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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面对持续活跃于城乡商贸等领域且关注度较高的供销社，文本以回归组织视角进行审视，从环境、

社会结构、目标、技术、参与者五个方面分析供销社的组织特征，阐释了供销社运行和发展的合法性机制、效率

性机制与合宜性机制，考察了供销社改革实践中新型合作经济、农业生产服务、完善基层组织和数字技术赋能

等典型发展路径，并对供销社的组织质性界定、发展方向研判、综合改革重点、持续发展动能等关键议题进行辨

析，以期为我国供销社未来的改革发展提供有益启示。

关键词：供销社；组织特征；发展机制；实践检视；钻石组织模型

中图分类号：F72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245（2024）02-0080-14

一、问题的提出

供销合作社（以下简称供销社）发展至今，始

终与我国农业农村发展进程交织共生。社会主义革

命和建设时期，供销社作为服务我国工业化进程的

重要组织载体，承担农业、手工业和农村私营商业

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及农产品统购统销的重要任务。

改革开放和市场化进程的开启，改变了供销社运行

发展的外部环境，因路径依赖和组织惯性，供销社

呈现与市场经济不适的发展态势，并在日益激烈的

市场竞争中几近式微，进而开启改革发展进程。当

前，我国供销社的发展呈现复杂图景。一方面，供

销社远离社会视野，学术界对供销社的存在和发展

持有不同观点；另一方面，党中央多次对继续办好

供销社提出要求。2020 年 7 月 24 日，习近平总书

记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社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之际

对供销社工作作出指示，指出“供销合作社是党领

导下的为农服务的综合性合作经济组织，有着悠久

的历史、光荣的传统，是推动我国农业农村发展的

一支重要力量。近年来，全国供销合作社系统深化

综合改革，在促进现代农业建设、农民增收致富、

城乡融合发展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并强调“各

级党委和政府要围绕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巩

固党在农村执政基础，继续办好供销合作社。供销

合作社要坚持从‘三农’工作大局出发，牢记为农

服务根本宗旨，持续深化综合改革，完善体制机

制，拓展服务领域，加快成为服务农民生产生活的

综合平台，成为党和政府密切联系农民群众的桥梁

纽带，努力为推进乡村振兴贡献力量，开创我国供

销合作事业新局面”。2023 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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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为农服务和政事分开、社企分开，持续深化

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供销社积极推进自身改革

的同时，在农业农村领域持续活跃发展。

回顾已有研究，学术界对供销社的研究主要包

括五个方面。一是供销社改革历程研究，以历史总

结检视当下和展望未来 ①。二是供销社产权归属问

题研究，通过对集体所有制产权归属的学理分析，

阐述供销社“悬浮式”产权的现实问题，并提出供

销社产权改革的方案和路径 ②。三是供销社存在的

合理性研究，引入嵌入式组织等理论视角剖析供销

社存在的制度合理性和内在机制 ③。四是供销社综

合改革研究，探讨面向乡村振兴等重大战略需求，

以系统性和综合性视角分析供销社继续推进改革发

展的方向和路径 ④。五是供销社在特定领域的作用

研究，包括土地托管 ⑤、农产品流通 ⑥、乡村治理 ⑦、

电商发展 ⑧，等等。

上述研究视角和理论实践成果对认识供销社具

有鲜明的理论和应用价值，为进一步打开供销社这

一“理论灰箱”奠定了重要基础。但在加快推进农

业农村现代化背景下，面对供销社存在的现实问

题，已有研究仍存在不足：一是作为“四不像”⑨ 组

织的供销社，该如何系统性地认识、厘清并阐释其

组织特征；二是虽几经曲折发展仍积极活跃于农业

农村领域，并在政策层面受到诸多期许的供销社，

① 王军、王真、刘纪荣：《赋能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新时代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的三重逻辑》，《新疆师范

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4期；苑鹏：《供销合作社在推进中国农村合作事业中的作用研究》，《学

习与探索》，2020 年第5 期。

② 许建明：《作为全部社会关系的所有制问题——马克思主义视野里的供销合作社集体资产产权性质问题研究》，

《中国农村经济》，2017年第6期。

③ 徐旭初、黄祖辉：《转型中的供销社 —— 问题、产权与演变趋势》，《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
年第3期；孟庆国、董玄、孔祥智：《嵌入性组织为何存在？供销合作社农业生产托管的案例研究》，《管理世界》，

2021年第2 期。

④ 孙伟、许光建：《终极产权视角下深化供销社改革的思考》，《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18 年第 8 期；徐旭初、

李艳艳、金建东：《供销社“去内卷化”路径探析—— 浙江“三位一体”改革之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

会科学版）》，2020 年第20 期。

⑤ 孔祥智：《农民合作、土地托管与乡村振兴——山东省供销社综合改革再探索》，《东岳论丛》，2018年第10期。

⑥ 杨志华、张希：《供销社系统农产品批发市场效率研究》，《管理评论》，2023年第1期。

⑦ 张瑞、高天、韩艺 ：《乡村治理中的供销社嵌入：学理分析、现实考量与优化路径》，《农林经济管理学报》，

2023年第5期。

⑧ 冯亚伟：《供销社综合改革视角下农产品电子商务模式研究》，《商业研究》，2016年第12期。

⑨ “四不像”是对市场化改革后供销社特征含混不清的归纳，指供销社具有行政机关、事业单位、群团、企业的

特征，难以纯粹归类到其中一类的特征状态。

⑩ 董皓、詹志华 ：《论奥卡姆的“剃刀原则”在科学实践中的运用》，《合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
年第6期。

⑪ 利维特仅区分组织内部的四要素，并未把“环境”包括在内。斯科特（Scott）和戴维斯（Davis）鉴于环境对组

织的重要性，将环境要素纳入组织模式。本文采用包括环境要素在内的钻石组织模型。

其内在发展机制究竟是什么。有鉴于此，笔者将供

销社回归到组织视角，引入利维特（Leavitt）钻石

组织模型，旨在厘清供销社的组织特征，揭示供销

社发展的内在机制，考察供销社改革实践的典型路

径，并对供销社发展的若干关键问题进行理性思

考，以期为更客观、清晰和深入地认识供销社提供

理论参考，为供销社的改革发展提供实践参照。

二、组织特征：一种回归组织模型的分析

面对复杂的供销社组织体系、职责定位、功

能领域等，要厘清供销社的组织特征，奥卡姆

（Occam）的“剃刀理论”可提供有益启发。“剃刀

理论”强调面对复杂的社会现象时，应采取简约的

视角，即“如无必要，勿增实体”⑩。基于此，笔者

将回归到组织视角，以利维特钻石组织模型分析供

销社的组织特征。面对复杂多样的组织，利维特从

简单处着手关注组织的主要特性，并将其总结为环

境、社会结构、目标、技术、参与者五大要素 ⑪，

为组织分析提供了系统且简约的分析框架。

（一）供销社的组织环境

每个组织都存在于某一特定的且必须适应的物

质、科技、文化和社会环境中，没有一个组织是自

给自足的，所有组织的存在都有赖于与其所处的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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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体系的关系，并与环境体系进行互动和互构 ①。

供销社自创建以来，深深嵌入我国经济社会结构，

在职能定位、组织结构、功能体系等方面受到规定

和规范，并与经济社会结构的动态发展呈现互动、

调适和演进的发展态势。

作为一种嵌入型组织，供销社具有商业制度逻

辑、政策制度逻辑、政治制度逻辑和社会制度逻

辑 ②。换言之，供销社在与环境的互动过程中呈现鲜

明的市场嵌入、政治嵌入、政策嵌入和社会嵌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供销社承载了农村社会

