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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供销合作社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关系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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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经济学院/经济史研究中心，湖北 武汉 430073）

【摘 要】农村供销合作社是连接城乡经济的重要纽带。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中，它通过合同制的供销方式，一方面,

根据国家的计划，组织农副产品的收购，帮助农民推销剩余产品；另一方面，组织农业生产资料的供应业务，加强了农业

生产的计划性，逐步把小农经济纳入国家计划经济的轨道，促进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巩固和发展。由于当时农村供销社

组织不完善，经营力量亦尚有限，与农业生产合作组织的供销业务往来中亦存在一些弊端或不足，如一些供销合作社在

结合合同推行工作中，缺乏考虑产、供、销的可能与需要，未从实际出发，未能在可靠的基础上制订经济合同；若干生产资

料在数量上、品种上、质量上、时间上不能满足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需求等。农村供销合作社因此需要不断改进经营方式，

以适应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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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ural Supply and Marketing Coopera-
tives and Agricultural Socialist Trans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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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ural supply and marketing cooperatives was an important link linking urban and rural

economy. In the process of agricultural socialist transformation, it adopted the contract system of supply and

marketing. On the one hand, according to the state plan, it organized the purchase of agricultural and sideline

products and helped farmers sell surplus products. On the other hand, organizing the supply of agricultural

means of production strengthened the planning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gradually brought small-scale

peasant economy into the track of state planned economy, and promoted the consolid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mutual aid and cooperation movement. Due to the rural cooperatives organization was not per-

fect, the management strength was limited, and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s also ex-

isted some disadvantages in the supply and marketing business or not, as some supply and marketing cooper-

atives in combining with the contract for work, the lack of consideration might be related to the needs of the

production, supply and sales, not from set out actually made the economic contract to develop on the basis of

reliable; Some means of production could not meet the needs of agricultural cooperatives in terms of quanti-

ty, variety, quality and time. Rural supply and marketing cooperatives had also been improving their opera-

tion methods to meet the development needs of the agricultural cooperative m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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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ply and marketing

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农村供销合作和农村信用合作是20世纪50年代农村合作化的三种形式。这三

种合作互相分工、互相联系、互相促进，从而逐步把农村的经济活动与国家的经济建设计划联结起来，逐

步地在生产合作的基础上，改造了小农经济。农村供销合作社是乡村重要的流通组织之一，它通过有计

划地收购农民的农副产品，并向农民提供生产生活资料，在较短时间内占领了农村流通阵地，割断了农

民与私商的经济联系，把小农生产纳入计划经济的轨道，从而促进了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一直是经济史学界较为关注的重要议题，但关于农村供销合作社与农业社会主

义改造关系的研究还显得较为薄弱。如有学者梳理了近百年供销合作社在推进中国农村合作事业中的

作用，尤其是讨论了改革开放以来供销合作社作为农村中最早参与领导农民的专业合作社所发挥的重

要作用①。有学者讨论了供销合作社与农业生产合作社经济交往中的农副产品预购定金制度②。有学者

讨论了农村供销合作社在农村小商小贩改造中的作用③。农村供销合作社是农村合作化的三种形式之

一，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中农村供销合作社到底发挥了哪些作用，是如何发挥作用的，等等，是值得深入

讨论的问题。爰此，笔者拟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中农村供销合作社（以下简称“供销社”）的作用进行初

步的探讨，以揭示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复杂面向。

一、农村供销合作社是推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经济组织

由于长期战争的影响，新中国成立之初，城乡交换关系被割断，旧的商业网被破坏，农民迫切要求恢

复商业网来收购他们的生产品，并供给他们生产生活资料。国家商业下乡，最受农民欢迎，但农村商业

不可能由国家全部担负。而农村供销社，“一方面，或者首先是，把农民当作生产者组织起来，为农民推

销除自己消费以外的多余的生产品，供应农民所需要的生产工具和其他生产资料；另一方面，又把农民

当作消费者组织起来，供应农民所需要的生活资料”④。表明农村供销社承担农民生产生活资料供应和

农副产品推销两方面的任务。因此，进一步发展农村供销社就势在必行了。据1952年第二季度的统

计，当时全国共有农村供销社31,953个，社员9,546万人，占农村人口的20.14%。1951年全国供销社商

品零售额较1949年增加15倍，农产品收购总值较1949年增加了19倍⑤。由此可见，供销社已逐步成为

当时人民经济中一种日益重要的成分。

土地改革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在农村已有一定程度的发展⑥，1951年12月，中共中央发布《关

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进一步明确了土地改革后农村经济发展的路向，即“由个体经济逐

步地过渡到集体经济。”从生产资料私有的个体经济转向集体经济，农民是不会自动走的，要经过长期的

艰苦的改造和教育工作才能做到。为援助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的发展，《决议（草案）》指出：“供销合

①苑鹏：《供销合作社在推进中国农村合作事业中的作用研究》，《学习与探索》2020年第5期。

②赵学军：《1950—1980年代的农副产品预购定金制度》，《中国经济史研究》2007年第3期。

③常明明：《进退的张力：农村小商小贩社会主义改造研究（1954—1956）》，《史林》2021年第1期。

④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565页。

⑤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编：《中国供销合作社史料选编·第一辑》上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6年，第52页。

⑥据统计，1951年上半年组织起来的农户，华北区占55%；东北区占70%；华东区山东有70余万个互助组；皖北、皖

南4个专区有5万余个互助组；西北区有167,000余个互助组；中南区河南41个县有114,000余个互助组，占全部

劳力的40%—50%；湖北5个专区有52,000余个互助组；西南新区亦开始组织。参见中央人民政府农业部农政司：

《1951年上半年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发展情况》，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编：《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1949—

1957）》上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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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社应该与农业互助组和农业生产合作社建立推销、订购和贷款的合同的关系，帮助它们克服生产方面

（资金不足）和交换方面（市场隔离）的困难。”“国营经济机关，或者经过供销合作社，或者直接和农业互

助组及农业生产合作社，成立各种可能的经济上的合同”①。由此说明，中共中央以期使供销社成为国营

经济机关与广大农民小生产者密切结合的纽带。这样，不仅可以帮助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克服生产

经营中的困难，有利于国家和农民都能在一定的限度内避免商人的中间剥削，而且还有利于农民逐步地

了解和接受社会主义的经济原则。

农村供销社通过向农民进行农产品的预购，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订立供销结合合同，向农民集体

收购农作物（或出售工业品），能够使农民提高集体思想和集体行动。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

中指出：“列宁在论合作制的论文中正确地指出我国农业应当循着新道路去发展，即循着通过合作社吸引

多数农民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循着把集体制原则逐步应用于农业，起初应用于农产品销售方面，

然后应用于农产品生产方面这一道路去发展。”②为适应农业互助合作发展形势的需要，更好地发挥农村供

销社的作用，1953年4月至5月召开的全国合作社第一次省、市社主任会议决定：农村供销社的任务是为农

业生产服务并通过供销使小生产者个体经济逐步纳入国家经济计划，以巩固工农联盟和适应国家工业化

的需要，并以面向农村、屁股坐稳在农村，停止城市消费合作社的发展，作为合作社工作的方向③。

1953年底，党中央颁布了过渡时期总路线，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全面展开。中央提出：在过渡时期，

