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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社“六统

一”服务

撰
写|徐旭初

近年来，尽管农民专业合作社蓬勃发展，但许多合

作社规模小，市场竞争力薄弱，难以有效实现自身成长

及演化。因此，组建和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无

疑是提高农民合作规模效益的重要突破口和破解合作社

失范性发展的重要路径。

笔者一直对浙江省台州市台联九生猪专业合作社联

合社（以下简称“台联九”）进行跟踪研究，可以借这

家联合社来谈谈联合社的发展问题。

台联九生猪专业合作社联合社成立于 2012 年，由

台州市的 5 家几乎囊括了当地省、市级规范化养殖场和

农业龙头养殖企业的生猪养殖合作社牵头联合组建。成

立时 5 家成员社共有 400 多户成员，后来有退有进，到

2018 年底，成员社共有成员 276 户，拥有规模猪场 133

家，年出栏商品猪 15 万头，实现全年总产值 9 亿元，成

员一次享利、二次返利共 510 万元。多年来，台联九先

后被评为市级、省级、国家级示范社，更在 2019 年被农

业农村部评选为全国农民合作社典型案例中 2 个联合社

类典型案例之一。

首先，台联九是一家生猪养殖联合社，生猪养殖业

的高风险产业特性必然规定了养殖主体以减控风险为首

要目标，而农业产业转型和环境保护情势（如“五水共

治”和大棚房整治等）就从宏观上规定了其养殖模式、

产业趋势和发展可能性。

其次，虽然发展情境形成了潜在制度收益，而将

潜在收益转变为显性收益则需要活跃主体。台联九的活

跃主体是以林理事长为代表的联合社核心成员群体，人

数在十几人（主要是理事会、监事会成员）到六七十人

（主要是一些积极参与联合社发起的产业投资项目的成

员），他们以其具有的资源禀赋引领联合社发展壮大。

台联九成立以来，实行“统一生产技术、统一防疫采

让农民合作社走向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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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教授



- 34 -

2020 年 5 期  | 总第 132 期
合作论坛

购、统一饲养标准、统一营销管理、统一信息共享、统

一排污物处理标准”的“六统一”服务体系，实现生产

标准化、安全化。2013 年，成立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组建了饲料加工厂，实现了养猪饲料的规模化自产，大

幅降低了饲料供应成本。同年，由于成员资金实力较

强，加之温台文化较强的投资传统和圈内信任，发起成

立了投资公司，围绕生猪产业开展了各种项目的投资活

动，包括引导成员开展美丽牧场、生态农场等优质项目

投资，还包括在联合社内部对成员养殖业务进行反向参

股。2016 年，重点围绕生猪养殖的疫病风险，发起成立

了养猪服务公司，为成员提供各种技术服务。同年，为

破解养殖户资金需求较大而银行资金获得较难的问题，

又发起成立了资金互助会，并探索实行“股权抵押”及

“四证抵押”办法，降低资金使用风险，保障养殖资金

供给。2017 年，台联九又成立上海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受上海市青浦区政府委托，赴云南省梁河县开展产业扶

贫协作项目。

再次，在台联九发展中，当地政府部门也发挥了重

要的引导、推动和帮助作用。2012 年，台州市农办直接

指导和推动了台联九的成立。2016 年，在市供销社的

推动下，台联九又组建了生猪产业农合联，紧密了与政

府、资金、流通等资源方的关系。市供销社还在产业农

合联基础上，推进了“党支部 + 联合社 + 农合联”的组

织创新，大幅提升了联合社的外部合法性。

最后，联合社最重要的还是与成员的交易关系及

其相关治理。台联九与成员主要有两种交易关系：一是

向从事养殖业务的成员提供饲料疫苗、技术服务、产品

销售、技术培训、资金互助等；二是向从事养殖业务的

成员和并不从事养殖业务的成员（社会资本者）筹集资

金，集体进行规模扩张、产业链延伸及有关项目的投

资、经营。对此，联合社也采取了相应的治理机制。对

于与成员的“服务性业务交易”，主要是统一联合社成

员的生产投入和技术过程，降低养殖成本，控制产品质

量。因此，针对“服务性业务交易”，主要在联合社内

部实行“六统一”服务体系，并通过完善理事会、监事

会机制，推行成员社的民主控制机制。与之不同，与成

员的“投资性业务交易”则主要满足台联九的市场拓

展、产业链延伸和资本逐利。为避免在投资行为上的

集体行动困境，主要采取“核心成员间的民主决策机

制”，加上分片区的业务联系机制。

自成立以来，台联九体现出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

益。首先，通过构建“六统一”服务体系、普及科学养

猪方法，当地生猪养殖的生产风险大幅降低。其次，产

业规模得以扩大，产业链得到延伸，实现生态循环农业

发展模式。第三，成员增效增收明显。第四，促进猪肉

食品安全。第五，应对政策风险能力大幅提升。总体而

言，台联九的形成和发展既是市场选择的结果，也是政

府推动的产物，它承载着多元主体的多重利益诉求，其

基本绩效除适度规模经营、增加农民收入之外，还有培

养产业竞争力、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乃至实施政府产

业规制等。

这样一家优秀的联合社，其发展成功既有产业体系和

宏观情境的因素，也有核心成员的引领带动、政府部门的

推动帮助，更有对应于具体交易关系的治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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