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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謇是近代中国由传统士大夫
转化为早期企业家的代表人物。创
办农会是张謇的一贯主张，也是张謇
推行地方自治的重要抓手。

一、张謇创办农会主张的形成过
程与基本内容

所谓农会，也称农协，指农民在
自愿与平等的基础上成立的互利互
助性质的合作组织，是维护农民权
益、服务农民生产生活的重要力量。
诞生于 19 世纪中叶的西欧，后扩散
到其他地区，逐渐成为一个世界性的
组织。

鸦片战争后，西方的坚船利炮

撞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清王朝被
拖入世界现代化的漩涡。甲午战争
后，面对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伴随
西学东渐的步伐，中国逐渐形成了改
良思潮，并在此基础上催生了戊戌变
法。戊戌变动虽是昙花一现，但影响
久远。创办商会与农会是改良思潮
的重要内容，也是戊戌变法的一项重
要举措。早在 1890 年，孙中山就在
《致郑藻如书》中倡言仿照西方组织
农会，以振兴农业。孙中山认为“今
天下农桑不振”, 亟宜谋求改良之策，
“道在鼓励农民，如泰西兴农之会，
为之先导”。1895 年，康有为等在著
名的“公车上书”中，也建议仿效外国
组建农会，“宜命使者译其农书，遍于
城镇设立农会，督以农官”。还组织
强学会，创办《时务报》，开展宣传发
动工作。建议得到朝廷认可，光绪皇
帝发布上谕，命“各省府州县，皆立农
务学堂”，广开农会，刊农报、购农器，
由绅富之有田业者试办。1907 年，
清廷又颁行《奏定农会简明章程》23
条，1910 年又成立全国农务联合会，
以“开通农民知识，因地制宜，改良种
植，一切冀农业之发达”。

张謇作为“翁门六子”之一、作为
清末帝党骨干成员、作为由绅而商的

早期企业家，虽然政治见解与康有为
等人不尽相同，但变法救亡的旗帜将
他们联合起来。张謇一方面加入上
海强学会，并参加相关活动，在编印
农学刊物、翻译外国农书等方面发挥
了作用；另一方面又向翁同龢等大臣
提出革新建议，如《农工商标本急策》
等，逐渐形成自己的农会主张。1896
和 1897 年，张謇分别提出《农会议》
和《请兴农会奏》，对创办农会的目
的、方法、经费来源、组织程序、职能
作用等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议。张謇
农会主张由此初步形成。张謇虽不
是农会理论的首创者，却是农会理论
由倡导变为具体方案并付诸行动的
第一人。

清末新政与预备立宪期间，张
謇作为近代中国立宪派的头面人物，
在推动君主立宪的同时，又在家乡南
通全力推进地方自治，并把办农学
堂、兴办农会作为地方自治的重要抓
手。民国年间，张謇在利用担任农商
总长的特殊身份，综合运用行政与经
济手段，推进农会发展的同时，又致
力于村落主义与地方自治，支持农会
发展，把南通建成为数不多的“模范
县”，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农会主张，
推进农政、农事、农推工作。

述评张謇创办农会的主张
 ◎ 葛志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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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謇的农会主张较为系统与专
业，涉及农业发展、农会作用、会员职
责、组织体系、经费来源、农会任务、
与官府的关系等多方面的内容，比较
完整地勾勒出农会的具体方案。

1. 农业为立国之本。张謇在《请
兴农会奏》中强调：“立国之本不在兵
也，立国之本不在商也，在于工与农，
而农尤要”。张謇眼中的农，并非传
统小农，而是大农，所谓“我国有小农
而无大农，故终岁勤动，往往仅足自
给”。与小农不同，大农的基本特征
则是“仿泰西公司集资堤之”“用机
器种植”“采日本农会章程”等。

2. 农会的职责。张謇认为，“中
国上下之势太隔”，阻碍了官民交往
与沟通，只有官民一心，通力合作，方
能成事。而绅则“通官商之邮”，学会
能“合官绅商民之力”。农会定章程、
筹出入、刊书报 , 皆会员之事。会员
是农会的主体，“凡会员之事三，曰辨
土质、考物产、筹资本”。所谓辨土质、
考物产，就是进行土质分析，开展农
作物的调查与实验，便于新技术的推
广；筹资本则是“集公司以生息”或
“借公款以生息”“初办用息，大办用
本”。