主义改造的政治使命以及支持我国工业化发展的政

策使命，发挥了计划经济制度下农产品统购统销的

商贸流通主渠道作用 ③，呈现显著的政治嵌入和政

策嵌入。市场化改革的开启与深入，急剧改变了供

销社发展的原有经济和社会环境，一方面，供销社

受制于原有的组织结构、制度安排和价值认知；另

① [美]W.理查德·斯科特、杰拉尔德·F.戴维斯：《组织理论：理性、自然与开放系统的视角》，高俊山译，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9-20页。

② 孟庆国、董玄、孔祥智：《嵌入性组织为何存在？供销合作社农业生产托管的案例研究》，《管理世界》，2021年

第2期。

③ 常明明：《农村供销合作社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关系述论》，《中国农史》，2023年第1期。

④ 王军、王真、刘纪荣：《赋能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新时代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的三重逻辑》，《新疆师范

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4期。

⑤ 唐任伍、叶天希、孟娜：《供销合作社助力乡村振兴的历史演变、内在逻辑与实现路径》，《中国流通经济》，

2023年第1期。

⑥ 苑鹏：《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的进展与挑战初探》，《重庆社会科学》，2017年第9期。

一方面，供销社作出与经济环境和社会需求适配发

展的变革努力，其组织发展呈现鲜明的市场嵌入和

社会嵌入。这一时期要求供销社恢复组织的群众

性、恢复合作商业性质、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推进

市场化改革等 ④，是供销社在该阶段发展境况的体

现。同时，供销社越来越呈现“四不像”的组织特

征。现阶段，随着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尤

其是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供销社的职责定位和发

展方向得以重塑。一方面，供销社在坚守商贸流通

主渠道作用的同时，党中央要求其有效发挥助力乡

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重要作用，并持续围绕乡村生产

生活需求拓展服务功能、完善服务体系 ⑤。另一方

面，面对服务乡村振兴体系和能力的不足，供销社

围绕服务农业全产业链发展和满足农民生活需求，

持续推进组织体制改革、组织体系完善、组织功能

拓展，等等 ⑥。

图1  基于利维特（Leavitt）钻石模型的供销社组织特征框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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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总体看，在供销社的发展进程中，不同发展

阶段的历史背景 ① 以及政治、政策、市场、社会等

结构性维度，对其改革发展产生深刻影响，同时，

供销社的策略性回应行动驱动了自身动态调适和持

续发展。

（二）供销社的社会结构

社会结构指组织参与者关系的模式化和规范

化，包括规范结构和行为结构。规范结构是一种应

然性秩序，为组织行动者的行为提供期待、规范和

评价功能。行为结构是一种实然性秩序，包括活

动、互动和感知，表现为个体的反复行动或一类个

体的相似行动，与更大的行动模式和网络发生实质

性联系 ②。

供销社的社会结构包括组织层面的社会结构和

个体层面的社会结构。供销社组织层面的社会结构

是供销社与更大的环境结构互动，包括在政治、政

策、社会、市场等方面形成的横向和纵向关系、位

置和状态，主要表现为供销社组织的规范结构，即

供销社组织层面社会结构的概要表征，包括组织定

位、旨趣、章程、职权体系等，并对个人层面的社

会结构产生影响。供销社组织层面的社会结构，还

可分为横向的社会结构和纵向的社会结构。纵向的

社会结构是由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省社、市

社、县社、基层社的机关组织、社有企业等形成的

关系和网络结构系统，即垂直组织系统。该垂直组

织系统因供销社行政职权的缺乏以及纵向业务性联

系的薄弱，导致上下级供销社之间的影响和规制能

力通常较弱，更多以指导性关系存在，呈现较弱的

垂直组织系统嵌入性。横向的社会结构主要是供销

社与同级党委和政府以及同区域内的社员、服务

对象等互动发展的在地性社会结构关系 ③。由于同

级党委和政府决定供销社人事任免、提供财政支持

等，同区域内的社员、服务对象等是供销社绩效评

价的主要对象和内容，供销社必然将更多注意力分

配到对同级党委、政府以及在地的农业生产和农民

生活需求的回应方面，使供销社呈现较强的在地社

① 回顾已有研究，学者们多注意到供销社作为一种嵌入型组织呈现鲜明的历史演化特性，并据此视角检视供销

社的过去和当下，力图呈现供销社的发展机制和内在逻辑，并尝试研判供销社的未来。

②⑥⑦ [美]W.理查德·斯科特、杰拉尔德·F.戴维斯：《组织理论：理性、自然与开放系统的视角》，高俊山译，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6、19、271页。

③ 在地性社会结构关系指供销社在供销事业和业务开展过程中，与同级行政区域内各类主体等发生的结构性关系。

④ 笔者将供销社参与者中的供销社职工分为管理者和经营者，管理者主要指供销社中有参公身份的职工，经营

者主要指社有企业中的职工。

⑤ 从历史和法理层面看，供销社的资产不属于供销社，供销社职工只是供销社资产的受托管理经营者。

会结构嵌入性。

供销社个人层面的社会结构是供销社组织内各

类主体在组织规范结构影响下，基于个人价值、目

标和利益实际发生的活动、互动和感知的行为结

构。由于历史沿革（主要是市场化改革之后）形成

的农民退出供销社以及供销社社企分开的发展态

势，使供销社内部职工（主要是经营者 ④）实际掌

握社有资产的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造成供销

社的规范结构对行为结构（主要是经营者）的影响

大幅减弱，并呈现供销社行为结构的分化。一方

面，供销社管理者逐渐从社有企业退股，其行为动

机和注意力更多在于回应上级供销社、同级党委和

政府的政策要求，例如，开展供销社综合改革等，

并发挥对经营者的监督作用。另一方面，供销社经

营者更多将注意力分配到对市场环境的回应方面，

并形成供销社资产 ⑤ 的“内部人控制”状态和业务

非农化取向。

概言之，供销社深深嵌入由垂直组织体系构建

的社会结构以及由同级党委、政府和区域经济社会

构建的在地社会结构中，呈现垂直组织体系的弱嵌

入性和在地社会结构的强嵌入性。个人层面的社会

结构既受组织层面社会结构的形塑，又基于个体利

益动机，对组织层面的社会结构进行回应、偏移乃

至分离等的理性实践。

（三）供销社的组织目标

组织目标受组织环境影响，接受并体现环境希

望其具备的功能和价值 ⑥。对组织而言，目标是组

织认知和动因的来源，并构建组织从可选择的行为

方向中进行创造和选择的标准 ⑦。

供销社的组织目标包括发展目标和改革目标。

供销社的发展目标可分为生存目标和扩张目标。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供销社的发展目标在于贯

彻推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政治和政策要

求，推动供销社组织体系、组织功能等的拓展，并

广泛地将农民生产生活资料的供销纳入供销社的功

能领域，助力国家工业化发展进程。随着市场化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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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的开启和深入，供销社的发展目标经历了以生存