“除了农业生产要合作以外，供销也要合作。农民买的东西，卖的东西，要逐步做到都经过合作社，不经

过私商”④。经过几年的发展，至1953年底，全国已建立了3万余个农村供销基层社，拥有1亿以上的社

员；零售总额达63.52亿元，占农村市场零售总额的29.7%；收购总额为56.36亿元，其中，代国家收购

42.51亿元，占合作社收购总额的75.4%。在供销社发展较快的地区，基本上已占领了农村的商业阵

地⑤。可见，供销社已具有了较为广泛的群众基础，在农村市场上已占据一定的优势。

通过供销社组织工农产品的商品交换，是最能普遍地联系农民，也是最容易被农民所接受的。因此，

供销社也是实现改造小农经济和其他小生产经济的重要经济形式。根据过渡时期总路线确定的“一化三

改”的总任务，中共中央确定了农村供销社在过渡时期的三项任务：第一，组织城乡物资交流，收购和推销

农村产品，供应农民生产生活资料，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农民生活的改善，巩固工农联盟。第二，通过

供销业务与合同制度，吸引广大小生产者的农业经济间接地纳入国家计划经济的轨道，特别要通过它来

促进粮食和棉花按计划增产和按计划收购，以适应国家工业化的需要，并配合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的

发展，逐步引导广大农民过渡到社会主义。第三，在国营商业领导机关的领导下，配合国营商业，与资本

主义商业做斗争，消除商业投机，减除私商对农民的中间剥削，并逐步地用农民自己的合作商业代替资本

主义商业，缩小以至排除资本主义商业在农村的阵地，使农民摆脱与资本主义商业的联系⑥。以上三项任

务是密切联系、相互作用的，基本目的是促进农村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为农业生产服务。

供销社是在人民政府管理下的广大农民的集体商业组织，是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它与农民

的生产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通过正确的价格政策和合理的商品流转，可以对农业生产起积极的指导作

用，因而是促进农业实现社会主义改造和提高农业生产的一个重要的经济部门。但是，供销社毕竟是一

个商业组织，不是一个专门管理农业生产的机构，它是通过供销业务来为农业生产服务的。这就是，一

方面，根据国家的计划，组织农副产品的收购业务，帮助农民推销剩余产品；另一方面，要组织工业品、手

①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编：《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1949—1957）》上册，第38、43页。

②《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48页。

③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编：《中国供销合作社史料选编·第一辑》上册，第64页。

④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716页。

⑤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编：《中国供销合作社史料选编·第一辑》上册，第72、144页。

⑥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编：《中国供销合作社史料选编·第一辑》上册，第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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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品，尤其是农业生产资料的供应业务，为工业扩大国内市场，并适应农民对扩大再生产和日益增长

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这些工作做好了，就可以促进农业增产和促进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的巩固和

发展，逐步引导个体小农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二、农村供销合作社的业务运作

在过渡时期，供销社根据国家的计划与价格政策，通过各种合同形式来开展供销业务活动，把自己

和农民（主要是组织起来的农民）之间的供销关系固定下来，这也是把小农经济逐步纳入国家计划轨道，

促进农业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方法之一。合同制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但归纳起来，大体上可分为两

种：一种是作为国家采购农牧土副产品的方法之一，供销社接受国家委托，与农民签订的预购合同；一种

是供销社在实践中所创造的向农民进行集体收购（农民集体出售）这一新业务运作形式的基础上，演化

出来的结合合同。供销社与农民签订的合同，虽然有受国家委托办理和自己办理的区别，但它们所发挥

的作用是一样的，都是按照计划来开展供销业务。此外，供销社在实践中还创造了向农民进行集体收购

（农民集体出售）这一新的业务运行方式。

（一）收购业务

1.农产品预购

农产品预购是供销社接受国家委托，与农民签订预购合同订购农产品的一种方式。其目的是为了

稳定农民生产情绪，按计划增加农产品产量，保证国家及时掌握粮食、工业原料，限制农村高利贷活动，

支持农民组织起来，并通过合同制度促使农民按照国家计划进行生产。自1951年春季起，经济作物区

的供销社，广泛开展了棉、麻、烟的预购合同运动。

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作为重要工业原料和广大人民生活必需物资之一的棉花，还不能满足实际需

要。当时国营花纱布公司、供销社、私商这三种经济力量，往往在市场上争购棉花，导致棉花价格波动，

投机商人乘机囤积居奇，助长了许多棉农待价惜售的心理。这种情况曾严重影响了国家收棉计划的完

成，影响了纱厂的生产。为了帮助国家掌握工业原料，维护棉农的利益，供销社在产棉区广泛开展了与

棉农签订预购棉花合同工作。据不完全统计，1951年供销社通过合同，一方面，预购了农民492万担皮

棉、133万担原麻、55万担烤烟，保证了国家工业原料的供应，并改变了过去农民出卖农产品时有很大季

节性和需要用钱时才出卖的旧习惯，这种习惯与工业经常需要原料的情况是不相适应的。另一方面，对

农民需要的生产生活资料，采用“订货单”方式，事先进行概略的统计，做到了供应与推销密切结合①。如

1951年9月至1952年8月，供销社收购的棉花已超过原计划的5%。1952年国家又以15,000万元肥料贷

款和4,000余万元的煤、布、粮等物资，委托供销社向棉农预购1,000万担皮棉。在具体操作中，供销社对

贫苦农民采取了预付实物定金的“赊销预购”的办法，帮助他们解决生产和生活上的困难；对于一般农

民，则在保证供应他们所需而又不易购买到的若干种物资的条件下，采取“信用预购”的办法，以解决他

们生产生活的需要。显然，预购制度对于发展商品经济、强化农业生产计划性和加强工业与农业的直接

联系方面，具有重大作用。

为了鼓励农民组织起来，预购首先以农业生产合作社（以下简称“农业社”）、常年互助组为对象签订

合同。1952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的《关于一九五二年农业生产的决定》中指出：“互助组和

生产合作社要订立增产计划，并与供销合作社订立预购合同，使国家的经济计划与农民的经济组织结合

起来。”②但为完成预购数量，对有生产条件的贫苦、受灾的单干农民，亦与其签订合同，并在预付定金上

给予必要的照顾。对于单干户的预购工作，为便于领导和签订合同，供销社一般会雇用热心负责、忠实

①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编：《中国供销合作社史料选编·第一辑》下册，第210页。

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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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正、群众信任的农民，由其接受供销社委托充当“代购员”，负责与若干单干户签订和清理合同，发放和

