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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利用合作社相关理论，采用二元选择模型方法，基于上海市调研数据，对农民专业合

作社的服务供给及其绩效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认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绩效与服务供给紧密相

关，向其成员统一提供药品服务及拥有品牌对合作社绩效有显著的正面影响。农民专业合作社向

农户提供其需求的服务是促进农户增收，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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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农业社会化服务的供给主

体，立足于为入社农户服务为主的宗旨，为加入合作

社的农户提供农资购买、技术服务、产品销售、金融

服务等综合性服务。同时，农民专业合作社也是带

动农户进入市场的基本主体，能够激发农村生产要

素潜能，促进农户有效增加收入。基于此，笔者借鉴

前人的研究成果，采用二元选择模型，基于上海市

２０５家渔业合作社的调查资料，分析服务功能对合

作社绩效的影响。旨在为改善渔业合作社的绩效、

提高渔民收入提供参考与借鉴。

２　评价指标选择与计量模型选择

２．１　评价指标选择

国际合作社联盟（ＩＣＡ）对合作社的定义是：“合

作社是人们自愿联合、通过共同所有和民主管理的

企业，以满足他们的经济、社会、文化需求和愿望的

一种自治联合体。”从定义可以看出，合作社的基本

原则是民主管理、服务社员，从罗虚代尔原则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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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５原则，国际合作社理论界始终倡导这两大本质