3. 健全农会组织体系与工作制
度。张謇认为，各府州县农会分三等：
已办而利大者上等，正办而利不大者
中等，初办者下等。农会应选举会长，
合四五府举一人为会督，各府州县农
事得失，会员议而决于长，长考论其
行否，及能助力若干则于表，按季告
会督。农会办处宜分，议处宜合。上
海设总会、各地设分会。农会开办农
学堂，延聘欧西化学师 1人，日本农
技师 1人，蚕师 1人，翻译 1人等。

4. 筹措农会经费。张謇认为，应

多渠道筹措经费，除收缴会费外，或
集公司以生息，或借官款。“农会宜
有田四五十亩，其费由各府州县农会
分集。此外，如有山泽闲地，江海荒
滩，一律拨归农会，或试办新法，……
以为乡民倡导”。

5. 围绕农政、农事、农推等开展
相关活动。这些活动视具体情况，又
可分为建议事项、调查事项、研究事
项、救济事项、筹办事项等，工作内容
包括办好农学堂、农业病虫害防治、
买卖组合之奖励、种子试验与改良、
举办农产品品评会等。

6. 理顺与官府的关系。农会应
沟通与官府的联系，争取官府的帮
助。朝廷宜“凡事听民自便，官为持
护”“地方官协同料理”。所谓“农会
有事，会督或商之督抚，或商之地方
官，有保护农会之特权，此权止在有
益农会与有妨农会之事用之，不得侵
督抚地方官自有之权，督抚地方官亦
宜保护此权。”

二、张謇创办农会的实践及初步
成效

张謇创办农会的主张具有双重
考量。从政治上说，建立近代法人组
织，可以“通官商之邮”，沟通官府与
民间的联系，“官与民合为一事”“其
情易联”；从经济上说，农会又是农
业发展的生力军，能够为农业发展注
入新鲜力量。因此，张謇不仅提出农
会工作具体方案，而且还带头兴办农
会，组织开展相关活动，并取得一定
成效。

其农会实践大致包括以下方面：
1. 采用日本农会章程，创办通海

垦牧公司。早在 1901 年，张謇就在
《通海垦牧公司集股章程启》中开宗

明义地指出“仿泰西集资堤之”“采
用日本农会章程，斟酌试办”。（所
谓日本农会章程，是指根据日本在
1900 年颁布的《产业组合法》，创立
的信用组合、贩卖组合、购买组合、生
产组合四种制度，以帮助中小生产
者通过互助合作，提升生产能力。）
1908 年，南通农会成立后，张謇兄弟
又在垦牧乡创办了自治公所与农会
分所，尝试开展农会工作。通海垦牧
公司又采取按资本与按经营劳动相
结合的利润分配制度。《通海垦牧公
司集股章程启》中明文规定：“垦利以
成熟起，牧利以第四年起，按年所入，
除去开支并酌提公积外，其余作十三
股分派，以十股为股东利息，三股为
在事人花红”。据《南通地方自治之
十九年之成绩》一书记载，张謇兄弟
多次呼吁，应奖励补助买卖结合，“按
南通农民买卖皆各个人单独为之，
其因价格比较所损失之金钱为数颇
巨”，农民买进的豆粕肥料，卖出的棉
花，因缺少买卖组合，利益均有较大
损失。张謇断言，“一经组合，直可左
右市面，相时而动，其利益必溢出以
上所举之利”。

2. 利用农商总长的特殊身份，采
用行政手段推动农会发展。张謇就
任农商总长后，先后颁布了《关于征
集稻麦种、改良种植给各省民政长训
令》《关于征集植物病虫及害虫给各
省民政长官的训令》《劝农员章程》
《国有荒地承垦条例》等，要求各地试
验农作物良种，开垦种苗试验，调查
与预防病虫害、教用农具、改良农事
等，把农会职责由民间行为转化为政
府作为，为农业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
条件。

3. 创办南通农会，服务农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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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1907 年，清廷颁布《奏定农会简
明章程》23 条。同年直隶农务总会
成立。次年，张謇就在南通创办农会，
拟定章程，选举总理。张詧得票多数
当选。南通农会成立后，又在各乡筹
建农会分所，开展农政、农事、农推等
活动，据《南通县农会历史》一文记
载：农会分析了南通农业的现状后认
为，“南通现在农业之大缺点不在农
民手术之不精，操作之不勤，而在病
虫害之无预防驱除，作物种子之不交
换改良，买卖之无组合经营，市乡农
会之无农学人才，田亩交涉之无完全
契约”。据此，农会按确定六个方面
的工作重点，促进农事之改良。