目标为主，到生存目标和扩张目标并存的发展历

程。市场化改革初期，由于对市场环境的不适和组

织体系的快速解体（尤其是基层组织的快速消亡），

生存目标成为供销社的主要目标，并开启了供销社

的改革发展进程。随着供销社改革的深入、对市场

环境的逐渐适应以及乡村振兴战略等的提出，供销

社逐渐将发展目标聚焦于提升市场竞争能力和政策

回应能力的扩张目标方面。

供销社的改革目标是为实现供销社发展目标设

立的策略性、措施性目标，具体包括创新体制机

制、拓展为农服务领域、优化为农服务手段、强化

基层组织建设、增强社有企业发展活力、提升为农

服务能力等内容 ①，旨在通过改革实现供销社在市

场环境中的有效生存和扩张，提升供销社对农业农

村发展需求和政策动态要求的回应能力。

现阶段，改革已成为供销社的主旋律，服务乡

村振兴战略、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等作为当前供销

社组织目标的根本指向，呈现政策文件引领、省域

试点示范、各地借鉴探索的改革发展图景。

（四）供销社的组织技术

组织技术指组织完成的工作，狭义上涵盖完成

工作的硬件、工作人员的技能知识、工作对象的特

征；广义上指将某种形式的原料转化为产品的、与

智力或知识过程相结合的物质过程。组织技术除包

括狭义上的技术内容外，还包括与投入供应和产出

支配相关的环境特征以及组织必须于其中进行交换

的权力依附关系，等等 ②。

人们通常会忽视组织技术，但实际上的组织属

性、特点一般具体体现在组织技术方面。应明确指

出，供销社的组织技术具体体现在供销社事务和供

销社业务两方面。供销社事务是供销社在环境嵌入

下，对其所处的垂直组织系统以及同级党委、政府

等提出的超经济期待回应从事的领域，并构建相应

的组织体系和组织功能等系统性技术状态，进而让

供销社呈现鲜明的“类行政”组织特征。概言之，

供销社事务具有非营利性的价值取向，受到政治期

许、社会期待和政策支持，可分为垂直的供销社事

务和在地的供销社事务。垂直的供销社事务通常紧

① 苑鹏：《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的进展与挑战初探》，《重庆社会科学》，2017年第9期。

② [美]W.理查德·斯科特、杰拉尔德·F.戴维斯：《组织理论：理性、自然与开放系统的视角》，高俊山译，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13页。

③ 供销社参公身份的职工指具有事业编制，但管理、待遇、晋升参照公务员的人员 。这些职工主要来源于公务

员招考招录、其他行政机关等调任以及军官退伍安置，等等。

跟党中央的政策要求，由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组

织实施，并体现在其政策文件中，包括领办、创办

和指导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农技推广等事务。在

地的供销社事务源于同级党委、政府的政策要求，

通过行政指令、委托购买等方式驱动供销社回应同

级党委、政府和在地经济社会提出的需求，包括发

展合作经济联盟、农事服务中心及其他阶段性和临

时性的在地委托性事务。从内容看，垂直的供销社

事务与在地的供销社事务既有重合性，又存在差异

性。重合性源于中国“条”“块”结合的政治体制，

党中央的政策要求既面向各地党委、政府，又面向

垂直部门（组织）。差异性不仅源于“条”“块”职

责的边界不同以及垂直性和在地性的嵌入强弱程度

不同导致的回应态度不同，而且源于供销社回应策

略的不同。

供销社业务是由计划经济时期供销社商业性功

能的延伸，并在市场化改革进程中转型发展形成并

从事的领域。供销社业务主要由供销社社有企业实

施，使供销社呈现“类市场”的组织特征。概言

之，供销社业务既源自供销社的商贸业务传统，又

源于市场化改革之后的适应性转型，可分为传统型

供销社业务和创新型供销社业务。传统型供销社业

务源于计划经济时期供销社以商贸流通为主业主责

的业务领域，并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延伸和转型发展

形成的市场性业务，表现为农资供应服务、农产品

加工和物流服务，等等。创新型业务是供销社依据

自身现实基础、能力优势、技术态势和发展需要等

拓展的新领域，以期构建供销社在市场经济环境中

的竞争优势和发展能力，进而满足农业农村消费市

场的需求和趋势，例如，发展农村电商业务、实行

大田托管，等等。

总而言之，当前供销社的组织技术呈现为由供

销社事务和供销社业务共同构成的技术体系。值得

注意的是，供销社事务和供销社业务并非完全独立

运行且互不关联，而是呈现供销社业务支撑供销社

事务、供销社事务规制供销社业务的互联关系。原

因在于供销社市场化改革的深化，除具有参公身

份 ③ 的供销社职工的薪资和办公费用等由同级政府

财政支出外，供销社事务和供销社业务开展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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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的“行政性庇护”越来越弱，相应所需的组织

体系建设、建设资金投入、人才队伍组建、组织功

能拓展等更多要由供销社通过供销社业务的持续性

盈利提供支撑。

（五）供销社的参与者

组织的参与者指出于各种原因为该组织作出贡

献的个体，正是他们的努力、遵循和行动，构建和

决定了组织的结构，并保证组织结构的持续性，即

结构的再生产带来组织结构的创新和改革 ①。

供销社的组织参与者包括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

社、同级党委和政府以及供销社的管理者和经营

者 ②。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是供销社垂直组织系

统的组织者，不仅驱动从上至下供销社组织系统的

组建，而且影响、指导、规范供销社垂直组织系统

中供销社事务的内容和方向，是供销社弱垂直组织

系统嵌入的影响力来源。

同级党委、政府是供销社在地性社会结构的主

要构建者，通过掌握的人事任免、政策规制、财政

激励等方面的权力，引导供销社围绕同级党委、政

府的政策方向，发挥购买政府的委托服务、满足城

乡协同发展需求、助力乡村产业发展、推动农民增

收致富等作用。因此，同级党委、政府是供销社强

在地性社会结构嵌入的影响力来源，规定供销社在

地的供销社事务。

供销社的管理者指供销社中具有参公身份的职

工，作为供销社资产的受托管理者和干部型职业中

间人群体 ③ 存在。作为供销社资产的受托管理者，

在供销社理事会是本级社属资产及所属企事业单位

资产的所有权代表和管理者的政策规定下 ④，供销

社的管理者（主要是理事会主任、副主任等群体）

实际行使社有企业主要负责人的任免权以及社有资

产经营活动的审批权、监督检查权等，但不干预企

① P.Bordieu.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Asa Review of Books，1977（2）.
② 如果从利益相关者视角看，供销社事务和业务的服务对象（主要表现为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以及普通农民）

也是组织参与者。但从当前看，这些服务对象仅是供销社服务的单向接受者，对供销社运行和发展的影响较弱，

因此，笔者未将其列为供销社的组织参与者。

③ 毛丹、陈佳俊在研究妇联时，借鉴“干部经营者”“政权经营者”“代理型政权经营者”“谋利型政权经营者”等

概念，提出干部型职业中间人概念，指职业性的、处于官民之间的干部群体，并呈现特定的角色期待。

④ 例如，《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供销合作社改革的决定》（中发〔1995〕5 号）、《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供