催收定金的工作。如在《商业部、全国合作总社一九五四年预购棉花协议书》中，即明确提出：“为支持互

助合作之发展，预购应以农业生产合作社、常年互助组、临时互助组、供销社社员小组为主要对象，对贫

苦受灾植棉有困难的单干户，适当加以组织，进行预购，亦得向富农进行预购，但对富农只订立信用合

同，不得付给定金。”①

供销社一般是在农作物播种期或收获期以前与农民签订预购合同。预购地区一般选择各项预购产

品的集中产区，或适于种植而准备增植的地区及播种面积不稳定的地区。如1954年棉花预购，即选择

了河北、山西、山东、江苏、浙江、安徽、河南、湖北、湖南、江西、陕西、四川、辽东、辽西、热河、北京、天津、

上海、西安、武汉、旅大共21个省（市）棉花产区。为了在价格上消除农民的顾虑，稳定农民的生产情绪，

便利预购工作进行，在预购合同签订之前，各地供销社会按照上级指示向农民公布各项预购农产品的收

购价格，并按产品上市时国家公布的实际收购牌价，做到按质论价、优级优价收购农副产品，以保障农民

的利益。对于预付定金的计价办法，均按照签订合同时国家的收购牌价计算。供销社除支付预购定金

外，还按照国家相关政策给予签订预购合同的农民其他一些经济上的优待。如国务院发布的《关于一九

五六年预购棉花的指示》中明确提出：“棉农每预售一担皮棉，在粮食、棉布统销的定额以外，增加供应粮

食十斤和购买棉布的布票十尺，并保证供应五十斤至一百斤肥料（按饼肥计算，一斤化肥折二斤半饼

肥）”②。由于预购合同一般是与生产互助组、农业社和供销社社员小组等有组织的农民订立的，因而也

就起到了巩固这些组织的作用，并帮助农民组织起来。同时，通过预购亦促使农民按照国家计划进行生

产。如河北省赵县赵小七农业社，1955年由于缺乏棉种，不准备种棉花，通过预购领到定金，买了2,000

斤棉种，按国家计划种了棉花。山西省五寨县，1954年原计划种植胡麻55,000余亩，经过预购，全县种

植胡麻面积近70,000亩③。

但从当时预购制度发展情况来看，亦不是一帆风顺的，棉花预购即是如此，全国合作总社停止了

1953年预购棉花工作。至于为何要停止1953年棉花预购，当时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负责人给出的

理由如下：供销社在1951年春季，接受国家委托在棉产区开始预购棉花，在这个基础上，又在华北和华

东两地区试行了由供销社包收棉花的办法。这个办法于1952年曾在全国各棉产区普遍推广。1951年

供销社预购棉花的平均数量为计划收购数的45%，1952年的平均数量为70%。这种预购的办法，在棉

田面积不大，产量不高，农民对植棉尚存有顾虑的时候，曾起了很大作用。供销社在预购时，由国家拨出

了大批物资，帮助棉农克服了生产上的某些困难。经过和棉农签订预购棉花合同，保证执行了当时国家

规定的棉粮比价，保护了植棉者的利益，同时也支持了全国纺织工业的生产。“现在不是农民对种棉存在

着许多顾虑，而是很乐意来种棉了，全国棉田面积的迅速扩大证明了这一点”。如以1949年全国棉田面

积为100，1952年已经为201；如以历史上全国棉田面积最大的1937年为100，1952年已达到140。在这

种新情况下，“预购棉花合同已经失去了继续存在的必要”。因此，“为了使棉田不盲目扩大，促使棉花生

产正常发展，合作社通过预购合同来鼓励种棉的做法也已不适当了”。过去，“合作社在订立预购合同

时，赊销给棉农以肥料和粮食等物资，给农民以大量‘预购定金’，帮助他们克服生产上的困难，今年全国

合作总社已决定不再办理赊销肥料业务，而改为由中国人民银行统一贷款给购买肥料确有困难的农民，

这种办法仍能克服棉花生产上存在的困难达到扶植生产的目的。”“至今年（1953年——引者注）3月底，

合作社已完成棉花年度——去年9月至今年8月——总收购计划93%强，去年合作社收购棉花数量已

达全国棉花商品量80%左右。今年合作社仍按照国家计划和国家公布的棉粮比价收购棉花。去年棉

农就普遍反映：‘订不订预购合同，反正棉花要卖给合作社。’从去年第四季度收购棉花情况来看，棉农

①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编：《中国供销合作社史料选编·第一辑》下册，第283页。

②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编：《中国供销合作社史料选编·第一辑》下册，第294页。

③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编：《中国供销合作社史料选编·第一辑》下册，第2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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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存棉花’已为‘卖棉存粮’所代替了”①。

但事与愿违，由于过高估计了棉田盲目扩大的趋势，调整棉粮比价时将棉价下调偏低；在强调粮食

增产的重要性以后，对棉花生产的领导缺乏应有的重视，1953年植棉计划数字，也低于1952年；加之在

购棉和供应棉农生产生活资料中有若干缺点，并且突然停止了棉花预购等，就使很多地方的干部产生

“棉花已太多，生产无问题”的错觉，无形中放松了对棉花增产的领导，使群众对继续增产棉花的政策产

生了怀疑。因此，1953年全国棉田面积减少了600余万亩，总产量也没有完成预定计划。“这种情况如不

迅速改变，将影响今年（1954年——引者注）棉花生产任务的完成”②。1954年3月3日，政务院财政经济

委员会发布《关于一九五四年棉粮比价的指示》，并提出：“由中央人民政府商业部在新棉收购前，根据以

上棉粮比价，统一规定各地棉花收购价格。合作社应在国营贸易公司协助下，进行预购，与农民订立预

购合同。”③从而在1954年又重新恢复了棉花预购制度。

2.集体收购

集体收购（农民集体出售）是供销社向自己的社员或与其订有合同的有组织的农民收购农产品的一

种方式。这是在1951年棉花收购旺期，由供销社创造出的“集体售棉”经验，即在重点产棉区（华北、华

东），由供销社采取“包收”棉花，统一向农民收购的办法。

自1951年开始，华北不少地区的农民向供销社集体售棉和集体购肥，或进行其他物品的集体交易。

如山西省运城、临汾两个专区8个县有53个村实行了集体售棉。河北省唐山专区丰南县王兰庄、横沽、

高先甸等村有153个互助组集体售棉，该专区近半数的基层供销社采取了整批向互助组供应肥料的办

法。平原省获嘉县府庄联村供销社也在棉农中开展了集体售棉工作，并有组织地供应农民生产生活资

料。至1951年12月20日，已完成1951年9—12月份国家计划所应掌握原棉总量的91.53%，不仅充分供

应了纱厂原棉需要，而且保证了民用絮棉的调剂④。如河北省丰南县王兰庄供销社是以集镇为中心的联

村社，该社辐射42个村社、5,508户、30,364人、土地84,150亩。这个地区是产棉区，1951年植棉31,500

亩，产量约560万斤。当时收棉任务相当繁重，农民争先售棉，供销社忙不过来，形成拥挤、排队、争售现

象。社员要求改善收棉办法，并反映：“我们卖棉花，验级、过秤都无意见，完全相信合作社，但是我们不

能耽误工夫。”后来，在党政机关与上级供销社的号召和群众要求之下，创造了集体售棉的办法。以村庄

为单位（村内仍以互助组为单位）集体售棉，对象集中、手续简便。该社按照各村距离远近，设立了8个

收棉点，每个收棉点包括4～6个村庄，各收棉点及所辖村庄都排列次序，定期轮流收购。经常收棉人员

有28人，分为4组，平均每组7人。过秤由集市管理委员会交易员负责（收交易税）。各村的互助组长事

先登记各户售棉数量，并与收棉点联系好；各户的棉花包上，自行拴牌子，注明组别、姓名、数量；售棉代

表通知各户，定期将棉花集中，组织大车集体装运。代表售出棉花，凭牌子和各户算账付款。售棉代表、

运送人员、大车和牲畜，都按时间长短，由小组评议记工。据不完全统计，至1952年2月底，集体售棉的

互助组有153个，占当时218个互助组的70%。其中，10个村庄实行集体售棉的互助组达到80%，有4个

村以村为单位，结合全部互助组进行集体售棉⑤。

这些以互助组或农业社为单位进行的集体交易活动，交易的方式、内容、范围是各种各样的，有的还

是比较简单的、临时的，只包括一种商品的交易；有的是较长时期的、有计划的，包括种类较多的商品的

集体交易；有些采用合同的形式，把这种集体交易固定下来。在新中国成立之初，这种有组织地收购农

①《合作总社负责人关于停止预购棉花的谈话》，《人民日报》1953年4月25日。

②《大力增产棉花》，《人民日报》1954年3月27日。

③《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一九五四年棉粮比价的指示》，《人民日报》1954年3月4日。