性规定。合作社所具备的营利性组织及自治共同体

的双重属性，具体表现出对外是营利性企业，追求企

业利润最大化；对内是非营利的共同体，追求社员利

益最大化。绩效是组织为实现其目标而展现在不同

层面上的有效输出。绩即业绩，可以体现合作社作

为经济组织的利润目标；效即效率，可以体现合作社

作为自治共同体的管理成熟度目标。

鉴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双重属性，本文将从考

察合作社盈利目标及管理成熟度目标来判断合作社

的绩效。由于农民专业合作社真实的财务情况涉及

其商业机密，在实地调查及走访的过程中难以获取。

因此，在设计问卷的时候设置区间营业额请受访者

进行选择。之所以通过合作社营业额来考察合作社

盈利目标，是因为合作社的部分收入来源于政府补

贴，获取政府补贴的能力并不能显著体现合作社在

市场经济环境下的竞争力。合作社管理成熟度目标

通过合作社主要负责人对合作社未来前景的预测进

行考察，测量维度为“好”“一般”“不好”“说不清楚”。

合作社主要负责人对合作社的运行机制最为了解，

因此，其对合作社未来前景的预测可直观地映射出

合作社管理成熟度。

对于合作社绩效影响因素的选取，重点在于测

度专业化分工下合作社为其成员提供的服务种类，

合作社的内部管理情况、合作社的利益分配情况以

及合作社获得政府扶持的情况。借鉴孔祥智等

（２０１２）对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具体服务内容做出的界

定，选定了合作社向其成员供给的服务内容指标，具

体指标见表１。

表１　农业专业合作社绩效评价解释变量的定义

解释变量 指标 测量标准

合作社服务供给 是否统一苗种 ０＝否１＝是

是否统一饲料 ０＝否１＝是

是否统一技术 ０＝否１＝是

是否统一药品 ０＝否１＝是

是否统一销售 ０＝否１＝是

是否提供加工服务 ０＝否１＝是

是否拥有冷库 ０＝否１＝是

是否拥有品牌 ０＝否１＝是

合作社内部管理 入股社员比例

管理制度执行力度 １＝不能严格执行２＝勉强能严格执行３＝能严格执行

合作社利益分配 是否提取盈余公积金 ０＝否１＝是

是否进行股利分红 ０＝否１＝是

合作社获得政府扶持 是否为示范社 ０＝不是１＝区县级２＝省市级３＝国家级

２．２　计量模型选择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绩效水平包括“好”与“不好”，

依据合作社的盈利性水平与合作社主要负责人对合

作社未来前景的预测来评价合作社的绩效水平，因此

这是一个二元选择问题。故本文选取二元选择模型

来评价农民专业合作社绩效的显著性影响因素。

二元选择模型的基本形式为

犢犻＝β犡犻＋μ　　（犻＝１，２，…，狀）

其中，犢为被解释变量，即样本合作社的绩效变

量，在评价合作社的盈利性水平时，０表示合作社的

营业额低于样本合作社营业额的众数水平，１表示合

作社的营业额高于样本合作社营业额的众数水平；在

评价合作社主要负责人对合作社未来前景的预测时，

０表示合作社主要负责人对合作社未来前景的预测

为“一般”“说不清楚”“不好”，１表示合作社主要负责

人对合作社未来前景的预测为“好”。犡为解释变量，

β为解释变量的估计参数，μ为随机误差项。

利用计量经济分析软件Ｅｖｉｅｗｓ６．０估计以上

模型，找出影响农民专业合作社绩效的显著性因素。

３　数据来源与描述性分析

课题组于２０１６年７月至１１月对上海市８个区

县的渔业合作社进行了实地调查和走访。调研采取

了普查的方法，对各区县已注册登记的渔业合作社

逐一进行访谈。访谈方式包括两种：一是实地走访，

走访当地的渔业合作社，现场座谈，在调研人员的指

导下完成问卷；二是电话访谈，与合作社主要负责人

电话联系，通过电话沟通完成问卷调研。收集到调研

问卷共计２２１份，其中浦东新区５家合作社终止运

营，实际调研合作社为２１６家。在数据整理过程中，

因松江区、奉贤区、浦东新区等合作社刚成立，或改

行，有效调研合作社为２０５家。

统计结果显示，农民专业合作社具有以下基本

特征：（１）组建合作社的初衷即农户通过联合，提高

运行效率，节约生产成本，实现五个统一。在“统一

苗种”“统一饲料”“统一技术”方面，７０％以上的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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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２０１６年７—１１月上海市渔业合作社调研汇总

郊区
实际调研合作社

数量（家）

有效调研合作社

数量（家）

松江区 １３ １２

青浦区 １４ １４

浦东新区 ４０ ３８

崇明县 ３６ ３６

嘉定区 ６ ６

金山区 ２６ ２５

奉贤区 ７９ ７２

闵行区 ２ ２

合计 ２１６ ２０５

合作社能为其成员提供相应服务。（２）合作社一般

通过合伙制、股份合作制、股份公司制及其他形式来

进行组建，农户遵循就近原则，使得９０％样本合作社

的组建形式为合伙制与股份合作制。（３）合作社入股

社员比例以及合作社管理制度执行情况可以体现合

作社内部民主管理的程度，样本合作社入股社员比例

的平均值超过５０％，且有６６％的合作社主要负责人

认为合作社的管理制度可以被严格执行。（４）合作社

的利益分配机制可以激励要素所有者对要素的投入

从而使合作社各生产要素进行合理配置，进而可以促

进合作社经营规模的适度扩张，２４％的样本合作社会

提取盈余公积金，２８％的样本合作社会进行股利分

配。（５）只有依据相关法律法规成立，并达到国家相

关主管部门规定标准的合作社才能被评定为示范社，

有４７％的样本合作社被评为区级、市级或国家级示

范合作社，其中３家为国家级示范单位。

表３　合作社服务供给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合作社服务供给 平均值 标准差

是否统一苗种 ０．７３ ０．４４７

是否统一饲料 ０．７０ ０．４６０

是否统一技术 ０．７２ ０．４５２

是否统一药品 ０．５１ ０．５０１

是否统一销售 ０．６１ ０．４８８

是否提供加工服务 ０．１６ ０．３６８

是否拥有冷库 ０．２３ ０．４２１

是否拥有品牌 ０．３２ ０．４６８

４　实证结果与分析

计量模型估计结果如表４所示。两个模型的卡

方值分别为５２．２２５和５６．０５９，且都在１％的置信水

平下显著，模型整体的估计效果较好。表中第一列是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营业额与自变量的估计结果，第二

列是农民专业合作社主要负责人对合作社未来前景

的预测与自变量的估计结果。实证结果的说明如下：

第一，合作社的服务供给影响合作社绩效。就

生产环节来讲，统一苗种对合作社的营业额有负面

影响，对合作社主要负责人的未来愿景有正面影响，

但都不显著。统一饲料对合作社的营业额和合作社

主要负责人的未来愿景有负面影响，且对合作社主

要负责人的未来愿景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在１％的

置信水平下显著）。考虑到渔业相较于大农业的特

殊性，养殖户养殖品种不同，主营业务不同，其营业

额有实质性差异。比如，四大家鱼的养殖技术相对

稳定，市场价格也相对稳定，营业额难以有上升空

间，只有通过苗种与饲料的创新才能够开拓新市场。

表４　二元选择模型的估计结果

自变量 营业额 未来愿景

是否统一苗种 ０．５７５（０．５０６） ０．０２３（０．５０３）

是否统一饲料 ０．０３５（０．４５８） ０．９９６（０．４９９）

是否统一技术 ０．３６１（０．４４２） ０．４３６（０．４６１）

是否统一药品 １．０４２（０．４２６） ０．８５８（０．４３２）

是否统一销售 ０．２４９（０．４３６） ０．２４１（０．４０５）

是否提供加工服务 ０．１６８（０．７９９） ０．５３３（０．６４６）

是否拥有冷库 ０．６０８（０．６０６） ０．３６３（０．５５６）

是否拥有品牌 ０．１６１（０．４８４） １．３３０（０．４８０）

入股社员比例 ０．３４０（０．４５０） ０．２９７（０．４２２）

管理制度执行力度 ０．１５４（０．２１７） １．０９６（０．２９１）

是否提取盈余公积金 ０．６４０（０．７７９） ０．４２１（０．５６７）

是否进行股利分红 ０．７１０（０．６７２） ０．４３０（０．５７８）

是否为示范社 １．１３３（０．３７６） ０．２７５（０．２６４）

样本数 ２０５ ２０５

Ｐｓｅｕｄｏ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２０８ ０．１９８

ＬＲ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５２．２２５ ５６．０５９

Ｐｒｏｂ（ＬＲ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注：括号内为该系数的标准差；、和分别代表系数的

