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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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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沙湾市大泉乡种植类农民专业合作社土地规模化经营
郭兆刚

沙湾市农业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中国·新疆 沙湾

中国沙湾市大泉乡13个村队，耕地面积12.6万亩，4683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土地规模化经营自2013年沙湾县双泉农业专业
合作社经营运行开始，截至2022年，规模化规范运行的种植类土地股份合作社经营数量达到了16家，合作社入社社员达到
378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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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共赢制土地股份合作社经营规模由 2013 年最初的 0.32

万亩，发展到目前的 7.8 万亩以上经营规模。土地股份合作

社规模化经营有力推动了大泉乡机采棉标准化生产、机械化

操作、规模化经营、市场化服务的现代农业发展良好局面。

2 土地股份合作社规模化经营

合作社土地入股经营、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经营模式

被大泉乡广大农民群众普遍接受，并广泛应用。土地股份合

作社规模化经营方式有效促进了大泉乡现代农业向规模化、

机械化、高质量、高效益方向转变。实现由十年前的传统农

户分散经营到目前的合作社与农场大户规模化经营的现代

农业转变。目前，全乡直接从事农业种植经营主体只有 468

个，个体土地经营的面积规模在扩大，经营主体数量在减少，

农村劳动力得到大量解放。土地入股经营后，农民虽然不直

接从事能力生产经营，但土地种植经营利润收入没有减少。

大量劳动力进厂务工、运输服务、三产服务等工作，最大限

度地发挥了农村劳动力的价值，农民收入增加普遍。大泉乡

农业生产方式发生深刻转变，农民思想进一步解放，生活发

生也发生转变。

大泉乡种植类合作社普遍从事机采棉种植经营：统一

机耕整地、统一棉花品种、统一播种、统一田间管理、统一

收集采获、统一销售、统一核算、统一分红，合作社经营土

地的规模逐年在增大，合作社专业队伍也在逐年壮大。土地

股份合作社模化经营成为大泉乡农业节本增效、农民增收、

现代农业进一步发展的主要措施。共赢制土地股份合作社模

式促进了大泉乡现代农业向规模化、专业化、市场化、高质

量、高效益方向发展。

3 现代农业进一步发展的主要措施具体做法

3.1 严格按照法律要求运行
大泉乡共赢制土地股份合作社经营，严格按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合作社法》的要求进行运行。规范合作社运行

程序，遵循“入社自愿、退社自由、风险共担、利益共享”

原则 [1]。社员以土地入股份方式提出入社申请，社员大会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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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记名方式决议是否为社员，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确定社员身