④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编：《中国供销合作社史料选编·第一辑》下册，第210页。

⑤华北供销合作总社：《河北省丰南县王兰庄供销合作社与互助组相结合集体收售棉花的调查报告》，《人民日报》

1952年5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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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和有组织地供给农民生产生活资料的集体交易方式，是扩大城乡商品流转的一种新形式，对促进城

乡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集体交易大大提高了供销社经营业务的效率，可以保证国家和供销社的收购及供应任务迅速而顺

利地完成。个别售棉时，数量少，次数多，手续繁杂。集体售棉后，数量增加了，次数减少了。如河北省

丰南县王兰庄联村供销社，1951年10月至1952年1月的4个月中，28个干部共收棉487万斤，平均每人

每天收棉1,450斤，与1951年1月份每人每天收棉450斤比较，工作效率提高2倍以上。同时，将集体售

棉和供应业务密切配合起来。该社在各收棉点准备了大批生产生活资料，不但满足了社员需要，而且扩

大了供销社贸易，回笼了大批货币。据统计，1952年2月底至3月25日，各收棉点销货额达117,000元。

社员反映道：“咱们人不出村，棉花也卖了，需要的东西也买回来了，合作社真为咱办事。”①

土地改革后，中国经济发展情况是：一方面，农业生产正在迅速地发展着，农民的组织程度和购买力

日益提高，广大农民迫切要求供给足够的生产生活资料，并推销其农副业产品；另一方面，国家的工业建

设也将更大规模地展开，工业原料、商品粮食的需求日益增加，工业品也需要扩大销售市场。在这种形

势之下，供销社的供销任务就日益加重了。但是，如果供销社的基层组织不健全，不采取有计划、有组织

和大批的收购和供应方式，而仍旧沿袭和个体农民零星交易的方式（这当然也是必要的），是不能完成这

一巨大供销任务的。因此，供销社和有组织的农民——互助组、农业社打交道，实行有计划的成批交易，

是当时供销社供应和收购业务进一步发展的取向。

通过这种集体交易，进一步密切了供销社与互助组、农业社的联系，可以促进工农业的发展，并可借

以向农民进行集体主义的教育，增强农民的合作习惯。如河北省唐山专区不少互助组集体购肥时，发挥

了互助合作的精神，帮助贫困户买到了肥料。这种方式可以节省农民的人力和畜力。河北省丰南县横

沽村第一次集体售棉时有82户，售棉32,800斤，派去售棉代表9人、大车30辆，每辆车的畜力和赶车的

人工共算1个工，按三成计算，共18个工；如每户单独去卖，平均每户卖400斤，得要2个工，全村共需

164个工；这样就节省了146个工。第二次集体售棉有13个组、32户，售棉15,000斤，去代表6人、大车

16辆，代表按五成、大车按三成计工，只用6.8个工，比各户单独卖棉节省57个工。第三次集体卖棉时共

计44组、325户，售棉37,500斤，去代表44人，按四成计工，大车35辆，按三成计工，共用28.1工，比单独

卖棉节省291个工。以上三次就节省400多个工。若农户单独售棉，要挨号排队，需时更长②。这些集体

交易，也避免了售棉和购肥时排队拥挤等现象。这种方式是农民的集体行动，不仅可以提高供销社的收

购效率，而且还可节省农民的时间和人力。但要做好集体收购，必须先做好充分的政治工作，这是教育

农民从树立集体思想到集体行动的最好形式之一。

在不断总结群众创造的经验基础上，一些基层供销社和农业社、互助组订立了“结合合同”，进行各

种农副业产品和各种工业品的交易。进而把单一的收购或供应，逐步发展为收购和供应相结合的“有来

有往”的交易，把收棉、售肥中集体交易的经验，逐步应用到收购商品粮食、其他工业原料、大宗土产和供

应农民大宗生产生活资料的工作中。

3.结合合同

结合合同是供销社按照国家和农民的需要，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订立供销业务的结合合同，是

在集体收购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结合合同是由吉林省永吉县二道沟村供销社所创造。该供销社自1949年成立后，由于缺乏经验和

掌握不住社员群众的供销需要规律，常常发生商品积压和脱销的现象。如1951年第四季度，曾因盲目

收购药材和供应不合社员群众需要的商品，结果积压3,300 多元的资金，从而导致供销社的业务不能开

①华北供销合作总社：《河北省丰南县王兰庄供销合作社与互助组相结合集体收售棉花的调查报告》，《人民日报》

1952年5月28日。

②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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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也妨碍了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后来供销社在该地党支部和上级社的领导下，经过共同研

究，创造出“结合合同”的办法。1952年1月，供销社与薛云虎互助组订立了第一份结合合同，至1954年

第一季度，供销社已先后和16个互助组、2个农业社订立了结合合同。1952年开始推行结合合同时，由

于没有经验，合同范围搞得很广，把针头线脑也订在合同内。合同户买一次东西，要向营业员和互助组

做两次报告，各记一次账，这样不但麻烦，而且不好检查。1953年第四季度，缩小了合同范围，主要订国

家所需要的粮食、工业原料和供应生产资料，然后在合同的可能条件下，把副业产品和特殊商品也订在

合同内，从而把农民和国家两者的供销需要结合起来①。

1952年4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推广互助组和合作社的‘结合合同’”的社论，介绍了吉林省永

吉县二道沟供销社“结合合同”的经验，指出“这是值得加以推广的”。此后，全国各地都先后进行了试

办，1952年秋季不少地区比较普遍地扩大了试点面。到1952年底，据东北区不完全统计，已有1,782个

基层供销社和619个农业社、5,845个互助组签订了结合合同②。另据华北、吉林及山东29个县的统计，

到1952年底，有3,107个基层供销社与93,990个农业社、互助组签订了结合合同③。如山西省平顺县北

耽车村供销社（下称甲方）和该村农业社（下称乙方）的结合合同中规定：“在供应方面，乙方在每月十五

号统计社员定货单时，先按甲方商品牌价交百分之十至十五，或折交实物，其余在供应时全部付清；在推

销方面，甲方收购时，按甲方商品牌价先付乙方现款（或折实物）三分之二，其余在货物销出后付清。”④

根据结合合同，供销社对于几种主要的生产生活资料，保证及时地供应互助组、农业社；对方的农副

业产品，在等同市场价格条件下，也优先卖给供销社。订立结合合同以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生产

的盲目性将逐渐被克服或减少。按照合同约定，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向供销社提出购买物资和推销

产品的计划。它需用什么，就请供销社买入什么；它要卖什么，就请供销社推销什么。同时，农业生产互

助合作组织从供销社取得有关市场信息和其他必要的指导。结合合同对组织群众群策群力、培养农民

互助合作的习惯，也是很有效的。按照结合合同，农民就能够根据国家和市场的需要，有计划地安排自

己的生产和生活，从而为农民放手发展生产创造了有利条件，使农民不断地扩大再生产成为可能。同

时，供销社既然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签订了结合合同，就能更好地制订自己的供销计划，避免工作

中的忙乱现象。由此，供销社可以有条不紊地组织贸易，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也可以减少自由市场的

