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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文分两个部分展开：合作组织的理论分析和实践分析。
　　第一部分，合作组织的理论分析。
　　第一章，运用重复博弈理论探寻合作组织的基石。
重复博弈理论表明当博弈的次数足够多，博弈重复进行的时候，合作的结果在参与人之间可以达成，
这就为合作组织找到了存在的基石，分析表明，合作组织的背后有一个共同的因素在起作用，那就是
合作社内部成员相互之间以某种方式产生了可信性的信誉基础。
　　第二章，探讨监督对合作组织的重要性。
由于合作组织监督的困难，它可能适合于这样的领域：期望有更多的偷懒，同时期望更少的对市场价
值作直接反映的组织。
因此，发展合作组织必须注意其主客观条件是否具备。
随着客观经济环境的变化，合作组织可能演变为治理结构更加合理的组织形式。
　　第三章，探讨合作组织中平等和效率的关系。
霍尔姆斯托姆的研究指出，在一个封闭的、预算平衡的，即平均分配的组织内，“搭便车”可能导致
诸如劳动努力等生产性投入的供给不足。
当放松预算平衡的条件时，引入一个可以获得非预算平衡分配规则剩余的委托人。
合作组织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恢复效率。
麦克洛伊德论证当社员退出合作社的成本较高时，一个合作社的效率可以通过社员之间的相互威胁战
略来实现。
　　第四章，讨论退出权、退出成本与合作均衡的关系。
麦克洛伊德认为对社员来说，合作均衡的存在要求一个较高的退出成本。
林毅夫认为，社员的退社权是保证合作社运动成功的必要条件。
董和道证明，退出权的引入可能使一个合作组织加速崩溃，从而导致规模经济的丧失。
普特曼和斯格曼认为，对退出权更为全面的理解是，当偷懒的社员为逃避其他社员对自己的惩罚而退
出合作社时，只要社员在合作社之外获得的预期效用大于社员对偷懒的最大反应的效用水平，那么引
入退出权将降低合作的可能性。
当社员的相互退出是对偷懒社员的一种惩罚时，只要合作社具有显著的规模经济，那么社员的合作在
有退出权时更有可能。
　　第二部分是信用合作组织的实践分析。
具体分析中国农村信用社对合作组织效率条件的违背及其结果，同时对中国农村信用社的发展和改革
作深入探讨。
　　第五章，回顾信用合作社的发展历程。
从中外信用合作社兴衰的历史中可以看到信用合作社良性运转的一些重要前提条件。
　　国外的互助性合作组织，其产生背景都是相似的，那就是在合作成员处于劣势地位时，他们更容
易团结起来加入合作组织，从而获得合作收益，以抵御各种不利环境。
中国早期信用合作社的发展说明，合作组织坚持自愿、民主、独立等原则的重要性。
　　同时，合作社的发展表明，合作社首先要在合作成员自愿的条件下建立，但是，仅仅有农民的自
愿是不够的，还必须有外部力量的推动。
正是大量德高望重的人士积极参与合作运动，合作社才得以建立和健康发展。
　　中国农村信用社的曲折发展历程表明，农村信用合作社始终处于政府的强力控制中，其性质模糊
不清。
　　第六章，考察信用合作社的合作原则。
这些合作原则是信用合作的具体制度安排，是信用合作实践的产物。
　　罗虚代尔原则涉及到合作组织的平等、互助、非营利等重要内容。
国际合作联盟的合作原则体现了罗虚代尔原则的基本精神。
在信用合作原则方面，莱夫艾森和舒尔茨一德利奇信用合作原则的主要内容已经蕴涵在合作原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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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哈斯的信用合作原则具有更为开放的视野和更为自由的氛围。
　　纵观合作原则和信用合作原则在各个时期的规定可知，尽管随着客观经济环境的变化，具体的合
作原则可能有一些差异，但是合作制的内核从来没有变动过。
自愿、平等、民主、非营利等基本理念一直根植于合作社发展的全过程。
　　尽管中国农村信用社的几个章程都包含了合作原则的核心内容，但是，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实践却
与合作原则相去甚远。
在现阶段，农村信用合作社已经背离了自愿、互助、民主、非营利等核心的合作原则。
　　第七章，深入到信用合作组织内考察其治理结构。
完善的合作组织治理结构是合作原则的具体化，是合作制度的本质体现。
　　信用合作社的产权结构是有缺失的。
随着信用合作社的发展，其产权制度的一些弊端也逐渐呈现。
因此，信用合作社的产权制度出现了如下一些重要变化：差异化的入股权、实现了按股分红、赋予股
权部分转让权等。
　　信用合作社的治理结构主要是处理三种关系：社员大会或社员代表大会对监事会、理事会的选举
、批评和罢免关系；监事会对理事会的监督关系；理事会对信用合作社的领导关系。
　　在中国的实践中，信用合作社的治理结构存在如下一些问题：一是社员代表大会作用发挥不够；
二是理事会与经营班子关系不顺；三是监事会不能发挥正常的监督作用。
　　第八章，对中国农村信用社的运行效率进行分析。