销合作社综合改革的决定》（中发〔2015〕11号）都有明确要求。

⑤ 各地情况存在差异，部分供销社社有企业的主要领导由供销社管理者中的领导层任命，而有些供销社社有企

业只有部分管理层由管理者中的领导层任命。

⑥ 孟庆国、董玄、孔祥智 ：《嵌入性组织为何存在？供销合作社农业生产托管的案例研究》，《管理世界》，2021 年

第2期。

业的具体业务活动。作为干部型职业中间人，供销

社一方面与上级供销社及同级党委、政府发生联

系，接受同级党委、政府的任命、规制和支持，呈

现聚焦完成党委、政府期许的供销社事务以及回应

上级供销社政策导向的行为动机；另一方面，供销

社与农民群众发生联系，并发挥党委、政府联系农

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供销社的经营者主要存在于社有企业中，是供

销社资产使用、运营的实际掌控者。一方面，供销

社经营者接受供销社管理者的任命 ⑤ 和监督，为供

销社事务提供技术、资金、人才、组织等支撑；另

一方面，供销社经营者参与市场竞争，以盈利性目

标发展供销社业务，并基于市场理性逐渐拓展诸多

新业态，倾向驱动供销社业务的非农化发展。

由此可见，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同级党委

和政府共同发挥建构供销社的非市场性组织环境和

社会结构的作用，供销社的管理者和经营者受环境

规范并构建供销社的组织目标和组织技术。同时，

参与者不断影响供销社社会结构的再生产。

三、机制分析：供销社发展逻辑的阐释

面对依然活跃在农业农村诸多领域的供销社发

展实践，在阐明供销社组织特征的同时，还应回

答驱动供销社持续发展的内在机制。从供销社组织

特征看，供销社是典型的嵌入型组织，呈现兼具

政府、企业、非营利组织等性质但又不是其中任何

一类组织的混合型组织（Hybrid Organization）特

征 ⑥。因此，供销社的改革发展既受政治、政策规

制以及社会期待，呈现合法性逻辑，又参与市场化

业务发展，呈现效率性逻辑。此外，供销社动态发

展的历史进程以及强在地社会结构嵌入性，还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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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和空间维度的合宜性逻辑。

（一）合法性机制

如前文所述，组织并非封闭系统，而是受组织

环境影响的有机体。因此，作为组织环境重要部

分的制度环境，包括法律制度、文化期待、社会规

范、观念制度等，不断为组织中的参与者接受，并

对组织的社会结构、目标和技术等形成约束力。这

种约束力在强意义层面和弱意义层面对组织产生作

用。从强意义层面看，在社会关系越来越密集、组

织和组织环境越来越复杂的过程中，社会倾向于通

过范畴化、分类化、概念化的社会事实赋予个人身

份，塑造个性行为习惯，打造群体记忆，形成为社

会接受的、认可的、毋庸置疑的组织共享观念和思

维 ①。从弱意义层面看，社会通过影响个体行为的

绩效评价，触发强迫性机制（Coercive）和模仿性

机制（Mimetic），进而塑造个体行为，即个人基于

理性，对外部刺激的策略性反应产生遵从制度环境

的组织实践 ②。

供销社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为社会普遍接

受的共享观念 ③。这些共享观念可以追溯到党中央

的指示批示、有关指导性文件，体现在诸多研究成

果的表述中，包括“服务农民生产生活的综合平

台”“农民的合作经济组织”“联系农民群众的桥梁

纽带”“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等等。这些共

享观念已成为衡量供销社存在价值和发展成效的根

本标准，为供销社应然性改革发展提供方向指引，

并在一定程度上规定了供销社事务的内容和边界。

共享观念通过供销社的社会结构产生实质影响。中

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作为供销社组织体系的组织

者，通过制定和出台全国性的供销社政策文件，将

上述共享观念加以体现，并发挥文件执行成效的督

导作用，影响各级供销社的目标制定、技术选择和

行为表现，等等。对于同级党委和政府面言，要将

上述共享观念与其实施的乡村振兴、促进农业农村

现代化发展等施政保持一致，并通过人事任免、资

金分配、绩效考核等实际性权力结构，对供销社事

务开展产生影响。至此，以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

① [英]玛丽·道格拉斯：《制度如何思考》，张晨曲译，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13年版，第121页。

②⑤ 周雪光：《组织社会学十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87、70页。

③ 事实上，由于供销社长期远离公众视野，社会公众对供销社的共享观念认识普遍滞后于供销社改革发展的现

实实践。这也正是2022年年底因个别地区提出全面恢复基层供销社引发社会讨论的根源所在。

④ 事实上，合法性机制也体现在供销社的业务方面 。但供销社业务的合法性影响力本质上来源于供销社事务的

需要，由供销社管理者对供销社经营者的监督和动员产生。因此，本文更多聚焦供销社事务谈合法性机制。

⑥ 陈剩勇、马斌：《温州民间商会：一个制度分析学的视角》，《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7期。

和同级党委、政府为主要实施者，通过影响各级供

销社行动者职级升迁等收益函数，提供了各级供销

社围绕供销社事务开展策略性行动的选择集合，促

进各级供销社围绕提升组织绩效而开展相互考察和

学习等模仿性行为，进而在供销社社会结构系统的

横向和纵向层面，形成围绕共享观念、相对一致的

供销社事务发展方向。此外，或隐或显的社会期待

通过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党委和政府等的回应

性行动，间接对供销社事务产生影响。即合法性机

制始终体现在供销社的社会结构及其事务中 ④，在

此意义上，就供销社的组织特性和行动策略而言，

与其说供销社是单纯的经济组织，毋宁说其是特殊

的社会经济组织。

（二）效率性机制

追求利益最大化是经济组织的价值旨趣。经济

学以效率机制解释经济行为，新古典经济学以生产

函数及资本投入决策解释经济组织行为，认为实现

投入资本边际收益最大化的业务领域和生产规模是

组织的最优选择。制度经济学关注组织存在的价值

和边界，并从交易成本（协调成本和激励成本）最

小化进行解释 ⑤。组织理论进一步关注组织动员的

理性过程，认为个人基于理性寻求成员资格获取的

收益，组织基于物质性激励、团结性激励、目的性

激励等实现组织动员 ⑥。

效率性机制更多显现在市场化改革之后的供销

社。因历史沿革和发展，供销社组织内部形成了特

殊的共生关系。在市场化背景下，为避免供销社科

层制组织特性对业务经营效率的不利影响，政策要

求推进供销社社企分开改革，分别形成供销社管理

者群体和经营者群体，构建了社有企业与供销社机

关的责权边界。供销社管理者基于职务晋升等利益

诉求，通常积极回应政策、政治等环境要求，推进

供销社组织系统投身农业农村领域，服务乡村振兴

战略等重大战略。供销社经营者通常追求盈利性

利益诉求，推进其管理的供销社业务的发展和壮

大，包括积极发展非农业务以实现资本边际收益最

大化。同时，供销社管理者为经营者提供社会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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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政府社会资本），经营者为管理者提供积极

回应政策、政治等环境要求的资源和能力。在组织

内部的共生关系中，供销社管理者通过掌握（或部

分掌握）社有企业管理层的任免权，协调经营者将

资源投入农业农村领域，支撑供销社事务的开展。

在供销社业务的开展方面，供销社管理者通过授权

激发供销社经营者的积极性，表现为通过强物质性

激励、弱团结性激励以及弱目的性激励，实现对供

销社经营者支撑供销社事务开展的有效动员。

鉴于供销社业务对供销社事务的重要性，供销

社经营者不仅基于效率性逻辑开展市场化的供销社

业务，而且供销社管理者基于内部协调成本和激励

成本兼顾的效率性选择，为供销社经营者的非农业

务发展提供权变性的决策和实践空间。

（三）合宜性机制

组织的发展和改革不仅是静态问题，而且是动

态发展过程和差异发展事实。回顾中国“三农”问

题，正是中国改革深化、经济社会转型和现代化发

展视域中的问题 ①。审视与中国“三农”问题交织

互动和回应实践的供销社改革发展，无疑应将其置

于历时和共时的系统视角，以历史合宜性、制度合

宜性、区域合宜性和主体合宜性进行解析。

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供销社既制约了供销社

当前的改革空间，又规定了供销社的改革方向。长

期形成的供销社组织现状、资源能力和利益结构

等，呈现供销社发展的组织惯性和路径依赖，在一

定程度上制约了供销社改革发展进程。供销社发展

改革，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聚焦服务重工业

优先战略，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

期聚焦市场化导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聚

焦综合改革 ②。因此，供销社的发展和改革是基于

历史传统、历史阶段和历史延续的演变过程。

供销社的发展具有鲜明的制度合宜性。制度合

宜性不仅意味着供销社的改革发展具有合法性逻

辑，而且在于制度影响供销社的发展环境，渗透乃

至形塑了供销社的组织价值、组织结构、组织体

系、组织能力，等等。例如，计划经济体制和城乡

二元制度等向市场化体制和家庭联产承包经营制度

的变迁，均对供销社的曲折发展和价值漂移产生重

① 黄祖辉、徐旭初、蒋文华：《中国“三农”问题：分析框架、现实研判和解决思路》，《中国农村经济》，2009年第7期。

② 王军、王真、刘纪荣 ：《赋能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新时代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的三重逻辑》，《新疆师