商业活动，集中力量按照计划发展生产，结合合同的订立就有利于两者的巩固和发展。

从调查资料来看，各地组织结合合同的方法主要有以下三种形式：一是由基层供销社单独与农业社

签订合同；二是以基层供销社辖区为单位或分片召开三社（农业社、供销社、信用合作社）会议，集体动

员，分别签订合同，或配合党政召开全县农业社社长会议，组织基层供销社按辖区范围与农业社签订合

同；三是县供销社直接与农业社签订总合同，再以乡为单位分配到基层供销社分别执行。在组织签订合

同过程中，一般均印发了商品目录，组织了商品展览。根据国家计划，通过结合合同，间接地指导了农民

生产。如河北省丰南县王兰庄供销社所属范围内，以往种土烟1,200余亩，形成滞销，供销社与农业社、

互助组签订结合合同时，向农民说明了道理，结果1952年土烟的播种面积减少了2/3⑤。广西省临桂县

各区供销社在1955年10月的8天内与1,046个农业社签订了供销结合合同，共计推销工业品222,300

元，生产资料397,700元，收购农副土特产品129,500元。如河南全省供销社在1955年12月上旬即与5

万多个农业社签订了集体购销合同，总值达2,000余万元。许昌县扬堂乡5个农业社在10天内，就集体

①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东北办事处编：《农村供销合作社工作经验》，东北人民出版社，1954年，第23-25页。

②杨培伦：《东北区供销社重点试办“结合合同”的基本经验》，《人民日报》1953年6月10日。

③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编：《中国供销合作社史料选编·第一辑》下册，第220页。

④华北供销合作总社办公室：《提倡在农村合作贸易中实行集体交易》，《人民日报》1952年6月3日。

⑤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编：《中国供销合作社史料选编·第一辑》下册，第2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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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烟149,300斤，买回生产生活资料总值21,400元①。这种方式，不仅为广大农民所欢迎，促进了农业合

作化运动的发展，而且大大提高了供销社干部的工作效率。

总体来看，1952—1955年全国农村供销社采购业务发展情况见表1。

表1 1952—1955年农村供销合作社采购业务发展情况 单位：亿元

年份

供销社采购总额

其

中

国家委托采购额

占供销社采购总额（%）

自营采购额

占供销社采购总额（%）

1952

38.83

29.01

74.7

9.82

25.3

1953

56.36

42.51

75.4

13.85

24.6

1954

79.36

61.38

77.3

17.98

22.7

1955

65.85

47.10

71.5

18.75

28.5

资料来源：《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向中央的汇报提要》（1956年3月23日），《中国供销合作社史料选编·第一辑》上册，

第144页。

说 明：国家委托采购额1955年比1954年减少14.28亿元，因各地已陆续将粮食（从1954年开始）、棉、麻、烟、生

猪和油料等（从1955年开始），交由国家采购部门直接采购。

如表1所示，供销社既接受国营商业的委托在农村采购重要农副产品，亦不断拓展农副产品收购的

自营业务，已成为国营商业的有力助手、新的城乡结合的桥梁。1952—1955年，虽然在1954年开始国家

粮食的采购由委托供销社收购变为由国家采购部门直接采购，导致1955年供销社采购总额较1954年有

所减少，但供销社的自营采购额却趋于不断上升，表明供销社收购农副业产品的力度在不断加大，从而

支持了农副业生产的发展。

（二）供应业务

新中国成立之前，由于长期战乱，农民生产资料遭受严重的损失。到1949年，全国耕畜减少了

16%，主要农具减少了30%。新中国成立之后，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进行了艰巨的国民经济恢复工作。

以肥料供应来说，1951年由供销社和中国土产公司供应农民的肥料为1,131,400吨，1952年由供销社系

统供应农民290万吨②。这是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农业生产逐步上升的重要保证。肥料的供应和新式农

具的推广，是改进农业耕作技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重要条件；组织耕畜并加以调剂是解决农业生产

的主要办法；其他对旧式农具、农药械、饲料、种子以及农民从事副业生产的原材料等，对农副业的发展

都有直接的作用。1950—1954年，农村供销社供应生产资料总值累计达348,000万元，其中，化肥180余

万吨，饼肥990余万吨。单1954年就供应新式农具40余万件，各种旧农具16,000余万元，该年供应生产

资料比1950年增长55.6倍③，对农业生产恢复和发展、促进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巩固起到了积极作用。

随着以互助合作为中心的农业增产运动的广泛发展，农民生产积极性和扩大再生产的投资能力逐

步提高，购买生产资料亦呈现出多样化的要求，因而供销社面临的生产资料供应任务也就日益繁重。同

时，随着农民购买力的提高，农民对生产生活资料的需要，不仅要求量多质好，而且要求购买方便，能经

常购到。这就需要供销社根据形势变化，从品种上、数量上、质量上去满足上述要求。如1955年，截至3

月底，全国各地供销社已掌握肥料、水车、大车、步犁、农药械、小农具，以及种子、车马用具等，总值大约

有62,000余万元，超过了1955年第一季生产资料原计划的35%，比1954年同期增长1.5倍。这些生产资

料供应到农民手里的已有1/3以上，比1954年同期增长40%左右。如果从一个专区或一个县的供应数

①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编：《中国供销合作社史料选编·第一辑》下册，第229页。

②《供销合作社应大力做好生产资料供应工作》，《人民日报》1953年12月12日。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53—1957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商业卷》，中国物价出版社，

2000年，第6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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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来看，有些商品增加得更多。如山东省文登专区供销社1955年1—2月两个月销售的生产资料与上年

同期比较：杂肥、饼肥增加1/2，化学肥料增加1.5倍，小农具增加3.5倍；步犁增加2.5倍，牲口增加1/2，喷

雾器增加5倍,各种捕鱼用具增加2倍。过去有许多没有或很少经营的商品，也已开始或大量地经营了。

在品种上一般增加了30～50种，少数供销社增加了100余种。如河北省张家口和天津专区经营的小型

农具已增加140余种。辽东省盖平镇供销社由以前只经营10余种，增添到300余种①。

从全国范围来看，1952—1955年农村供销社供应业务发展情况如下表2。

表2 1952—1955年农村供销合作社供应业务发展情况 单位：亿元

年份

供销社零售总额

占农村市场零售（%）

生产资料零售额

占供销社零售总额（%）

生活资料零售额

占供销社零售总额（%）

1952

36.90

20.5

6.45

17.5

30.45

82.5

1953

63.52

29.7

10.11

15.9

53.41

84.1

1954

112.26

50.4

16.21

14.4

96.05

85.6

1955

108.96

44.5

19.90

18.3

89.07

81.7

资料来源：《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向中央的汇报提要》（1956年3月23日），《中国供销合作社史料选编·第一辑》上册，

第144页。

说 明：由于改造和安排农村私商，供销社退让了一部分零售额，所以供销社零售总额占农村市场零售总额的比

重，1955年比1954年减少5.9%，如果把供销社对农村私商的批发额计算在内，则1955年供销社零售总额

占农村市场零售总额的比重为53.4%。

如表2所示，在生产资料销售方面，供销社在农村市场的零售额是不断上升的，向农村供应了大量

的生产资料，从而有力地支持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三、农村供销合作社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中的绩效与不足

随着农村供销社的发展，业务不断扩大，逐步成为农村市场的领导力量，在活跃农村经济、沟通城乡

物资交流、满足农民对生活日用品的需要、支持农业生产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不可避免，供销

社业务运作中亦存在诸多弊端或不足。下面，仅讨论供销社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中的绩效与不足。

