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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冯瑞河

中国农村股份合作制的制度思考

着

自80年代，尤其是90年代以来 ，

一的玻称之为
＂

股份合作制
”

的制度形式引起了经济学家

们普遍关注。 对衣村股份合作制的一 系列现实问题的研究，一时成为当今农村微观经济领域

中， 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的又 一执f1舌题，经济学家们对其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

并且形成了一些颇有见地的观点和政策巷1义 然而，股份合作制在我国广大衣村尚处千初步

发育阶段，其制度结构特征虽已初露端倪但还不明朗 ， 从已有的资料来看，大部分的研究仅仅

停留在对衣村股份合作制现行经济绩效的 一般性描述和赞颂上，因而 ， 农村股份合作制实行中

的一些问题并未最终得到圆满的解决，对有些问题的认识上仍存在脊相当大的分歧。 实践的

发展，要求我们对衣村股份合作制做出进一步的研究和分析。 这对千加深了解现行农村股份

合作制，优化农村经济制度体系将具有获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试图从我国农村的具体实践屯究对现今被称之为股份合作制的制度形式进行分析，

以求从制席角陌对现行农村股份合作制知出尝试性判断。

首先，股份合作制在我国农村的兴怎年发展绝非偶然，它有菩深刻的生成和发展背景．有

远的现实惹义。

中国农村的改革过程是农村经济帜常的守迁与选择过程，80年代以来在我国广大农村

地区悄然兴起忙所谓股份合作制，是我氏衣民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及乡镇企业承包经营责

任制之后的又 一次制度选择尝试c 它是在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我国农村微观经济体制

改革在经历了浅层次发育之后，向纵探发展的必然现象．是新形式下我国农民的理性选择。

在中国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大背乐下．衣民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致宫动机与既定制度安排的

局限性的矛盾日益暴霞，进而产生了实行和的制度的需求，这种需求具体地表现为对明晰产权

的要求，对融通资金的需求及对政企分设的要求等，这无疑是推动经济制度变革的原始动力。

但在我国既定的制度结构中纳入或推行一 顶祈的制度，离不开必要的制度供给。 制度供给一

般是指制度决定者的供给，它是由制度决定
“

生产
”

和提供的，它有时表现为政府对新制度的

认可，有时则是为制度需求的形成提供更新的思想．或者为制度变迁的实现提供更广泛的选择

领域。 就我国的农村股份合作制而言，制度供给因素对其生成和发展的推动， 主要表现在以下

几个方面：

1、“股份合作制
”

这个名称本身，就来淉于中共中央1985年一号文件中的
＂

股份式合作
”

的

提法；

么在农业部及中央未作出明确规定坟肯定、认可之前，股份合作制虽然巳经在我国广大农

村地区出现，但并没有
“

热
”

起来。 而农业部1990年2月12日通过的（关千衣民股份合作的暂

行规定）和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千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

决定）中对于农村股份合作制的认可，无疑推动了后来我国农村股份合作制的发展；

3、农村股份合作制的
“

热
”

，在一定翌度上受到政府在国有大中型企业中实行股份制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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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的影响，尤其是那些实际上已经是股份制的股份合作制企业；
4 、 1992 年初，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从理论上澄清f困扰股份合作制发展的姓 “ 资 ＂ 、姓

“社 ”的问题；
5、自 90 年代以来，各级地方政府纷纷把实行衣村股份合作制作为促进农村经济进一 步发

展的重要措施。 这是衣村股份合作制发展的重大推动力证；
6 、经济理论界对千衣村股份合作制的关注，以及对此所做的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对我国衣

村股份合作制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由此可见，我国现行的衣村股份合作制既蕴涵着我国农村社会中制度需求的诱致因素，又

内在抒我国制度供给的特定约束条件，它既非纯粹意义上的诱致型制度变迁、也不是绝对的供
给主导型制度变迁，而是＂需求一供给型 ”制度变迁，即以制度需求力蜇为先导，同时依靠制度
供给力批促成其实现的制度变迁 ， 是制度需求和制度供给双重力拉共同推动的结果。

与此同时，衣村股份合作制在实践中已经取得了 一定的经济绩效，如为产权关系的明晰化
提供了可能性，为政企分设提供了有力的制度屏障，强化了企业职工对集体资产的关切度等。

从以上意义说，衣村现行的股份合作制实践，无疑是一种有益的探索，有着重要的现实意
义。

其次，虽然现行的衣村股份合作制实践有着深远的现实意义，但
观，它很难成为一种独立的经济制度形态。这是因为：

1、1日有制度的失而复生：从我国衣村经济制度变迁的历史渊濒考察，目前所谓的农村股份
合作制并非什么新生事物，而是旧有制度的失而复生3 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及 50 年
代初期，就曾经有过这种制度形式的丰富实践和构想，只是到了 50 年代后期，伴随着生产关系
的不断升级，这种制度形式才逐渐消失。 所不同的是，由千制度生成的外在环境不同，现行农
村股份合作制并非原有制度形式的简单复归。

