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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卷首语】2023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新征程的起步之年。广大农民专业合作社不断提升经营能力，加大联农带农力度，优化产业

结构，强化科技创新，提升规范化水平，总体呈现良好发展势头，质量效益稳步提高，服务带动

效应持续增强，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贡献了重要力量。 

    农民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合作社”）是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的重要主体之一，是发展多种

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建设农业强国的重要载体和关键抓手。近年来，我国合

作社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呈现出服务水平提升、产业结构优化、规范水平提高、社会功能强化等

特征，不断向高质量发展迈进。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下，合作

社在稳产保供、带农增收、完善产业链条等方面的作用更加突出。截至 2023年 10月底，全国登

记在册的合作社数量为 221.6万家，组建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以下简称“联合社”）1.5万家。 

    《2023中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分析报告（一）——基于中国农民合作社 500强的调查》

由农民日报社《2023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评价》课题组发布。该报告基于中国农民合作社 500

强（以下简称“500强合作社”）相关数据，综合分析合作社的规范化经营、惠农带农、规模经营、

诚信经营等情况，对其进行整体画像，为相关政策制定和社会各界观察农民合作社提供参考和窗

口。 

    基本情况 

    从地区和类型看，500 强合作社分布于 26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涵盖种植、服务、养殖

三大类合作社，具有较强的代表性。500强合作社中，东部地区 239家，占比为 47.80%；中部地

区 155家，占比为 31.00%；西部地区 106个，占比为 21.20%。500强合作社排在前五位的省份分

别为，山东（156家）、安徽（73家）、湖北（59家）、江苏（29家）、新疆（23家）。从业务类型

看，500 强合作社中，种植类合作社共 390 家，占比为 78.00%；养殖类合作社共 63 家，占比为

12.60%；服务类合作社共 47家，占比为 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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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是否入选各级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简称“示范社”）情况看，500强合作社以国家级与

省级示范社为主。500强合作社中有 256家国家级示范社，占 500强合作社的 51.20%。国家级示

范社中，东部地区共 96家，占比为 37.50%；中部地区共 93家，占比为 36.30%；西部地区共 67

家，占比为 26.20%。从成立年限看，500强合作社平均成立年限为 11年。 

    发展特征 

    （一）经营规模适度拓展，组织优势不断强化 

    近年来，我国合作社经营规模适度拓展，成员数量不断增加，越来越多的合作社加入联合社，

合作社推动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的作用日益明显。首先，合作社吸纳成员数量不断增加，

成员类型更加多元，既包括小农户，也包括家庭农场和专业大户。从成员数量来看，500 强合作

社 2022年平均在册成员数为 233个，较上一年增长 9.62%。分区域看，中部地区、东部地区、西

部地区合作社在册成员数分别达到 322 个、185 个、212 个，中部地区在册成员数较全国平均水

平高 38.10%。从成员构成来看，500强合作社成员中家庭农场成员数量稳步增加。2022年社均家

庭农场成员数量为 9.73 家，近两年年均增长 18.75%。分区域看，西部地区、中部地区和东部地

区合作社家庭农场成员数量分别达到 12.53个、11.62个、7.83个，西部地区和中部地区数量较高；

分行业看，养殖类、服务类、种植类合作社分别为 16.38 个、8.81个、7.85个，养殖类合作社的

家庭农场成员数量较高。 

    合作社加入联合社实现高层次的合作，是解决单个合作社“小、散、弱”问题、扩大自身规

模、发挥组织优势的重要探索。近年来，越来越多的 500强合作社选择加入联合社。2022年，500

强合作社中加入联合社的数量为 268 家，占 500 强合作社总数的 53.60%，数量较 2021 年增长

7.63%，加入联合社的平均年限为 5.78年。从经营收入来看，2022年，500强合作社社均经营收

入为 2459.99 万元，较 2021 年增长 10.89%。分区域来看，中部、东部、西部地区的合作社社均

经营收入分别为 3274.42万元、2252.74万元和 2270.65万元。分行业看，养殖类、种植类、服务

类合作社社均经营收入分别为 4425.54万元、2270.65万元和 1396.43万元。随着 500强合作社经

营规模拓展，入社成员数量增多，积极加入联合社，其组织化、规模化优势将进一步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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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联农带农力度加大，助农增收作用明显 