（一）供销合作社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中的绩效

1.供销合作社支持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

由于供销社签订预购合同、结合合同的对象优先考虑互助组和农业社②，可以比较及时和有保证地

供应生产资料（尤其是肥料）,并推销了农副业产品，此举不仅扶助了农业生产发展，而且也是帮助个体

农民组织起来，把农业生产逐步纳入国家计划轨道的重要方法之一。如平原省林县2个区的供销社，

1950年与互助组订立了代购、代销合同百余件，帮助互助组推销了土布、大麻、草帽等大批副业产品，同

时还扶植互助组组织运输生产，因而使该县6,000余个临时互助组中有2,000余个发展到农副业结合的

常年互助组③。河南省博爱县阳庙供销社按合同规定1952年优先供应杜家斌互助组豆饼2,000斤作小

①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编：《中国供销合作社史料选编·第一辑》下册，第474页。

②如1954年3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发出《关于一九五四年农产品预购工作的指示》中规定：

“农产品预购的对象，应以农业生产合作社、常年互助组、临时互助组及供销合作社社员小组为主。对个体的贫农

和中农以至富农也同时进行预购。但向富农只进行信用预购，不付给他们预购定金。”参见《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发

出指示 委托合作社预购农产品》，《人民日报》1954年3月28日。

③贾子珍：《一九五○年农村劳动互助的新发展》，《人民日报》1951年3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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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底肥，又供应棉饼12,000斤作追肥。1953年该组平均每亩小麦收成246斤，比全村一般农户多收58%，

比其他互助组多收49%，不少群众受此影响，纷纷要求参加互助组。该组由原来10户，65口人，6头牲口，

扩大到13户，83人，11头牲口①。平原省盂县田丈联村供销社与陈书骞互助组订了结合合同后，由于及时

地供应了生产生活资料，使互助组适时种上了126亩棉花。群众看到互助组与供销社结合的好处，纷纷要

求参加互助组，该组很快由5户增加到31户，在该组影响下本地又发展了16个互助组，使该村94%的人

口都组织到互助组②。又如河北省栾城县四区许营村建茶农业社，1955年共有19户，在预购前经济上很

困难，社员情绪低落，有6户退了社。发放预购定金450元之后，原先退社的6户又全回来③。

供销社所推广的新式畜力农具具有改革耕作技术、省工和增产的显著作用，但价格相对较高，单个

小农家庭无力购买，因此，各地推广的新式畜力农具，绝大部分是掌握在组织起来的农民手中，一般地区

占70%～80%，东北区为100%。如松江省集贤县1951年有2,400个互助组，推广了75套新式畜力农具，

1953年就并成950个互助组，并建立了49个农业社。许多农民说：“瞅也瞅不来，盼也盼不来，若要叫它

来，只有组织起来。”④黑龙江省绥化县新胜村栾长发互助组和供销社签订结合合同后，组员都说：“这回

放心生产吧！和合作社拧成一股绳，坚决走新道路！”热河省杜昌农业社和万寿供销社签订结合合同之

后，初步计算该社37个劳动力1952年可较1951年节省410个工⑤。可见，结合合同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

互助组、农业社的物资供应和农产品的推销问题，使得这些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能够集中精力生产，

为农业生产与扩大再生产创造了有利条件，促进了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的巩固与发展。

2.供销合作社支援了农业社的农业增产

随着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广泛开展，农业社的大量出现，农业社生产投资力量扩大，防治病虫害能力增

强，因而对生产资料的需求特别是肥料就更为迫切，不论是在数量上、品种上还是供应时间上，均有很大

的变化。这是因为农民在个体生产时，没有具体的增产计划，加之投资力量限制，往往是在首先解决了生

活问题之后，钱多多买，钱少少买，没有购买生产资料的固定资金。而农业社，特别是基础较好的农业社，

每年均在其全部收入中，留出一定的资金，作为扩大生产的投资，保证实现其增产计划。如据河南省荥阳

县八区5个典型农业社调查，1955年总收入为110,902元，从中提取23,563元公积金购买生产资料，其中，

仅购买肥料一项支出14,373元，占整个生产资料投资额的61%。同时，1955年秋季新建立的一些农业社

中，由于绝大多数社员为贫苦农民，地力较薄，增产要求又高，因此生产投资首要一项是解决肥料问题。

如据浙江省萧山县来苏乡调查，该乡在1955年10月中旬报名入社的322户农民中，90%以上为贫农和新、

老中农中的下中农⑥。他们组织起来后要求改进耕作技术，提高单位产量，除自己积攒杂肥外，并要求供

给商品肥料。根据这一客观形势的要求，农村供销社积极地组织和扩大了农业生产资料的供应。

1956年是全国范围内基本完成农业合作化的第一年，为支援农业合作化和农业增产，供销社积极

组织和扩大了农业生产资料的供应，如全国双轮双铧犁等新式农具的供应数量比1955年增加2倍，各种

水利机械增加3.6倍，有力地满足了农业社的增产需要；商品肥料的供应比1955年增加21.1%，并扩大了

杂肥经营，大大地增加了地方肥源；农药械的供应比1955年增加2倍，有效地增加了农民同各种虫害作

斗争的实力⑦。据河北、山东、河南等10省调查，使用双轮双铧犁及各种新式步犁的农业社、互助组，一

般能增产10%～20%。1954年山西省长治县小郭村农业社使用新式畜力农具后，将490块分散的2,396

①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编：《中国供销合作社史料选编·第一辑》下册，第220页。

②华北供销合作总社：《华北区供销社和互助组实行结合合同的情况和经验》，《人民日报》1952年8月29日。

③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编：《中国供销合作社史料选编·第一辑》下册，第247页。

④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编：《中国供销合作社史料选编·第一辑》下册，第464页。

⑤阎顾行、姜君辰：《关于推广“结合合同”的几个问题》，《人民日报》1952年7月22日。

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53—1957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商业卷》，第678页。

⑦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编：《中国供销合作社史料选编·第一辑》上册，第1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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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土地连成5大块，因取消地界，填平沟洼，扩大耕地面积80余亩①。在农业合作化运动和农业增产的基

础上，农民收入水平和购买力水平不断提高，农村供销社亦扩大了消费资料的供应，增加了商品品种和

花色。如河北省唐山市刘家过道乡供销门市部经营的商品，1955年有700余种，1956年增加到1,400种，

新增商品中有手表、马蹄表、自行车、缝纫机、香肠等物资，其中有很多品种供不应求②。这对于在生产发

展的基础上，逐步改善农民生活，以及进一步刺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着直接的影响。

3.供销合作社部分解决了农业社资金困难和社员生活困难

农产品预购定金是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重要的资金来源之一，对解决其资金短绌和农民的生活

困难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据21个省 594个农业社的调查统计，1956年农业社所筹集的生产资金占当年农业社总产值的