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4期。

③ 本部分未注明出处的数据，均来自调研中访谈记录及调研单位提供的介绍材料整理而成。

大影响。

区域合宜性不仅在于供销社的弱垂直组织系统

嵌入性和强在地社会结构嵌入性，而且在于供销社

的发展受不同区域内自然条件、产业结构、发展路

径、诸多非经济因素以及农业生产的区域性特征的

直接影响，驱动各地供销社在事务、业务发展和改

革方面的差异性。

主体合宜性主要指供销社的事务业务是否满足

农民需要，是供销社发展和改革的根本评价标准和

核心驱动来源。这不仅因为中国农业与农村问题在

一定程度上是农民问题的派生，而且是我国以人为

本发展理念和“三农”问题重中之重的价值导向。

对供销社发展和改革的应然性要求和实然性实践，

直接或间接地受农民的改造发展、结构特征、现实

需求等影响，呈现不断调整的动态性和过程性。

四、实践路径：基于全国典型实践的考察 ③

从现实看，近年来，我国各地供销社的改革实

践既有共性也有差异。加强为农服务和推进体制机

制改革是各地供销社改革的共性方向，是党中央和

社会赋予供销社的“合法性”期许，供销社积极回

应并进行有益的改革探索。在实践中，参与者基于

组织发展现状和运行环境要求的效率性机制与合宜

性机制，在改革突破重点上有所差异，形成若干

较为典型的发展路径，取得具有一定启示价值的经

验，可以归类为新型合作经济发展路径、农业生产

服务发展路径、完善基层组织发展路径和数字技术

赋能发展路径，等等。

（一）新型合作经济发展路径

合作经济是供销社系统始终坚持的组织属性。

新型合作经济发展路径主要指浙江省以农合联为组

织形态的“三位一体”改革路径。面向浙江省市场

化蓬勃发展带来的农产品买方市场情境以及农业基

本生产经营体制“分”有余而“统”不足的现实问

题，如何加强农业生产经营体制“统”的层面，提

升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改善农民的市场生态位，成

为当时亟待回答和探索的问题。2006 年，在时任

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的部署和推动下，浙江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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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了“三位一体”综合合作的实践探索。

自 2006 年以来，浙江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并

有力推动，浙江省供销社积极回应，将“三位一

体”综合合作与供销社改革发展相结合，逐渐打造

出整合供销社、信用社、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在内的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联合会（以下简称农合联），形

成“一体两翼”的运行结构。“一体”指农合联平

台，其治理结构由会员代表大会、监事会、理事

会、理事会执行委员会构成。其中，农合联的会员

由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家庭农场、协会、涉农企

业、专家学者等组织成员和个人成员等组成。理

事会和监事会的成员原则上应有 2/3 以上是农民合

作经济组织代表。理事会执行委员会设在供销社，

在不改变供销社原有组织属性和运行机制的基础

上，由供销社承担农合联日常运营管理职责。“两

翼”指农民合作基金和资产经营公司两项制度。农

民合作基金的主要资金来源既包括原始基金、政府

财政扶持资金、社会捐赠以及资产经营公司的部分

年度收益（要求不低于 20%），又包括其他合法收

入，主要用作信用合作方面（合作金融）的风险补

偿金。资产经营公司原则上应由农合联内部的同

级供销联社或涉农国有企事业单位以及其他会员

合股组建，同时，也可由供销社部门单独组建 ①。

截至 2022 年年底，浙江省组建了 1 个省级、11 个

市级、85 个县级、961 个乡镇级的区域农合联 ② 体

系，其中，省（区）市县三级供销社为同级区域农

合联理事会执委会。此外，浙江省还组建了产业农

合联 313 家，其中，水果产业农合联 85 家、蔬菜

产业农合联 59 家、粮油产业农合联 42 家、茶叶产

业农合联 26 家、中药材产业农合联 14 家，共 6.61
万个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和各类为农服务组织、涉农

企业加入农合联。供销社以农合联为平台，发挥整

合生产服务资源、信用服务资源作用，并通过商品

契约、要素契约、社会关系等制度安排，依托 311
家为农服务中心、94 家农资连锁企业、6678 个经

营网点开展农资保供服务。2022 年上半年，浙江

省供销社帮助农民实现农产品市场交易额 761.4 亿

元，向 4.3 万个农合联会员授信，实现贷款户数

① 徐旭初、金建东、吴彬：《“三位一体”综合合作的浙江实践及思考》，《农业经济问题》，2018年第6期。

② 区域农合联指服务功能边界限定于行政区域范围内，提供多产业需要的通用性服务 ；产业农合联指服务功能

边界依据所服务的产业而定，可以在某一行政区域内，也可以跨行政区域，一般提供单产业需要的专业性服务。

③ 在第三届中国农业农村服务业发展论坛暨研讨会上，张天佐指出，“农业现代化的本质就是生产过程的现

代 化”。

④ 于璐娜、吉宝飞：《土地规模化与农业社会化服务的路径选择》，《中国合作经济》，2023年第3期。

2.9 万户，贷款余额 161.41 亿元。

（二）农业生产服务发展路径

农业现代化的本质是生产过程的现代化 ③，农

业生产服务既是解决“谁来种地”“怎么种地”的

现实性议题，也是促进农业生产过程现代化的有力

举措。近年来，部分地区的供销社积极参与农业社

会化服务体系打造，通过引导农户土地经营权流

转、领办土地股份合作社、推行代耕代种、土地托

管等多种方式，努力构建综合性的农业生产服务

体系。

山东省的改革实践是农业生产服务发展路径

的典型代表。山东省供销社聚焦解决“谁来种

地”“怎么种地”的问题，依托社属企业山东供销

现代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和山东供销农业服务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由省、市、县三级供销社参股成

立县域农业社会化服务龙头企业，以村党支部领办

农民合作社为基础，在全省范围内全面推广“土地

股份合作 + 全程托管服务”模式。在实践中，供

销社发挥集体经济组织的中介作用，降低供销合作

社与分散小农户的交易成本，充分发挥地权整合作

用，扩大农业服务的需求规模，实现农业服务规模

化，形成“小农户 + 集体 + 供销社”的农业经营

模式。

此外，其他省份也进行了农业生产服务发展路

径的有益探索。例如，河北省供销社以浅埋滴灌技

术为突破口，围绕节水增粮的目标，大力发展“节

水农业 + 全产业链托管”服务，推广新模式、新技

术、新品种、新装备、新农人的“五新”机制，大

力推广小麦、玉米两季浅埋滴灌节水技术和“水肥

一体化”技术，取得了省水 30%、省肥 30%、省电 
30%、省工 80%、增地 5%、增产 10% 的六大效果 ④。

（三）完善基层组织发展路径

加强供销社基层组织建设，既是供销社系统和

同级党委、政府的要求，又是供销社服务区域农业

农村发展的现实需要和重要载体。例如，2013 年，

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基层

工作的指导意见》；2016 年，江苏省政府办公厅印

发《关于加强基层供销合作社建设的意见》，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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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重要的是，一般认为基层社不仅是供销合作社