2、农村股份合作制理论与实践的偏差性：众所周知，股份合作制无非是中央 1985 年一号
文件中 “股份式合作”的演化物。 而中央提倡 “股份式合作”的主要理论意义和实践目的在千，
可以借此打破长期以来人们对千合作制实现模式的习惯成见，在承认和恢复个人产权的基础
上，重建劳动者通过自愿入股方式而联合起来的合作经营形式，本无意在合作制之外实行另夕
一种新的制度安排，从这种意义来说，所谓股份合作制只不过是引入或利用了股份制因素的合
作制，是新形势下合作制的一种实现形式。 但实践中的农村股份合作制既包含了合作制，也有
股份制，甚至还有相当比例的合伙制。 因此，用“股份合作制”这一名称难以将诸多制度形式涵
盖其中，况且，从市场经济国家的合作制实践来看，在合作制基础上引入股份制因素，是相当普
遍的做法，但从来没有人将其从合作制中划出，称作股份制，它仍隶属千合作制范畴。

趴股份制与合作制融合的非现实性：在历史上，虽然合作制和股份制都是商品经济发展到
一 定阶段的产物，但由千二者产生的原因不同，性质不同，因而二者的组织原则、运行规则也存
在昔明显的差异，甚至可以说是两种对立的制度形态．这种对立现实地表现为资本本位与劳动
本位的对立 3 因此，将两种运行规则不同的制度形式强行扭在一起，或者说把它们融合到同 一

种社会组织之中，将其作为一种独立的制度形态是行不通的，否则只能是使两种制度形式的
“结合体

”

在运行中摩擦频繁，造成制度运营成本高昂，从而损害制度的经济绩效。
4、股份合作制运行中的非规范性：由千具体的农村股份合作制实践与理论偏差的存在及

理论研究上的滞后，现行衣村股份合作制在运行过程中还存在脊 一系列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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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如此，现行衣村股份合作制的分化将是其发展的必然轨迹乙 从中国农村股份合作

制生成的特定历史背景和现状出发，依据宏观经济改革和发展必然提出的要求和将要形成的

约束，笔者认为我国现行农村股份合作制将散终归入合作制和股份制的范畴之中，其中，合作

制将是现行农村股份合作制的主要归宿勹 这一 方面是因为我们已经有了几十年的合作基础，

另一方面是因为合作制具有多样性和变通性的特征，能够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仍有着制度上

的优势。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由千理记上的误解，现实中的部分股份合作制企业实际上

是按照股份制的建制原则组建的，并且已经按照股份制的原则运营，如果撇开这种实际趋向，

强行使其再向其它制度形态抟化，Fi且没有必要，而且也会增加改制的费用。

从我国目前的农村股份合作制实践来有，企业诩股份合作制向股份制演进的可能性较大，

这是因为：

1、乡、村两级社区合作所承办的企业，本身并小必然是 一 个
“

小合作社
”

或职工合作企业，

正因为如此，如果不涉及企业的内部组织，这类企业可以采取多种多样的经营形式，如承包经

营制，委托经营制等；

2、个体、家庭企业为了实现规模经济，规避尤限责任的风险，极有可能选择股份制中的有

限责任制度C

至于合伙制，它本来就是 一 种过渡性的制度形式，从理论上和政策上都可以将其划分为资

本合伙和劳动合伙这两种形式，大体归入股份制和合作制序列。

当然，具体哪些类型的股份合作制向合作制演进，哪些类型的股份合作制向股份制演进，

将王要取决千现行衣村股份合作制的发展状况，或终要看其土流形式，是较多地承袭股份制而

偏离合作制，还是较多地承袭合作制而偏离股份制，除此之外，在法规上于以规范的前景，还将

要受到历史传统、国际经验，制度主要需求者的特定要求及决策者叩临机判断等因素的影响。

基千以上分析，我们必须辨证地吞待现行农村股份合作制，既要尊重衣民的意愿和选择，

又要考虑我国农村经济制度变迁的约束条件，只有这祥，才能有利千农村股份合作制的顺利转

化，实现我国农村微观经济制度的规范化。 全盘否定或全盘肯定现行农村股份合作制都非抖

学的态度。
呤呤硒畛码吟皎婖妳呤岭蛉述妫岔蕊吟恐豁－郊笠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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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房地产经营实务）问世

上海财经大学贸易经济系邓永成副教授所著的G执轩乙经营实务〉 一书在彭辉芳、余兴发

两位资深教授的支持下，数易其稿，最近已由立信会计出版社正式出版3

本书共28.5万字，分为十章．分别论述f房地产与房地产业、房地产市场、房地产产权、房

地产投资、房地产金融 ．房地产管理、房地产法纪、房地产广告、房地产估价、房地产开发等专业

问题，内容详实，可读性强。

此书的特色是： 一、涉及面广。 书中对房地产业和房地产市场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都作

了系统论述，体系结构完整；二、内容新颖。 书中介绍了国外房地产业的一些先进的理论与方

法；三、操作性强。 书中不仅论述了房地产操作的一般原理和 一般方法，而且对具体操作过程

和技术也作了详细的讲解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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