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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市场挑战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农业生产
面临越来越多的市场风险和挑战
。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可以帮助农
民更好地应对市场变化，提高农

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推动农业现代化

农业合作经济组织是农业现代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有助于
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促进农村经
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进而推

动农业现代化进程。

促进乡村振兴

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有助于
促进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
文化振兴、生态振兴和组织振兴
，推动乡村全面振兴。

目的和背景



定义

农业合作经济组织是指

农民自愿联合、民主管

理、互助合作的经济组

织，旨在通过共同经营

和联合行动来提高农业

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

农民自愿加入和退出农

业合作经济组织，不受

任何强制或限制。

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实行

民主管理，成员享有平

等的权利和义务。

农业合作经济组织通过

互助合作，实现资源共

享、风险共担、利益共

享。

农业合作经济组织以追

求经济效益为目标，通

过规模经营、科技应用

等方式提高农业生产效

率。

自愿性 互助性 经济性民主性

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定义与特点



我国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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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阶段

新中国成立后，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得到快速
发展，经历了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等阶
段。

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

通过合作经济组织，农民得以共享农
业机械、技术等资源，提高了农业生
产效率。

增强了农民市场地位

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出现，提高了农民在市场
上的谈判地位和议价能力。

初始阶段

20世纪初，我国开始出现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
雏形，如农民互助组、合作社等。

深化阶段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合作经济组
织进入深化发展阶段，出现了农民专
业合作社、农业龙头企业等多种组织

形式。

促进了农产品流通

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在农产品流通领域发挥了
重要作用，推动了农产品的市场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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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历程及主要成就



农民专业合作社

以农民为主体，自愿联合、民主管理

的互助性经济组织。主要运作模式包

括统一采购、统一销售、统一服务等。

农业龙头企业

以农产品加工或流通为主业，通过各

种利益联结机制与农户相联系，带动

农户进入市场。主要运作模式包括“

公司+农户”、“公司+基地+农户”

等。

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

为农业生产提供产前、产中、产后服

务的组织。主要运作模式包括政府购

买服务、市场化运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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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组织类型及运作模式



服务能力不足

部分农业合作经济组织服务能力有限，

难以满足农民日益增长的多样化需求。

政策扶持不足

尽管政府对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给予了

一定的政策扶持，但力度仍显不足，

制约了其进一步发展。
缺乏专业人才

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需要专业的

管理和技术人才支持，但目前这类人

才相对匮乏。

组织化程度低

我国农业合作经济组织数量众多，但规

模普遍较小，组织化程度低，难以发挥

规模效应。

面临的主要问题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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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在近年来得到了快速发展，例如“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联盟”等组织形式不断

涌现。这些组织通过联合采购、共同销售、资金融通等方式，提高了农民的市场地位和议价能力，促进了农业生

产的专业化和规模化。

国内案例

在国际上，农业合作经济组织也取得了显著成效。例如，美国的农业合作社通过集中采购、加工、销售等环节，

为农民提供了全方位的服务，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了农产品附加值。同时，欧洲的农业合作社则注重发展生态

农业和有机农业，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

国外案例

国内外典型案例分析



组织形式

我国农业合作经济组织主要包括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企业+农户、家庭农场联盟等形式；而国外农业合作经济组织

则多采用合作社、农协等组织形式。

服务内容

我国农业合作经济组织服务内容相对单一，主要集中在农业生产环节；而国外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则提供包括农业生产、

加工、销售、金融等全方位的服务。

运作机制

我国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多由政府引导和支持，市场化程度相对较低；而国外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则多由农

民自发组织，市场化程度高，运作机制灵活。

发展模式比较



强化政策支持
政府应加大对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扶持力
度，包括财政、税收、金融等方面的优惠

政策，推动其快速发展。

提升服务水平
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应不断拓展服务领域，
提高服务质量，满足农民多样化的需求，

增强组织凝聚力和吸引力。

完善法律法规
建立健全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法律法规体
系，明确其法律地位和权益保障，为其发
展提供法制保障。

加强国际合作
学习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和做法，加强与国
际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交流与合作，提升
我国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国际竞争力。

经验借鉴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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