直接提供为农服务的前沿阵地和主要载体，而且是

供销合作社发展的根基所在 ①。

完善基层组织发展路径较为典型的有广东省供

销社和湖北省供销社的实践。广东省供销社聚焦如

何加强联农带农能力，重点加强镇级供销社和村级

供销社的创新发展。一是镇级供销社的创新发展。

在县级供销社主导下，分类实施基层社改造，强化

合作经济组织属性，多形式多渠道密切与农民的利

益联结，通过五种方式推进镇级供销社创新发展，

包括盘活存量资源提升业务经营水平、建设重点项

目拓展为农综合服务能力、通过建强带弱促进组织

恢复、依托社有龙头企业延伸牵引组织恢复、引入

社会有能力者激发组织发展活力，等等。二是村级

供销社的创新发展。因地制宜在有一定人口规模的

中心村采取股权合作、资产合作、人才合作、服务

合作等多种合作形式共建村级供销社，吸纳农民和

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入社，可归结为三种发展模

式，即“村社共建”模式、“社企共建”模式、“社

社共建”模式。

湖北省供销社坚持问题导向，通过“空白抓重

组、薄弱抓改造、较强抓提升”，分类改造薄弱基

层社。一是广泛吸纳农民合作社和农村劳动力参与

基层社建设，加快基层社数量提升。二是按照有

“三农”服务中心、有领办农民合作社、有便民超

市、有再生资源回收站的“四有”标准，完善基层

社服务功能 ②。截至 2021 年年底，湖北省基层社总

数达 1373 个，基本实现乡镇全覆盖 ③。

（四）数字技术赋能发展路径

供销社的数字技术赋能发展路径，是商贸流通

主业在数字经济时代顺应市场需求发展的新业务

形态。一方面，通过发展以电子商务为代表的新业

态，既有力促进了乡村服务对象的产品销售，也能

满足市场的电子商务消费习惯，提升供销社助农销

售的能力和效能。另一方面，以数字技术穿透广阔

的农业农村地理空间，能够高效、精准地链接农业

产业和消费市场，实现线上化和全方位的为农服

务，提升供销社为农服务的能力和对党委、政府重

大政策需要的承载力。

① 苑鹏：《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的进展与挑战初探》，《重庆社会科学》，2017年第9期。

②  《湖北省社：大力实施“四大工程”建设惠农骨干力量》，https://www.chinacoop.gov.cn/news.html?aid=1492845。
③  《湖北基层供销社恢复重建至 1373 个 基本覆盖全省乡镇，农民社员 5 年增 5 倍》，http://news.cnhubei.com/

content/2022-10/17/content_15153928.html。
④  《“村村旺”为农村电商加装新引擎》，http://www.liangjiang.gov.cn/Content/2023-02/03/content_10483818.htm。

供销社的数字技术赋能发展路径较为典型的有

重庆市供销社和浙江省供销社的实践。重庆市供销

社打造“村村旺”电商服务平台，该平台充分发挥

供销社扎根农村的优势，以大数据、互联网、交易

结算为核心驱动，运用云计算、大数据、交易结算

等技术手段，有力推动农产品上行和日用品下行。

一是建立稳定的大宗生鲜农产品上行订单模式，截

至 2022 年 12 月，重庆市整合了 60 余个生鲜品类

按订单模式进行常态化种植收购，与市内 30 余家

下游销售渠道形成每日稳定供应的合作关系，让农

产品拥有稳定的去处。二是依托供销社的组织体

系，通过将市场订单分配至生产基地的方式，链接

12 个区县的 20 余家基层社、300 余家村集体经济、

100 余家专业合作社，共 17.5 万亩基地，建立全流

程培训服务、利润分配、信息化、多品类订单套种

轮种等配套体系，为农户带来约 1.7 亿元的收入 ④。

浙江省供销社打造数字农合联（浙农服）平

台，横向联结农业农村、农业科研、气象、财政、

供销、农信、保险等 20 余个部门和单位，纵向贯

通省、市、县、镇、村 5 级，集成生产服务、流

通服务、金融服务和政府服务等 8 大系统，构建

数据仓 16 个，整理数据目录 2032 项，协同解决

种什么、怎么种、卖给谁、找资金、办保险、领

补贴等问题，实现惠农政策“一屏智治”、为农服

务“一键直达”、农业产业“一网集聚”、农品安全

“一码溯源”，形成了全面、广覆、精准、高效的生

产、供销、信用“三位一体”的数字化服务。截至

2022 年年初，浙农服在浙江省内已推广到 10 个市

81 个县（市、区），全省覆盖率达 96.8%。目前，

全国已有 90 个市县共享应用、3 个省市试点试用、

8.3 万个农业主体和服务主体注册使用，在率先应

用地区带动农业增效 10% 以上。

五、对若干问题的思考

论及至此，在对供销社组织特征和发展机制进

行深入的学理性解析以及对全国实践进行系统性经

验考察后，还需对部分争议性议题作出回应：一是

供销社的性质该如何界定，是农民合作经济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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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其他；二是继续存在和发展的供销社，未来方

向在哪里；三是面向当前的供销社，改革重点在哪

里；四是面向未来的供销社，持续动能是什么。

（一）组织质性界定

作为组织系统的供销社，从不同侧面看其有不

同的组织特性表现，原因在于供销社是抽象的、系

统的和具体的。抽象的供销社是理念上的、原则上

的和理想类型的以及在理念和样式设定上“纯粹”

的供销社。这种抽象的供销社源于供销社的思想缘

起和初始组织旨趣。供销社的成立旨在通过合作社

的形态将农业生产者和农村消费者组织起来，实现

农民剩余产品的销售并向农民供应所需的生活生产

资料 ①，直接体现在供销社的名称上。供销社是否

具有存在价值的评判标准，更多源于合作社的理念

性、原则性和价值性。系统的供销社，是受政治、

政策、市场、社会嵌入影响，并在历史发展中形成

的供销社。供销社成立之初体现合作社特征；在集

体化运动时期，供销社体现集体经济组织特征；市

场化改革后，供销社体现类企业特征和类行政特

征，并被描绘为“四不像”组织。具体的供销社是

通过功能实施直接展现于社会的供销社。由于供销

社事务业务的开展，更多以社有企业为载体，并以

市场化的逻辑运行，因此，从公众视角看，具体的

供销社更像一个企业。

作为具有企业特性和行政组织特性的混合型组

织，该如何界定其组织质性？事实上，当前的供销

社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混合型组织。中国特色的各类

制度性环境和安排，由于制度的不可化约性（制度

之间存在协调成本）和产出的通用性（具有多元服

务领域和功能），供销社作为混合型组织，具有提供

正当性和降低交易成本的优势 ②。因此，观照当前供

销社已有的典型实践路径可知，供销社的质性是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具有合作经济传统的、