估计值在１％，５％和１０％的水平下显著。

统一技术和统一药品对合作社的营业额和合作

社主要负责人的未来愿景有正面影响，其中统一药

品对合作社营业额的影响在１％的置信水平下显

著，对合作社主要负责人未来愿景的影响在５％的

置信水平下显著。虽然只有５１％的合作社为其成

员提供药品方面服务，但是河蟹、南美白对虾等水产

品的病害防治极为重要，通过合理用药可以确保产

量，且用药的专业性较强，通过合作社统一的采购与

培训才可能实现合理用药。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

高以及消费结构的升级，对此类高价值水产品的需

求增加，品质期望也进一步提升，表现出较好的市场

行情。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的有限理性假设，养殖户

作为有限理性人愿意进行药品成本的投入。

就非生产环节来讲，统一销售以及提供加工服

务对合作社的营业额有正面影响，对合作社主要负

责人的未来愿景有负面影响，但都不显著。拥有冷

库以及拥有品牌对合作社的营业额和合作社主要负

责人的未来愿景都有正面影响。其中，拥有品牌对

合作者主要负责人的未来愿景有显著的正面影响

（在１％的置信水平下显著）。水产品属于鲜活农产

品，讲究的就是鲜活与时令，加上现代物流系统的便

４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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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性，因此，对合作社提供加工服务与冷库有一定需

求，却不显著影响绩效。据合作社主要负责人介绍，

影响水产品市场的因素较多，为了遵循市场经济规

律，合作社不对其成员的销售做统一运行。但是他

们也表示，正在积极打造自主的水产品牌，并期望通

过品牌效应增强合作社在市场中的议价能力。

第二，入股社员比例对合作社的营业额有负面

影响，对合作社主要负责人的未来愿景有正面影响，

但都不显著。目前，合作社成员的异质性较高，因

此，现阶段合作社的入股社员比例高不见得对合作

社绩效有太大贡献。管理制度的执行力度对合作社

的营业额有负面影响，对合作社主要负责人的未来

愿景有显著的正面影响（在１％的置信水平下显

著）。合作社的管理制度已经起到一定效果，但仍需

进一步完善。

第三，提供盈余公积金对合作社的营业额有正

面影响，对合作社主要负责人的未来愿景有负面影

响。进行股利分红对合作社的营业额和合作社主要

负责人的未来愿景有正面影响，但都不显著。利益

分配机制对合作社绩效有一定影响，也需进一步

完善。

第四，成为示范社对合作社的营业额和合作社

主要负责人的未来愿景有正面影响，且对合作社主

要负责人的未来愿景有显著的正面影响（在１％的

置信水平下显著）。能够成为示范社既是对合作社

的一种肯定，又可以增强合作社在市场中的竞争力。

５　研究结论与启示

５．１　研究结论

第一，合作社服务供给与需求的失衡导致现阶

段合作社向其成员提供的各类服务不能都显著地影

响合作社绩效。

第二，服务供给主体，尤其是合作社应充分了解

其成员需求，并力所能及地向其成员供给相应的服

务内容，使得主体的服务供给与其成员的服务需求

能够有效衔接。

第三，合作社的绩效与其服务供给紧密相关，且

具备高附加值属性的服务如统一药品、拥有品牌等

服务可以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绩效有显著的正面

影响。

第四，单一合作社的力量有限，能向其成员提供

的服务受到局限，部分理事长组建合作联社的意愿

强烈并已有尝试。

５．２　研究启示

第一，合作社应充分发挥服务成员的宗旨，积极

了解其成员对服务的需求，逐步明确其在农业社会化

服务体系构建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与现实作用，针对性

地购买并提供服务，有效确保成员不仅能够获得服

务，还能通过利益分配机制从服务环节获得收益。

第二，入股社员规模要适度。一方面，要考虑到

合作社的管理水平，可以适当提升具备关键生产要

素的核心成员在入股社员结构中的比例；另一方面，

要考虑到合作社的管理公平，务必平衡普通农户社

员在入股社员结构中的比例。

第三，有关主管部门不仅要向示范社提供财政

补贴进行扶持，还要通过法律法规和定期审查等形

式加强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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