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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有人将文化比作一条来自老祖宗而又流向未来的河，这是说文化的传统，通过纵向传承和横向传
递，生生不息地影响和引领着人们的生存与发展；有人说文化是人类的思想、智慧、信仰、情感和生
活的载体、方式和方法，这是将文化作为人们代代相传的生活方式的整体。
我们说，文化为群体生活提供规范、方式与环境，文化通过传承为社会进步发挥基础作用，文化会促
进或制约经济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
文化的力量，已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
　　中国土地广袤、疆域辽阔，不同区域间因自然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等诸多方面的差异，建
构了不同的区域文化。
区域文化如同百川归海，共同汇聚成中国文化的大传统，这种大传统如同春风化雨，渗透于各种区域
文化之中。
在这个过程中，区域文化如同清溪山泉潺潺不息，在中国文化的共同价值取向下，以自己的独特个性
支撑着、引领着本地经济社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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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在简要梳理农业合作社的一般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系统回顾了浙江省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历
程和现状，重点研究了浙江省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基本模式、制度运行、绩效评价、政府行为等问题，
具体探讨了浙江省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对新农村建设的建构作用和基本模式，并进一步提出了浙江省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基本经验、发展趋势和政策建议。
此外，本书还附录有14个浙江省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案例分析。
    本书可供农业与农村发展的研究者、实践者，以及关注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的各界人士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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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旭初，男，1962年9月生，江苏扬州市人，管理学博士。
现任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教授、浙江大学中国农民合作组
织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近年来，主要从事农民合作组织与农业产业化研究，出版学术专著2部，发表50余篇学术论文，主持或
主要参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浙江省社会科学基金、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等10余
项国家级、省部级课题，获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三等奖，浙江省科技进步二
等奖等奖项。
作为全国人大立法咨询专家，参与起草《农民专业合作社法》。

    黄胜忠，男，1979年9月生，湖北竹溪县人，管理学博士（中德联合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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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合作社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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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农业合作社的理论和实践　　第一节　合作社的产生及其主要功能　　当今世界，无论
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凡是受市场经济支配的农业，都存在农业合作社，而且这种组织已经
成为农村社会经济发展中不可替代的重要力量。
尽管最早的合作社并不是农业合作社，罗虚代尔公平先锋社被公认为最早的比较完备的合作社，也是
消费合作社，但可以确认，在农业发展史上，农业合作社（特别是营销合作社）是一种后来居上、发
展最快、普及最广的合作社模式。
不仅如此，迄今为止，在欧美各国的农用物品和农产品市场上，农业营销合作社与其他非合作社企业
制度相比，其市场份额也一直占据着相对优势。
　　总的来看，农业合作社是一种类似于大学、公司等具有目的性的组织（purposed-specific
organization），它是伴随着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转型而出现的。
对于农业合作社为什么会出现的解释，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通过对农业合作社发展历史的回顾，我们发现有两个重要因素不可忽视：一是促使农业合作社形成的
共同利益的性质；二是促使农业合作社取得成功的因素。
　　一、生产效率与合作社　　对于农业合作社的出现及其功能，首先可以从生产成本的角度进行解
释。
生产成本是指与生产、运输、管理、销售以及其他的支持活动有关的各种支出（OUila&Nilsson，1997
）。
从劳动分工的角度来看，生产规模的扩大（通过分工协作）可以带来效率的提高（Douma&Shreuder
，1991）。
基于此，农民通过合作社可以实现纵向协调，进而带来生产成本节约和规模经济效益。
农民之间的纵向协调之所以能够带来巨大好处，原因在于它有利于农民实现规模生产、获得技术、增
加融资、降低风险和提高质量（Sexton&Iskow，1988；van Dijk，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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