31.3%。其中，属于社内自筹的占71.3%；属于国家扶助的占28.7%。在国家扶助的资金中，贷款占社

内全部生产资金的16.9%，预购金占11.6%，供销社赊购等占0.2%③。另据河北省7个农业社调查，1956

年预购金额占秋季出售农产品总价值比重，4个社在10%～20%之间，1个社为10%以下，2个社为

40%强。有的农业社把大部分预购金用于购买肥料、籽种、牲畜饲料、饲草及农具等生产资料，如成安

县国庆农业社用于购买生产资料的占70%；有的社把大部分分给社员解决生活困难。南宫县王家屯

社社长说：“要不是公家的预付款，我们社就撑不开摊子了。”④又如山东省88个农业社调查，1956年各

社得到国家预购订金一般占出售价款总额的15%~30%，多者占41%以上，对帮助农民解决生产生活

的困难起了很大作用。如日照县七里乡胜利三号农业社用预购定金先后购买了农药1,100斤以及用

于修理农具等生产资料；汶上县红旗农业社利用预购定金购买了10,000斤化肥、5,000斤豆饼，修补了

小农具，对生产支持很大。预购定金支付时间和次数不一，有的是春季一次预付，有的分春、夏二次预

付，有的分春、夏、秋三次预付，这些季节都是农民资金较困难的季节，农民表示比较满意⑤。

浙江省瑞安县高桥区在国家没有预购小麦时，农村高利贷活动正在抬头。农民比喻借高利贷是“渴

了喝盐卤”。1954年国家预购小麦，发给无息定金，农民们都说人民政府帮助他们打破了“盐卤罐”。山

西省高平县柳树底村郜保盛互助组在国家进行预购工作时，正急需一笔款购买肥料、农具，收到定金后，

他们便买了12件小农具、100斤黑矾。福建省闽侯县城门区黄朱嘉农业社拿到预购款就到福州市买回

800担粪肥，投入春耕生产⑥。山西省虞卿县留家营517户中，1954年有66户放高利贷，有141户借高利

贷。在发放预购棉花定金3,700余元之后，农民特别是比较贫困的农民都表示：预购定金是“雪里送炭”，

是“及时雨。”⑦

综合上述，农村供销社在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及单干农民业务往来中，通过推销农民的农副产

品，发放农副产品预购定金，供应农民必需的生产生活资料，在一定程度上了缓解了农民生产生活困难，

对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的巩固与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二）供销合作社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中的不足

总体来看，农村供销社在生产生活资料的供应和收购农副产品方面，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农业生产互

助合作组织的要求。但农村供销社在经营中亦存在一些弊端，从而影响其更好地服务于农业社会主义

①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编：《中国供销合作社史料选编·第一辑》下册，第463、464页。

②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办公室编：《17个省、市、自治区1956年农村典型调查》（内部资料），1958年，第80页。

③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办公室资料组编：《农业合作化第一年25个省（区、市）农业生产合作社典型调查》（内部资

料），1959年，第52页。

④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办公室编：《17个省、市、自治区1956年农村典型调查》（内部资料），第82—83页。

⑤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办公室编：《17个省、市、自治区1956年农村典型调查》（内部资料），第198页。

⑥《支持农民春耕，加强农业生产的计划性 全国各地展开农产品预购工作》，《人民日报》1954年4月22日。

⑦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编：《中国供销合作社史料选编·第一辑》下册，第2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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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部分供销合同没有严格执行

在结合合同推行工作中，一些供销社缺乏考虑产、供、销的可能与需要，未从实际出发使经济合同制

订在可靠的基础上，发生形式主义的倾向。一些供销社的干部，没弄清楚订立结合合同的意义，就盲目

地订立结合合同。他们为订合同而订合同，或为完成一定数字而订合同，于是强拉硬扯、包办代替，至于

订了以后如何履行他们是放任不管的。有的虽然订了合同，但对供应商品的来源、时间，推销产品的销

路和资金、干部等问题，都没有精打细算；有的结合合同订得不具体，只写商品名称，而无数量、标准、规

格、供应时间等。从而导致这些合同无法正常履行①。一些供销社干部认为，合同内容品种越多越好，时

间越长越好，因此订了不少常年的大包大揽或包供包销的结合合同，致使一些合同过于复杂而流于形

式②。如据湖南省调查，平江县瓮江供销社与新马农业社签订供应合同24件，其中，生产资料12件，实际

全部完成的有8件，占66.7%；完成5%的1件，占8.3%；未履行的3件，占25%。如合同规定供应石灰

10,000斤，供销社实际只能供应5,000斤。生活资料12种，如盐、布、衫、鞋、烟、酒之类，这些商品属社员

个人消费资料，农业社是无法包管的，不可能用合同约束，致使合同全部落空。订收购合同3种，实际执

行结果是茶叶完成90%，苎麻完成22.3%，平术完成32%。如合同规定收购苎麻4,500斤，新马农业社实

际只种6.5亩，只能产1,950斤③。

调查材料发现，有的合同执行不好除供销社自身的原因外，与农业社当时缺乏资金或生产计划变更

等也存在一定的关系，也有一些是因为农业社干部对于执行合同不够严肃，没有站在全局的角度看问

题。如河北省蔚县建国农业社，1956年对出售白麻合同没有执行，所产白麻，全部分给社员自由出卖④。

江西省崇义县黄沙农业社向供销社订购了31件蓑衣，供销社从外地调来后，农业社却借口质量不好，只

肯购买10件；丰城县唐圩乡供销社与农业社签订了4部打禾机的合同，货到后，农业社1部都不要⑤。

2.部分商品供应尚不能满足需求

一些供销社经营的若干生产资料在数量上、品种上、质量上、时间上不能满足农业社的需求。如

1955年春季，江西省丰城县爱国乡供销社采购了一批毛竹，因耽误了修理农具的季节，而被丢弃无人过

问，损失240多元⑥。江西省南昌县建设农业社在1956年虫害严重时，从供销社订购1,000斤农药，供销

社只答应供给400斤，但直至虫害过后才到货；瑞昌县苏山农业社种棉花时需要大量化肥，但供销社没

有供应，到棉花结桃时，不需肥料了，供销社却又来推销；丰城县唐圩农业社原与供销社签订49,700斤的

颗粒肥料合同，每百斤6.44元，相当于麻枯价格，但经过实验，要300～400斤颗粒肥料才抵得上100斤麻

枯，建设、苏山等农业社也均反映颗粒肥料肥力不足⑦。另如山东省沾化县义和乡，1956年秋种时农业

社买不到化肥，秋种后又到了很多，因为农业社不需要，供销社让乡里往农业社摊派。群众反映说供销

社的物资供应是“用时不到，到时不用”⑧。又如湖南省调查，长沙县九木农业社1956年第三次计划订购

牛骨粉150担，供销社只供应30担；插晚稻时计划订购硫酸铵100担，供销社只供应30担；3月份需石灰

400担下田，供销社拖延到5月才运来。石灰下到田里很久没能氧化，直到割禾时石灰依然是颗粒状态，

①华北供销合作总社：《华北区供销社和互助组实行结合合同的情况和经验》，《人民日报》1952年8月29日。

②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编：《中国供销合作社史料选编·第一辑》下册，第221页。

③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办公室编：《17个省、市、自治区1956年农村典型调查》（内部资料），第259页。

④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办公室编：《17个省、市、自治区1956年农村典型调查》（内部资料），第83页。

⑤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办公室编：《17个省、市、自治区1956年农村典型调查》（内部资料），第340页。

⑥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办公室编：《八个省土地改革结束后至1954 年的农村典型调查》（内部资料），1958年，第179

页。

⑦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办公室编：《17个省、市、自治区1956年农村典型调查》（内部资料），第340页。

⑧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办公室编：《17个省、市、自治区1956年农村典型调查》（内部资料），第2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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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称之为“枪子弹”；“六六六”杀不死虫，群众称之为“白泥巴”。供销社在推销新式农具时，没有注意