三、张謇创办农会主张的历史价
值与时代意义

张謇创办农会的主张既有进步
性，又有局限性，更有时代意义。

1. 成员构成的复杂性。张謇创
办的农会既不同于当时欧洲的农民
合作经济组织，也有异于封建社会农
民秘密结社，而具有明显的过渡性。
农会成员中固然有少数富裕农民，工
作内容涉及农政、农事与农推等工
作，也给农民带来了一些实惠，但控
制者实为地主、士绅与企业家。名为
农会，但农民并不占主导，与当今社
会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有质的区别。
实际上是绅商控制的、按法定章程批
准成立的、从事农业服务的法人社团
组织。1908 年，通州农会成立时，选
举张詧为会长。民国二年，农会改选
时，又选张詧为会长。

2. 有限的民主性。在封建专制
母体内成立的农会组织，既不是旧式
农民的秘密结社，也不同于旧式行会
制度，而有法定身份，是近代法人社

团组织，具有一定程度的民主色彩。
《农会章程》明确规定，农会实行一
定程度的民主选举制度，会员有议决
权、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农会的领导
都由选举产生。选举时大多用无记
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会长等。农会
的评议员、调查员、庶务员、会计员、
书记员均以得票多数者当选。农会
有任期规定，每两年为一个任期。农
会又有议事办事原则与定期会议制
度。南通农会每年年终召开大会一
次，每月初召开常会一次，必要时召
开临时会议。需要说明的是，南通农
会活动多，开支较大，不足部分常由
张謇兄弟筹垫，藉以弥补。

3. 一定程度的自治性。清王朝
与民国政府拟定了统一的农会简明
章程，饬令各地照行。同时又准许各
地农会因地制宜确定办事细则，赋
予农会一定的自治权利。农会的重
要工作只需“报部备案，不需事前请
示”。农会组织的建立与领导人的确
定大多采取由下及上的报批手续。
这与自上而下委派有明显区别，农会
中也没有官派的督办。农会的议决
有自己的程序、从事的活动政府也不
插手干预，具有一定的自治性。因此，
农会在沟通官府与民间联系，促进农
业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4. 机构权限的官督性。张謇强
调，“英国从前设立农务会，由其君主
特颁诏旨许为保护 , 许以自由之权 ,
除关系国是者 , 概不闻问 , 凡会中应
为之事 , 一切听之，不予阻挡。美国
农会大旨与此相同，收效尤盛”。农
会虽属公开的民间团体，且具有一定
的自治性，但农会又在多方面受到政
府的约束与监管。清王朝的《奏定农
会简明章程》和北洋政府《农会章程》

都对农会的设置规模、成员的任职资
格及其权限都作了明确规定，“以为
准则”。清廷的农工商部与中华民国
的农林工商部是农会的主管机关。
农会的重要工作“随时条陈报部备
核”。各地农会自定的章程，也需“禀
部核查”，经颁发关防图记样式才能
获得“社团法人”社会地位。

5. 农事活动的广泛性。南通农
会创办十多年来，围绕农政、农事、农
推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取得了初步
成效，这些成效包括创办农学堂，培
养农业人才；创办农业试验场，开展
农业病虫害调查研究，引进与推广蚕
桑、棉花、麦子等新品种，举办农产品
品评会，组织兴修水利，开垦荒地，植
树造林等。加快了传统农业转向现
代农业，为南通成为“模范县”作出了
农业贡献。

综上所述，张謇创办的农会是一
种受到政府监管的、绅商控制的、农
民参与的、尚不成熟的为农服务的社
团组织，具有明显的过渡性，也就是
人们常说的南橘北枳。

张謇创办农会的主张不仅有历
史价值，更有时代启示。农会（合作
社）是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应运而生的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具有服务农民生
产生活的独特优势与特殊功能，是其
他组织不可替代的，也是现代农业不
可或缺的组织。在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条件下，必须坚持与完善农村基本
经营制度，推进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
高质量发展，既扬家庭经营之长，又
补家庭经营之缺，促进产业兴旺，推
进乡村振兴，为中国式现代化贡献三
农力量。■

（作者单位：江苏省南通市人大常

委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