    近年来，500 强合作社通过盈余返还、统一采购和销售等多种形式带动农户与脱贫户，有效

发挥了助农增收的作用。500强合作社按交易量或交易额返还额持续提升。2022年 500强合作社

按交易量或交易额返还额总数为 146251.38万元，较 2021年增加 6.80%。分地区看，中部地区合

作社按交易量或交易额返还的金额最高，社均为 242.49万元，东部和西部合作社社均按交易量或

交易额返还的金额分别达到 182.32 万元和 161.51 万元；分行业看，养殖类合作社按交易量或交

易额的返还金额最高，达到 405.25万元，服务类和种植类按交易量或交易额的返还金额分别达到

229.81万元和 158.36万元。（详见图 2）。2022年，500强合作社统一销售农产品总数、统一采购

农资总数分别为 1111085.74万元和 357926.36万元，近两年年均增长率分别达到 12.37%和 7.87%。

表明 500强合作社在为农户统一采购农资、销售农产品中的作用正逐步增强。分地区看，东部地

区合作社比例最高，达到了 79.79%，高出地区平均水平 1.96%；分行业看，养殖类合作社的比例

最高，达到 84.05%，高出行业平均水平 6.22%。 

    500 强合作社通过交易量返还、统一采购农资、统一销售农产品等“一次让利”与“二次返

利”相结合的联农带农机制，有效带动小农户和脱贫户增收。2022年，500强合作社社均服务带

动农户数达 1781 户，近两年年均增长率 11.76%。其中，分地区看，东部地区合作社社均服务带

动农户数最多，达到 1863户；分行业看，服务类合作社社均服务带动农户数最多，达到 4495户。

500强合作社社均带动脱贫户 136户，中部地区合作社社均带动脱贫户数量最多，达到 157户；

相比其他类型合作社，服务类合作社社均带动脱贫户也具有较强的优势，社均带动脱贫户 280户，

高于同类平均水平 105.88%。2022年，500强合作社成员年均收入为 6.24万元，比同村居民高出

44.38%。在联农带农、助农增收方面，合作社始终发挥出重要的组织带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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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产业链条不断延伸，融合发展多元探索 

    近年来，我国合作社业务从单一种植养殖环节逐步延伸到技术、仓储、加工、销售等多个环

节，开展农产品加工，投资兴办企业，有效提升了合作社的带动能力。500 强合作社广泛开展农

产品加工业务，2022年 500强合作社社均农产品加工销售收入为 1093.77万元，占经营总收入的

比重为 46.75%，较 2020年增长 36.83%。分地区看，中部地区、东部地区、西部地区合作社社均

农产品加工销售收入，分别为 1748.77万元、715.62 万元、988.62 万元，其中中部地区最高，高

于平均水平 59.88%；分行业看，种植类、养殖类、服务类合作社社均农产品加工销售收入分别为

1055.63万元、1993.88万元、203.77万元，其中养殖类最高，高于平均水平 82.29%。 

    投资兴办企业是近年来各地合作社产业经营方式融合发展的创新性探索。从数据来看，500

强合作社投资兴办企业表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2022年 500强合作社有 143家投资兴办企业，社

