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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对策

产业之间发展不平衡的现象也较突出。

在市委、市政府提出发展的四大主导产

业中，果蔬专业合作社占41%，畜牧专

业合作社占34%，而粮食和林业专业合

作社仅占15%和9%。 

（三）合作社的服务管理体制有待

完善。在对合作社的扶持上，宿州市还

没有形成高效的协调体系。目前，政府

各部门如农业、财政、工商、农技、税收

等部门，由于界限分明、职能不同，在

政策的落实和管理上往往不够统一，存

在着信息不能共享、管理合力不强等问

题。宿州市至今还没有单独成立农民专

业合作社工作领导小组等机构统一指

导、扶持、服务合作社的发展。随着乡

镇机构改革的推进，宿州市大部分乡镇

农村经营管理机构相继撤并，导致指导

与服务断层，影响了合作社指导工作的

开展。

针对上述问题，提出以下扶持农民

专业合作社发展的对策：

（一）建立扶持机制，组建合作社档

案库。在对合作社的扶持上，农发部门

应加强与农业、财政、工商、农技、税收

等部门的协调，形成信息共享、互相协

调的局面，要在县级政府成立农民专业

合作社领导机构，协调各部门制定扶持

规划，帮助解决合作社发展中遇到的各

类难题。宿州市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较

多，发展不均衡，存在着良莠不齐、大

小不一等情况，为了能够掌握全市农民

专业合作社的基本信息，真正扶持有影

响力、带动作用强的农民专业合作社，

农发部门应积极与工商、税务、农业等

部门联系，筛选部分经营良好、财务规

范的合作社，特别是省级、市级农民专

业合作示范社。应建立档案库，内容包

括合作社的基本信息、财务信息、奖励

信息等，对于信誉良好、发展潜力大、

带动能力强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予以项目

资金扶持，不断规范其财务管理制度，

引导农民专业合作社守信经营，重视积

累自身的信用记录。

（二）加大资金支持，形成全方位

的扶持。针对宿州市的农民专业合作社

在发展初期资金不足又难以得到金融部

门的信贷支持这一问题，各有关部门应

逐步加大对合作社的项目和资金扶持力

度，用以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生产发

展、技术进步、贷款贴息、教育培训等，

增强合作社的经营服务能力。同时还应

看到，农民专业合作社多为农民自发成

立，缺乏高素质管理人才，缺乏发展潜

力。因此，各级农发部门应给予资金扶

持，既要帮助其扩大基地生产、购置生

产机械、壮大生产规模，同时也要注重

信息化建设、技术人才储备等软实力的

不断增强，努力使农民专业合作社既能

得到急需的资金支持，又能发挥好资金

的最大效益。

(三)完善管理体系，简化项目申报

手续。在每年的土地治理项目和产业化

项目申报中，要明确一定的资金比例专

项用于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同

时要适当降低和放宽申报条件。对于具

备法人资格、生产经营正常、辐射带动

能力强、主导产品市场前景好的农民专

业合作社，都应该鼓励申报农发项目。

不断提高新形势下农民生产专业化水

平，提高其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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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宿州市是全国著名的粮食

主产区、水果种植基地、板材加工基地。

每年小麦播种面积超过600万亩，水果

种植面积达到70万亩，是世界最大的

水果连片果园。近年来，宿州市各类农

民专业合作组织蓬勃发展，成为助推农

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各级农发机构

在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过程中不断探

索，呈现出较好的发展态势。但在发展

质量、规范化水平、发展环境和管理体

制等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制约了农民

专业合作社的进一步发展，主要表现在

以下三个方面：

（一）合作社的整体质量不高。目

前，宿州市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虽然数

量不少，但是规模不大，规范化程度不

高。截至2011年6月底，宿州市合作社

总数居全省第2位，但是省级示范社却

只有13家。虽然大部分合作社都制定了

章程，设立了理事会、监事会、社员（代

表）等机构，但是有的合作社“只搭台、

不唱戏”，没有任何经济业务和服务内

容；有的则是缺乏民主管理、民主决策

意识。

（二）合作社的经济实力不强，发展

不平衡。宿州市的合作社对外盈利和对

内服务的能力不强，2010年全市合作社

中提取公积金、公益金及风险金的只有

145个，创办加工实体的也仅有78个，

2010年全市合作社上缴的国家税金总额

仅为10.2万元。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的

现象突出。全市共有合作社2408家，仅

水果大县砀山县就有1395家，约占全市

总数的58%，其他四个县区仅占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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