分析表明，破坏了合作均衡条件的必然结果是合作组织运行的低效率。
　　中国农村信用社的经营具有以下一些特征：社均存贷款规模比较小；贷款对象日益非农化；股金
偏低，自有资金缺乏；存贷款总额“剪刀差” 和农户存贷款的“剪刀差”。
中国农村信用社的经营绩效呈现出不良资产比例高、资金成本高、亏损面大等；制度性绩效表现为互
助性质淡化、决策机制弱化、激励机制缺乏。
因此，总体来看，中国农村信用社的运行效率是比较低的。
　　第九章，对以农村信用合作社为主的农村金融的绩效进行实证分析。
　　本章利用协整理论建立了农业贷款、乡镇企业贷款、财政支农资金与农民收入各项指标的长期关
系和误差修正模型，结果表明：在长期，农业贷款对农民收入的各项指标都有反向的影响；乡镇企业
贷款对农民的名义收入有显著影响；财政支农资金对农民的实际收入具有正向作用，对名义的农民收
入也有显著的影响（农村居民家庭经营收入除外）。
但是，误差修正模型表明，农民收入的短期变动难以用金融和财政的变量解释。
因此，完善金融市场，促进农业贷款发放，增加向以乡镇企业为代表的中小企业贷款，提高财政支农
资金使用效率，对农民增收具有重要作用。
　　第十章，从信用合作组织有效运行的条件出发，探讨中国农村信用社的改革方向。
　　近年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改革效果并不理想。
目前，制约农村信用合作社发展的因素主要有：历史债务包袱沉重、地方政府控制过严、信用合作固
有的制度缺陷。
信用合作的制度缺陷表现在：用人制度缺陷、均衡持股与动力机制的矛盾、股权设置及流转的矛盾等
方面。
农村信用合作社有效运行的条件有：适合的经济环境、充分的合作意愿、适时的外部推动和合理的制
度构建。
　　农村信用合作社改革的最终目标是建立高效率运行的信用合作组织。
　　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改革应坚持：自愿选择的原则、分化重组的原则、按合作原则规范真正的农村
信用合作社等。
　　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改革重点是：明晰产权关系，完善产权制度；深化农村信用合作社管理体制改
革；建立相互制衡的治理结构；开放信用合作机构的准入限制。
　　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限制，允许开办村镇银行、农村资金互助社、贷款公司，
是我国银行业市场准入政策的重大突破，也是农村金融改革的重大创新，必将对农村金融体系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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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深远影响。
　　总体而言，本文的创新之处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研究方法创新。
传统合作经济理论主要是用规范的方法探讨合作组织的理论问题。
本文撇开价值判断，主要运用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博弈论对合作组织成立的条件和面对的约束进行
逻辑实证分析，着重探讨了合作组织有效率运行需要满足的基本条件。
　　二是理论创新。
用严谨的理论分析澄清了对合作组织的许多模糊认识。
首先，运用重复博弈的理论找到了合作组织存在的基石：当博弈可以重复时，参与人之间可以实现合
作。
其次，论述了由于合作组织监督的困难性，合作组织的适应范围就有严格的界线。
再次，指出在一定的条件下，合作组织的平等与效率可以相容。
最后，对不同条件下的退出权和退出成本对合作均衡的影响作了理论分析。
这是对近几年人们关于合作组织的怀疑和盲从两种极端态度的澄清。
　　三是系统考察了信用合作制度。
首先，指出信用合作原则是合作组织理论在信用合作实践中的运用，是信用合作组织健康发展的关键
。
其次，通过信用合作组织发展历程的考察，进一步证实了合作理论和信用合作原则的重要性。
再次，指出信用合作组织的治理结构是信用合作的具体的制度安排，是信用合作成功的制度保障。
最后，提出了信用合作组织有效运行的条件：适合的经济环境、充分的合作意愿、适时的外部推动和
合理的制度构建。
　　四是应用创新。
通过对中国农村信用社的实证分析，指出了农村信用合作社下一步改革的方向。
首先，指出政府强力干预下的农村信用合作社已经背离了合作原则，这是各种问题的根源。
其次，指出农村信用合作社治理结构的已经与信用合作组织不相适应。
再次，通过详实的数据对中国农村信用社的运行效率进行了实证分析，指出违背合作原则的必然逻辑
结果是运行效率的低下。
最后，指出农村信用合作社必须在自愿的基础上，通过市场选择的办法分化重组现有农村信用合作社
，辅之以资格确认的办法承认民间信用合作组织，构建中国多层次多类型兼容的信用合作组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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