①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565页。

② 孟庆国、董玄、孔祥智：《嵌入性组织为何存在？供销合作社农业生产托管的案例研究》，《管理世界》，2021年第2期。

③ 需要指出的是，已有研究中存在不同视角的方向划分。本文的划分基本涵盖已有的划分类别，且与政策和实践

基本相符，例如，2015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

改革的决定》，指出供销社是为农服务的合作经济组织以及要求逐步探索联合社社企分开的途径。

④ 张晓山、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改造传统的组织资源 —— 供销社近期改革措施的实证研究》，《管

理世界》，2001年第4期。

⑤ 许建明：《作为全部社会关系的所有制问题——马克思主义视野里的供销合作社集体资产产权性质问题研究》，

《中国农村经济》，2017年第6期。

⑥ 1995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关于深化供销合作社改革的决定》，指出按照社企分开的原则，理顺各级供

销合作社理事会与其所属企业的关系。

类行政性的、为农服务的混合型组织。未来的供销

社是什么质性的组织，关键要看供销社面临的发展

态势。如果未来供销社的合法性发展逻辑弱化，即

党中央的各类重大政策需求能通过市场主体得到满

足以及供销社在保障和应对经济社会重大危机的潜

在功能需求和期许逐渐弱化，供销社可以转型为市

场化运作的国有企业；如果未来供销社能将社有企

业和供销社机关完全分离，可以将从事供销社事务

的供销社机关组织转型打造成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

联盟性机构，甚至改造成类似工会和妇联的群团性

组织，发挥联结农民、组织农民、服务农民的作用。

（二）改革发展方向

市场化改革后，供销社的发展方向处于应然性

和实然性、外部期许和内部理性的张力性状态，可

归为将供销社办成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社企分开

“双线运行”、回归“三农”三大方向 ③。一是办成农

民合作经济组织。党中央和社会（尤其是学术界）

期望将供销社办成真正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让供

销社回归合作经济范畴。供销社改革发展方向的关

键节点直指供销社产权改革。让发展壮大的农民合

作组织通过赎买供销社资产 ④，或将集体资产价值

量化后分配给“身份农民”⑤ 等，是近年来较为典

型的观点。但供销社具有参公管理（主要是供销社

管理者）的体制机制以及供销社已经形成“自我授

权”和“自我管理”的“内部人控制”的现实性改

革阻碍，使该类观点未被有效采纳并产生影响。社

会（尤其是学术界）将供销社办成农民合作经济组

织的呼声逐渐减弱，且随着供销社传统功能逐渐被

市场经济组织取代，供销社日益远离社会（尤其是

学术界）视野。二是社企分开“双线运行”。面对

供销社资产的“内部人控制”状态，党中央要求推

动“社企分开”改革 ⑥，促进供销社管理者从社有

企业退股，实现供销社事务和供销社业务的“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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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提升供销社运行效率，避免供销社集体资

产流失。应当指出，社企分开“双线运行”改革发

展必要且重要，但在当前越发要求供销社发挥为农

服务重要作用的趋势下，社企分开“双线运行”将

产生一定的负面效应，表现为供销社管理者对供销

社经营者控制和动员能力的弱化，扩大了供销社经

营者的非农业务倾向，弱化了供销社业务对供销社

事务的支持力度。三是回归“三农”方向。随着乡

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助力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任

务加重，党中央对供销社改革发展方向的注意力发

生转变，在继续要求推进供销社社企分开“双线运

行”改革的同时，重点将注意力聚焦供销社为农服

务功能的提升方面，突出强调将供销社打造成为农

服务综合平台，以期凸显通过供销社事务和业务的

开展服务农民、让利农民、增益农民。

在此背景下，应如何聚焦供销社的发展方向？

对此，除理论上的梳理和分析外，还应将视角聚焦

已有的实践经验领域。事实上，既有实践已给出具

有一定启示价值的回答。以浙江省供销社实践为典

型代表的新型合作经济发展路径，在面对实现供销

社内部合作化 ① 困难重重的难题时，通过吸纳广大

农业经营主体进入农合联，在农合联构建以农民为

主体的合作化机制，并将农合联理事会执委会设在

供销社，在弱化对供销社办成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要

求的同时，促进了供销社在为农服务上的“借船回

家”。以山东省供销社实践为典型代表的农业生产

服务路径，面向“谁来种田”的区域性农业农村现

实问题和需求，通过“托管服务”等方式，走出一

条供销社农业生产服务的发展路径。以上两条路径

都在一定程度上兼顾了供销社的合法性、效率性和

合宜性发展逻辑。

因此，站在我国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

下，面向 2035 年远景目标，供销社的发展方向应

高举为农服务旗帜，坚持合作经济属性，发挥商贸

流通传统优势，强化为农服务功能，重点在农民不

会干、不愿干、干了不合算的“市场失灵”领域，

发挥必要的市场“补位”作用，成为党和政府可

信、可控、可用的服务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

的骨干力量。

（三）发展改革重点

毋庸置疑，供销社的发展改革重点应与国家农

① 所谓内部合作化，是试图将供销社资产回归农民，让农民掌握资产的“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

② [美]道格拉斯·C.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陈郁、罗华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5页。

业农村发展战略方向（例如，乡村振兴战略、农业

农村现代化等）紧密联系、协同变迁。但当前供销

社的改革重点，具体地与办成农民合作经济组织、

社企分开“双线运行”、回归“三农”三类方向相

对应，可进一步归类为存量改革和增量改革。供销

社存量改革聚焦体制机制改革，主要包括旨在与办

成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和社企分开“双线运行”相应

的改革。增量改革聚焦提升承载供销社系统和同级

党委、政府重大政策需求能力与其他为农服务能力

的改革，以促进供销社回归“三农”。

从本质上看，供销社改革是制度变迁的过程。

基于环境嵌入影响，呈现弱纵向组织系统嵌入和强

在地社会结构嵌入的各地供销社，面临的制度变迁

选择集合有相似之处，也存在不同。因此，供销社

改革重点应在于回答“改革的必要性”“改革的内

容”和“改革的可能性”三个问题。当前，期许的

改革和现实的改革都是必要的改革，也是必须重视

的改革，但诸多现实中的改革却面临成效不显著的

问题。美国学者诺斯（North）认为，制度变迁中

存在自我强化机制，会导致非效率、路径依赖乃至

闭锁问题 ②。据此，供销社改革成效不显著问题的

根源在于供销社在改革发展过程中有制度创立和运

行形成的自我强化机制，表现为供销社的高制度变

迁成本。

因此，从合宜性视角看，当前供销社的改革，

一是与其纠结于办成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不如将注

意力聚焦加强供销社的资产管理方面。实际上，将

供销社办成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基于历史的、抽

象的和设定的供销社的研判，核心直指供销社“产

权悬浮化”和“资产内部人控制”的症结，但面临

极高的制度变迁成本。因此，当前聚焦将供销社办

成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努力，不如重点将注意力聚

焦加强供销社资产的监管方面。二是与其纠结于社

企分开“双线运行”改革，不如将注意力聚焦提升

供销社的市场生态位方面。社企分开“双线运行”

改革对于防止市场组织和科层组织相互干扰、提升

组织运行效率具有重要价值。但如前文所述，鉴

于供销社业务对供销社事务的重要性以及社企分

开“双线运行”带来供销社为农服务能力相对弱化

的负面效应，当前，应在继续推进社企分开“双线

运行”探索的同时，将注意力聚焦提升供销社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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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位的改革。市场化改革以来，供销社一直处于

