办法》（2013）、《四川省农民专业合作社经

济组织建设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2010）等法律

和文件都阐述了有关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扶持政策，

包括产业扶持、财政扶持、金融扶持、税收优惠、人

才支持等政策。因此，建议地方政府的农口部门在

坚持突出重点、扶优扶强的前提下，引导产业基础

牢、经营规模大、品牌效应高、服务能力强、带动农

户多、规范管理好、信用记录良的农民专业合作社

积极申报国家和省级财政涉农项目，获得财政涉农

资金的支持，缓解自身发展过程中面临的资金困

难。

5.3 强化合作社人员培训，丰富人力资源储备

人力资源是合作社发展的第一资源。为了培

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群体，形成

合作社发展的中坚力量，首先，要加大合作社理事

长等管理人员的培训，提高现有在岗农民的素质。

其次，鼓励大学生领办农民专业合作社，培养农民

专业合作社新生力量。第三，要根据农民的真实需

求，按需定制合作社人员培训大纲，邀请经验丰富、

深受广大农民群众欢迎的资深讲师主讲，提高培训

的效益。

5.4 引导合作社完善规章制度，强化内部管理

首先，对外要着眼于市场需求，注重品牌建设，

注重农产品营销策略；政府在产前、产中和产后市

场实行监督管理，对农产品的生产、投入和收获等

信息实现可追溯。针对广大山区远离中心市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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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情况，政府应鼓励和引导专业合作社走出去，

积极参加西博会、食博会、农博会和农商对接会，实

现农超对接，深化农产品品牌建设。其次，对内要

以健全财经制度为抓手，规范财务管理活动，积极

引进现代财务软件，提高财务管理工作的效率[7]。

第三，加强合作社行政考核。将合作社发展情况作

为农业农村工作考核的重要内容，重点考核合作社

运行质量和辐射带动能力，各项政策措施的落实和

发展目标的完成情况，加大督查考核力度，严格奖

惩。

5.5 政府引导，加强示范社建设

与平原区和丘陵区相比，山区农民专业合作社

发展相对滞后，因此要加强政府在合作社发展中的

引导作用。首先，建议通过评比，在县域范围内，每

年评定10个左右的县级示范社。其次，在县级示范

社中择优推荐省级、国家级示范社，选择内部管理

规范、带动性强、市场反应好的合作社建成更高级

别的示范社。第三，对国家级、省级、州级示范社和

县级示范社，给予各种优惠政策，并进行表彰宣传，

发挥示范带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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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of Specialized Farmers Cooperatives
in Mountainous Regions

——Based on the Empirical Study of Huidong in Liangshan Yi Autonomous Pref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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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ountainous countryside economic development cannot do without the innovation of the

agricultural operation organizations system, can't do without the cultivating new type of agricultural management

main body, can not be separated from the development of farmers' professional cooperative organizations. This paper

chooses the typical mountainous agricultural county, Huidong in Liangshan Yi autonomous prefecture, as the

research objecting, adopt empirical research metho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ounty economy, analyzes large

agricultural county farmers' professional co-operatives development reality, the main problem, on the basis of this

puts forward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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