因地制宜，与农业部门的结合也不够。如安乡县供销社推销的木化犁不适用；长沙县九木农业社花130

多元买一架日本大型喷雾器，没处用（后退给供销社），打稻机太笨重，加上使用技术不熟练，群众反映，

“咯还是冒得我的扮桶好”①。

3.业务经营上畸重畸轻

一些供销社只愿经营价格高、利润大、数量多和比较容易经营的大土产，而对价格低、利润小、数量

少和经营比较困难的小土产或废品，则采取坐门等购，“收多少，算多少”的消极态度。同时，有些农副产

品收购价格偏低。如湖北省谷城县栗谷供销社在1955年第三季度药材收购计划只完成1.25%；盛康镇

供销社挂牌收购品种63种土副产品，实际只收20多种。麻城县白果区供销社对该地所产的香副子（年

产3万余斤）、桔梗（年产10万余斤）、小豆根、夏枯草以及废铁等均未收购②。另如山东省曲阜县王庄乡

供销社，1956年收购菜籽每斤0.18元，而市价每斤为0.8元，相差0.62元；粉条收购价每斤0.28元，市价

每斤为0.38元，相差0.1元③。河北省怀柔县茶坞乡联合农业社反映，牲畜供应，比农业社到产地去买贵

得太多；成安县国庆农业社1956年产柳条2万余斤，供销社按每斤0.05元收购，农业社嫌价格低，未出

售，而毁掉大部④。江西省赣县吉埠农业社，1956年产10担瓜子，每担市价可卖60多元，供销社牌价则

每担只49元；鄱阳县双港乡供销社土硝收购价是每百斤54元，而景德镇市则为每百斤82元。由于供销

社收购价格低，与农业社所订的合同也难实现。有些产品，如鄱阳县双港农业社生产的零星麻线，因供

销社找不到销路，不肯收购⑤。

当然，由于农村供销社组织还不完善，经营力量亦尚有限，在业务运作中所存在的上述缺点和不足

是不可避免的，农村供销社自身亦在不断要求改进经营管理。如1954年7月，时任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

理事会主任的程子华在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临时理事会工作报告中就强调：“在收购业务上，除保

证完成国家收购计划外，并应积极收购农民需要推销的土副产品。”“加强农业生产资料的供应，开展预

购合同与结合合同制，促进以互助合作为中心内容的农业增产运动。”并指出：“供销合作社通过结合合

同向农民订购农副产品时，合同供应的商品品种，一般地以农具、肥料等主要生产资料为宜，并须做到货

源有把握，保证按照合同规定及时供应。包括品种过多，企图将农民需要购买或出售的商品完全通过合

同固定下来，经验证明是失败的。”“无论是预购合同或结合合同，在手续上要做到简便易行，认真履行合

同信用”⑥。1955年6月，供销合作总社进一步要求：“在经营方式上，不论接受国家企业部门或上级社委

托采购农产品、农产原料或其他物资时，都要积极地创造条件，逐渐地改变过去的代购方式为经营方

式。”“要积极认真地担负起自己负责采购的产品的采购、批发、调拨等全面安排的责任，并配合生产部门

通过供销业务和价格政策指导生产”⑦。供销合作总社在安排1957年工作任务时，要求“凡是有销路或

可能找到销路的土副产品和废品，都要积极地采取多种多样的方法收购上来。继续克服那种‘只重视大

宗产品、忽视小宗产品’的错误经营思想”⑧。等等。同时，供销社还不断训练技术干部⑨，提高他们对新

①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办公室编：《17个省、市、自治区1956年农村典型调查》（内部资料），第259页。

②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办公室编：《八个省土地改革结束后至1954 年的农村典型调查》（内部资料），第104页。

③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办公室编：《17个省、市、自治区1956年农村典型调查》（内部资料），第200页。

④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办公室编：《17个省、市、自治区1956年农村典型调查》（内部资料），第86页。

⑤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办公室编：《17个省、市、自治区1956年农村典型调查》（内部资料），第340页。

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390、391、392页。

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53—1957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商业卷》，第670页。

⑧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编：《中国供销合作社史料选编·第一辑》上册，第162页。

⑨如1950年7月至1954年7月，各级供销社办的干部学校、训练班共训练过38万余人，主要的是会计、统计和农产

品检验等一般业务干部。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5册，第403-4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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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农具、农药械、化肥等生产资料的经营能力。借此进一步改善和提高农村供销社的经营管理水平，适

应农村经济发展的形势。

结 语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人民政府所建立的供销合作社商业，在所有制上，是社员的集体所有制（即合

作社所有制）。在组织上，供销合作社是由分散的各负盈亏的合作社自愿联合起来的组织。在管理原则

上，供销合作社是以社员大会或代表大会为最高权力机关，并由社员大会或代表大会选举出理事会为其

执行机关，选举出监事会为监察机关。在资金构成上，供销合作社是以自有资金为主，所得盈余除向国

家缴纳所得税外，为社员群众集体所有①。在党和政府推动下，供销社在全国得到迅速发展，形成了一个

上下连接、纵横交错的全国性流通网络，不仅成为满足农民生产生活需要、组织农村商品流通的主渠道，

而且成为联结城乡、联系工农、沟通政府与农民的桥梁和纽带。供销社在经营管理上具有典型的群众

性、民主性、灵活性的特点。

供销社与农民通过建立合同制的供销关系，加强了农业生产的计划性，逐步把小农经济纳入国家计

划的轨道，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和供销社订立合同之后，可

以得到没有利息的预购定金，可以得到推销产品和供应生产生活资料的保证，可以得到技术上的指导和

帮助，还可以解决农民生活的困难，便于集中精力提高生产，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通过合同制，供销

社扩大了在农村的影响和阵地，加强了社会主义经济在农村初级市场上的领导作用，削弱了农民和私营

商业的联系，从而促进了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

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作为社会化大生产中一个相对独立的生产单位，它在产前、产中、产后必然

会与市场发生各种勾连。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后，原先城乡广泛存在的自由市场渐趋式微，农村商品

流通主要由供销社和国营商业来承担。供销社通过供销合同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发生经济联系，

进而帮助解决其产前急需的农具、种子等生产资料，产中农药、化肥等生产资料的需求，产后农副产品的

销路等问题，还有，及时提供市场需求信息（主要是副业生产），即可解除因市场信息不对称而造成的生

产的盲目性，这样就可以使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专注于提高生产经营管理水平。但是，农业社会主义

改造完成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供销社的供销业务要遵从于国家计划，使得以购销合同形式与之相联

系的农业社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亦服从于计划管理，导致其缺乏必要的活力。1958年“大跃进”后，供销

社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历经多次体制变革。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后，小农家庭变成独立的市场经营主体，释放了经济发展的活力，农村经

济得以较快发展，农业产业结构亦不断调整，形成了农、林、牧、副、渔多种产业共同蓬勃发展的格局，农

副产品极大丰富。但由于农业的脆弱性与同质性，农户家庭经营规模小，以及市场信息的不对称性而导

致的农产品销售难题等，始终制约着中国农业现代化的进程，如何克服这些不利因素促进农业和农村经

济进一步发展，构建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是当前解决“三农”问题需要重点关注的议题。为构建现代农

村商业物流体系，促进乡村振兴，2022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乡村建设行动实施

方案》，提出：“实施县域商业建设行动，完善农村商业体系，改造提升县城连锁商超和物流配送中心，支

持有条件的乡镇建设商贸中心，发展新型乡村便利店。”②就此而言，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建立农村供销

合作社直接与农民实行产销对接、拓宽农副产品销售渠道的做法，对当前仍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责任编辑：胡文亮）

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5册，第410页。

②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http://www.gov.cn/zhengce/2022-05/23/content_569188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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