自负盈亏的发展状态，呈现效率性逻辑的非农化动

机和实践趋势与合法性逻辑的为农服务期许之间的

张力和摇摆。因此，期许供销社更好地回归并服

务“三农”（例如，通过制度安排），通过紧跟技术

发展态势（例如，数字技术），发展新业态新模式，

提升组织发展能力，实现供销社市场生态位跃升，

进而更好满足市场需求，最终提升供销社的生存能

力和发展能力，虽然不会是促进供销社回归“三

农”的充分条件，但一定是必要条件。三是与其纠

结于如何促进供销社回归“三农”，不如将注意力

聚焦加强供销社基层组织建设方面。无论健全乡村

商业服务体系建设，开展现代农业生产服务，还是

领办、指导、促进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建设等，供销

社基层组织都已成为“堵点”。从改革空间看，供

销社基层组织的改革不存在参公管理等体制机制障

碍。因此，应重点按照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原则，注

重农民主体性和运营民主性，围绕健全乡村商业服

务体系建设，开展现代农业生产服务以及领办、指

导、促进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建设的功能要求，加强

供销社基层组织建设。同时，县级及以上供销社应

注重供销社基层组织建设的内生性，通过发展指

导、业务协调和资源支撑等方式，引导供销社基层

组织建设，坚决避免“一刀切”“拉郎配”和形式

主义。

（四）持续发展动能

当前，供销社的持续发展既要考虑供销社运行

发展的动态环境，还要考虑供销社对环境的回应能

力。换言之，供销社应面向运行环境，通过业务事

务价值创造、动态匹配发展和体制机制创新优化等

构建持续发展动能。

首先，供销社业务事务的价值创造。无论带

动农民共同发展、满足农业农村现实需求，还是

承载党中央、供销社系统和同级党委、政府的重

大政策需求，归根结底在于供销社的价值创造能

力。面向农民实现价值创造，能够提升农民参与

供销社的意愿，解决农民“用脚投票”的问题。

面向农业农村现实需求实现价值创造，能够让供

销社在“市场失灵”领域提供有效服务，在市场

化业务领域提供更好的服务。面向党委、政府实

现价值创造，能够提升供销社在党委、政府“政

策工具”偏好序列中的地位，进而优化和提升供

销社的政治和政策运行环境。如何推进以及在哪

些方面进行价值创造，首要和基础在于打造并构

建有效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这是我国 2035 年

远景目标对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政策目标使然，也

是当前提升农民收入水平、促进农业提质发展的

现实需求和有效路径。此外，供销社还应在其他

直接性服务以及协同性服务、对接性服务和拓展

性服务方面进行价值创造。包括根据区域内自然

条件、产业结构、发展路径以及诸多非经济因素，

直接提供社员和农民所需的服务，协同提供社员

发展需要的各类政策、制度环境，对接提供各类

社员和农民需要的技术、资金、市场等资源以及

依据政策、市场和技术发展趋势，拓展提供电商

等各类创新型服务。

其次，与环境动态匹配发展。供销社的发展不

仅是静态的结果，而且是动态的过程，呈现历史阶

段、在地社会结构等的合宜性。换言之，供销社的

生命力在于是否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

态、地理等多维环境的互动、匹配、融合、共进。

因此，供销社应紧跟政策发展导向、农业农村需求

趋势和技术发展态势，构建精准捕捉和快速反应的

发展能力，实现与供销社发展环境的有效匹配。在

此基础上，积极投身和参与与农业农村相关的政

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业务和事务，引入供

销社所需的各类技术、人才、资源等，输出环境所

需的各类功能，实现供销社与环境的有效融入和共

进发展。

最后，持续优化供销社内外部体制机制。供销

社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混合型组织，既有历史沿革形

成的内部体制机制，又有基于价值研判的外部体制

规制。供销社现有的内外部体制机制既规定了供销

社的作用空间，也影响其事务业务的价值创造能力

及与环境动态匹配的发展能力。因此，供销社的持

续发展应以发展思维和创新思维指向提升供销社

事务业务的价值创造能力及与环境动态匹配的发展

能力，进行内外部体制优化，尤其应鼓励各地供销

社根据区域性社会结构开展差异性的体制优化和

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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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examining the Supply and Marketing Cooperatives：
Reflections on Their Organizational Features and Mechanisms of Development

XU Xu-chu1，2  JIN Jian-dong3

（1.China Academy for Rural Development，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310000 ；

2. Law School， Hangzhou Dianzi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310018 ；

3. College of Cooperative Economics， Zhejiang Institute of Economics & Trade， Hangzhou Zhejiang 310018）

Abstract: In the face of supply and marketing cooperatives， which continue to be active in urban and rural trade and 
other field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organiza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supply and marketing cooperatives from five aspects ： 
environment， social structure， goal， technology and participants， and explains the “legitimacy ”mechanism， “efficiency” 
mechanism and “suitability” mechanism of 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supply and marketing cooperatives. This paper reviews 
the typical development paths in the reform practice of supply and marketing cooperatives， such as new cooperative economy，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services， improving grass-roots organizations and empowering digital technologies， and considers the 
issues of organizational quality definition， development direction research and judgment， comprehensive reform focu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omentum， etc.， in order to provide valuable enlightenment for the futur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China’s supply 
and marketing cooperatives.

Key words: Supply and Marketing Cooperatives ； Organizational Characteristics ； Development Mechanism ； Practice Re-
view ； Diamond Organization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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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敬斌，山东大学人文社科研究院院长，
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政治学会理事、
山东省高校思想教育教学研究会会长等职。
出版著作 9部，在《求是》《人民日报》等
报刊杂志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入选国家级
和省部级青年人才计划，荣获全国高校思政
课年度影响力人物、首届全国高校思政课教
学展示活动特等奖等奖励 20余项。

（文章内容详见第 18-29 页）

徐旭初，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教
授、博士生导师，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法学院
教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兼
任浙江大学中国农民合作组织研究中心主
任、中国农村合作经济管理学会副理事长等
职。主持国家级、省部级课题 30 余项，出
版学术专著 5部，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荣
获省部级科研奖励 30余项，多篇决策咨询
报告得到国家级、省部级领导肯定性批示，
参与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合作社法》。

（文章内容详见第 80-93 页）

杨增岽，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
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哲学社会科学
“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北京市宣传思
想文化青年英才。兼任教育部高等学校思想
政治理论课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共青团中
央青年理论导师等职。主持国家级、省部级
课题 12项，出版专著（编著）4部、参编参
著 20余部，在《教学与研究》《光明日报》
等报刊杂志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

 （文章内容详见第 7-17 页）

赵卯生，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
授、博士生导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
所所长，中国政法大学首批钱端升讲座教授。
主持教育部重大委托项目等社科项目多项，
发表学术论文近百篇。荣获全国高校思想政
治理论课教师影响力提名人物，多次荣获中
国政法大学“最受本科生欢迎的十位教师”
荣誉称号。

( 文章内容详见第 37-47 页 )

朱德全，西南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万人计
划”教学名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
家。任西南大学党委委员、教育学部部长，
西南大学教育学一流学科建设“首席责任专
家”。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
员等职。荣获国家高等教育优秀教学成果一
等奖、中国高校人文社科一等奖、全国教育
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等奖项。

（文章内容详见第 68-79 页）

张炜，浙江大学中国科教战略研究院副院
长，科教发展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工程教
育创新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兼任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工程教育专业委员会
常务副秘书长、常务理事等职。主持国家级、
省部级课题 30 余项，出版学术专著 5 部，
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荣获 2022 年国家级
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文章内容详见第 58-67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