均投资额为 115.5万元，较上一年增长 22.65%，高出 2021年增长率 18.62%。在盈利能力方面，

2022 年，500 强合作社社均可分配盈余为 293.09 万元，近两年年均增长 14.73%，其中养殖类合

作社最高达到 567.84 万元，种植类合作社和服务类合作社分别达到 255.79 万元、233.50 万元；

分地区看，中部地区合作社可分配盈余最高，达到了 353.42 万元，西部地区社均可分配盈余为

336.13万元，东部地区社均可分配盈余为 234.63万元。从资产总额与固定资产金额看，2022年，

500强合作社平均资产总额与平均固定资产分别达到 1827.99万元和 974.51万元，分别较 2021年

增长 9.37%和 8.70%，东部地区平均资产总额与平均固定资产分别为 1524.71万元和 998.40万元，

中部地区分别为 2182.90 万元和 1050.65 万元，西部地区分别为 1989.97 万元和 809.55 万元。从

近两年增速来看，西部地区合作社平均资产总额与固定资产增速较快，近两年年均增长率分别达

到 20.66%和 16.15%，高于东部地区的 5.60%、8.28%和中部地区的 14.46%、7.42%。这表明，500

强合作社通过开展农产品加工、投资兴办企业等方式延长农业产业链正发挥显著作用，在盈利能

力、资产规模等方面也取得了明显成效。 

    （四）研发创新稳步增加，积极参与市场竞争 

    2022年 500强合作社立足自身资源禀赋，重视科技创新，在申请新专利、新技术和质量认证，

开展农产品电商，创新经营模式等方面加大投入力度，展现出积极参与市场竞争的蓬勃面貌。从

产品生产来看，500强合作社更加注重新技术研发和申请绿色食品、有机产品认证。2022年，500

强合作社获得专利、植物新品种的数量合计 486 件，较 2020 年增加 149 件。分地区看，中部地

区合作社获得专利、植物新品种的数量较多，合计 216件，占比超过一半；分行业看，种植类合

作社获得专利、植物新品种的数量最高，达到 416 件，占比为 85.6%。500 强合作社还积极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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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食品、有机产品认证，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提高农产品质量。2022年，500强合作社中

有 238家合作社获得了绿色食品、有机产品等质量认证证书，近两年年均增长 11.5家。其中，53.59%

的种植类合作社获得了绿色食品、有机产品等认证。 

    500 强合作社顺应农产品电商发展趋势，积极开展电子商务，近两年农产品电商销售额迅速

增长。2022年，500 强合作社社均电商销售额为 240.32 万元，较 2020 年增长 88.68 万元，近两

年年均增长率达到 25.89%。分地区看，中部地区合作社社均电子商务销售额高于平均水平，达到

425.06万元，东部地区合作社社均电子商务销售额为 158.63万元，西部地区合作社社均电子商务

销售额为 154.36万元，分别较前一年增长 14.77%、23.32%和 44.81%。分行业看，养殖类合作社

社均电子商务销售额达到 512.30 万元，种植类合作社社均电子商务销售额次之，达到 221.96 万

元，服务类合作社社均电子商务销售额为 28.07 万元。可见农民合作社业务贯穿生产环节和销售

环节，正通过不断学习新技术、新方法和创新经营方式，来积极参与市场竞争。 

 
    （五）规范化建设取得成效，党组织引领作用增强 

    500 强合作社规范化建设取得成效，合作社运行机制逐步完善，议事程序更加规范，财务社

务管理公开透明，有效保障了成员的合法权益，发展质量显著提升。在民主管理方面，500 强合

作社普遍意识到召开成员大会的重要性，500 强合作社重要事项由成员大会决定，内部管理更加

规范。在收入分配方面，从按交易量分配比例看，2020年—2022年，500强合作社社均按交易量

或交易额返还盈余的比例保持在 60%以上，符合合作社法对盈余分配制度的规定。在税务管理方

面，从报税情况看，2020 年—2022 年，当年度提交税务年报的合作社比例在 97%以上，分别达

到了 97.20%、97.20%和 97.60%。2022年，500强合作社中通过第三方会计公司报税、合作社财

务报税的合作社数量分别为 140 家和 349 家，占合作社总数的 28.00%和 69.80%。2022 年，500

强合作社中财务管理软件由合作社财务人员操作、第三方会计公司操作的合作社数量分别为 334

家和 129家，占比分别为 66.80%和 25.80%。2022年，500 强合作社民主管理程度加强，盈余分

配方式科学，按规定提交年度税务报告，管理规范化程度显著提升。 

    合作社在促进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农民素质提升、农村社会治理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

作用。500 强合作社积极推动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与村集体签订合同发展特色产业的合作社比重

由 2020年的 53.00%增至 2022年 55.20%。500强合作社注重农民素质提升，广泛开展农民培训活

动，2022 年社均每年组织培训 8.31 次，近两年年均增长率达到 15.12%。500 强合作社注重与村

“两委”合作，引入村干部精英作为合作社理事会、监事会成员，2022年 500强合作社中平均合

作社理事会、监事会成员担任村干部的比例为 18.15%，较 2020年提高 0.33个百分点。500强合

作社中在册成员中党员平均数量由 2020年的 12名增至 2022年的 15名。2022年 500强合作社中

已经成立基层党组织的合作社为 162 个，占总数比重为 32.40%，较 2020年增加 3.2个百分点。

随着基层党组织建设的不断强化，党组织在带动 500强合作社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开展农民培训

等方面发挥了日益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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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财政支持精准发力，发展环境持续优化 

    各级主管部门高度重视合作社发展，通过政策优惠、资金支持、展销推介等方式支持合作社

高质量发展。2022 年，500 强合作社中有 255 家合作社获得了财政扶持资金，占合作社总数的

51.00%。500强合作社社均获得财政扶持资金 36.23万元，比 2020年增加 29.21%，近两年年均增

长率达到 13.67%。分行业看，种植类合作社社均财政扶持资金达到 40.19万元，养殖类、服务类

分别为 20.51万元、24.46万元。2022年，合作社辅导员到 500强合作社平均辅导次数为 8.55次，

近两年年均增长 4.06%。2022年，500强合作社社均参加政府组织的展销推介会 3.12次，近两年

年均增长 21.81%，较 2020年高出 1.02次。 

    各类金融机构为农民合作社发展提供了资金支撑。2022年，500强合作社贷款余额为 117.50

万元，较上一年增长 13.69%，近两年年均增长率均超过 15%，分地区看，西部、中部、东部地区

合作社贷款余额分别达到 181.83万元、155.26万元和 64.49万元；分行业看，养殖类、种植类、

服务类合作社贷款余额分别达到 174.67万元、112.66万元和 81.09万元。随着深入实施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提升行动的开展和社会各界对合作社的关注提升，合作社的发展环境将进一步优化。 

 

    问题与建议 

    （一）存在问题 

    合作社通过组织、服务农民“抱团”参与市场竞争，在建设现代农业、推动乡村振兴中发挥

了积极作用，但也面临着产业链条较短、科技创新能力不足、融资依旧困难等问题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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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是产业链条较短。合作社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必须通过向产后加工领域延伸来提升竞争

力，实现效益增值。2022年，500强合作社平均加工销售收入占比虽有提升，但仍不足一半，仅

为 46.75%。从事电子商务、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等新产业新业态的合作社占比不高。二是科技创

新能力普遍不足。尽管 500 强合作社社均获得专利、植物新品种数量逐年增加，但 2022 年获得

专利、植物新品种的合作社数量只有 117家，在 500强合作社中占比仅为 23.4%，主要集中在种

植类合作社，养殖类合作社和服务类合作社研发和创新投入较为欠缺。三是合作社获得有效金融

支持不足。一方面，合作社获得外部金融支持不足。虽然合作社获得金融支持比例连年增长，但

2022年 500强合作社中仍有一半以上未获得贷款，在调研中发现，合作社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仍未

有效得到满足。另一方面，通过内部融资解决资金问题的合作社占比不足一半，仅为 30.8%。 

    （二）相关建议 

    推动合作社实现高质量发展，需多方发力，久久为功。重点要在支持合作社推进一二三产融

合发展、提升合作社科技水平、破解合作社融资难题等方面下功夫。一是充分发挥财政资金支持

作用，扶持引导合作社向产后领域延伸。支持合作社农产品加工、仓储物流、品牌宣传等关键能

力建设，积极拓展互联网、电子商务、乡村旅游等新产业新业态，不断延伸农业产业链条，提升

价值链层级。二是加强合作社科技人才培育与引进工作，鼓励合作社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开展

广泛的产学研合作。推广“科技小院”模式，推动合作社队伍年轻化、现代化，支持有条件的合

作社成立科技试验站，鼓励合作社从事品种研发、技术改良等创新活动。三是继续推进金融服务

向乡村延伸，惠及更多合作社。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合作社资金信贷投入力度，完善合作社信用

评价制度，为合作社打造担保贷款、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订单农业贷款等特色贷款服务，

建立多层次、多形式的合作社信用担保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