份。按照土地入股方式入社，入股土地“确权、确股、不确

地”经营。通俗地说，就是所有入社土地都是由合作社理事

会进行经营管理，高产地块和低产地块都是合作社大家的，

采用统一生产经营、统一销售、统一核算、统一分红模式。

合作社土地入股种植经营，去除土地种植成本投入，种植经

营的所有利润按照土地入股的数量当年进行分红。

3.2 合作社严格议事程序，强化内部管理
①合作社运行中严格按照财务、事务理事会提议，监

事会复议，社员大会讨论决议的议事流程进行。合作社社员

大会决议确定合作社的经营项目内容，决策风险全体社员共

同承担：盈利分红，亏损担债，合作社理事会执行社员大会

决策。合作社社员大会具有本合作社最高的财务、事务决策

权。决策大家定、风险大家担、利益大家享。

②聘请财务专业人员对合作社的财务进行规范化管理，

定期对财务收支情况进行合作社内公布。做到合作社内部财

务、事务在合作社内部公开透明；财务、事务合作社内部公

开透明是合作社进一步发展、壮大的基础和关键；合作社内

部财务、事务若不公开透明，合作社必然不被社员信任，经

营必然不被认可，无法形成合力。

③大泉乡共赢制土地股份合作社土地规模化经营，广

泛采用现代农业规模化、机械化、精准农业技术应用，紧紧

依托沙湾市主导的优质棉产业开展经营；为了避免经营风

险，保障和提高合作社经营效益，实现经营效益最大化，避

免非优势产业的经营；曾尝试花生规模化种植、机采番茄规

模种植、辣椒规模化种植、蔬菜（白菜萝卜）规模种植等经营，

都因为农产品市场价格波动、规模化集中供应、种植技术未

能成熟掌握应用、生产经营习惯、产业化供应链条不紧密等

因素，经营效益不够突出，牢牢抓住优质机采棉产业优势开

展经营。

④合作社明确分工职责、打造一流管理团队。合作社

理事会作为团队核心，主要负责组织落实社员大会确定的经

营决策，落实决策经营的具体生产、管理。合作社理事会通

过招投标方式购买田间管理的社会化服务、滴管管理服务、

植保管理服务。合作社规模化种植生产，理事会负责具体措

施的落实机采棉生产管理：种植服务管理、植保服务管理、

滴管服务管理全过程，监事会负责经营中具体服务、服务质

量监督，并进行业绩考核，监督购买社会化服务的量化支出。

田间管理服务团队监督植保服务团队，植保服务团队监督滴

管服务团队，滴管服务团队监督田间管理服务团队。田间管

理服务费 180 元 / 亩，负责机采棉田间杂草除草和棉花打顶

尖工作；植保服务费 7 元 / 亩次，负责机采棉田间除草剂、

植保、化调、棉花脱落剂喷施；滴管服务亩 30 元 / 亩，负

责棉田滴水，滴水要求均匀，不旱不涝不浪费，没有跑冒滴

漏情况。服务量化，责权利相辅相成，责任明确。按照标准

化现代农业技术措施进行落实、量化、细化。

⑤有效承接农业项目，推动合作社土地规模化经营。

依托合作社规模化种植经营推进整村机械深松耕项目实施，

降低经营成本。机械深松耕亩招标价 40 元，政府项目补贴

30 元，合作社补贴 10 元后，农户 0元落实机械深松耕项目。

大泉乡 2015—2021 实施机械深松耕项目 15 万亩以上。合作

社土地规模化连片经营更有利于农业大型机械高效率操作；

耕作质量能够严格按照农机标准要求进行作业操作；全面推

行秸秆还田、秋季深施肥、犁地、土地平整保墒，上年秋季

达到待播状态，经过冬春季雪水淋溶，耕作土壤实现上虚下

实的良好整地，实现下年春季良好整地、充裕时间早播、充

分早播准备的有利条件（适合本地的）。共赢制土地股份合

作社规模化经营促进大泉乡现代耕作制度的有效建立，探索

实现了精准农业措施广泛应用；探索建立土地经营权入股经

营的现代合作社经营模式 [2]。共赢制土地股份合作社规模化

经营的农业经营机制、体制建立，形成合作社规模化经营市

场竞争力强、经营效益高、农民接受认可、政府满意的良好

经营方式。

⑥大泉乡共赢制土地股份合作社规模化经营以市场为

导向，采取“合作社 + 公司 + 基地”的运作模式，积极与

农业生产性龙头企业对接，签订、落实机采棉种植订单。

4 大泉乡共赢制土地股份合作社规模化经营
的做法和要求

①合作社经营以诚实守信经营理念为根本，树立良好

的社会诚信声誉。依托现代农业科技为支撑，多方合作不断

提高壮大合作社经营效益。2021 年，大泉乡双泉农业专业

合作社开展机采棉 4.4m超宽膜种植技术应用达到 0.8万亩，

增产22~35公斤 /亩，沙湾市机采棉技术应用领先，效益突出。

②充分应用农村土地经营权确权的基础条件，进一步

规范共赢制土地股份合作社规模化经营土地经营权入股经

营的有效流转。确权经营权土地合作社入股经营后，政策引

导并积极促进合作社入股土地经营权“小证”换“大证”；

合作社土地经营权换“大证”与农商银行贷款抵押，从而改

变了社员先期垫付种植成本的经营模式，从根本上解决种植

类合作社经营种植资金投入的瓶颈，市场手段解决合作社对

种植经营的资金需求。合作社土地经营权换“大证”与农商

银行贷款抵押，获得的贷款资金只能用于当年的种植经营，

不得用于其他经营，避免合作社非种植经营产生不必要的债

务风险。

③合作社作为独立社团法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从事

市场经营活动，独立承担经营决策风险、生产管理风险、市

场经营风险。合作社市场化生产经营活动按照法律、法规、

政策等要求进行运行，不受其他单位组织的领导。合作社经

营运行完全能够做到谁经营谁承担风险，谁决策谁承担风险

的方式进行。村队区域内的合作社经营接收村党支部的指

导、建议，合作社经营最终的决策权由合作社社员大会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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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社规范化运行不存在被部门越位、抢位、错位、失位的

情况，合作社作为独立社团法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按照市场

规律开展有效的市场经济活动。大泉乡村队区域内经营规范

的合作社具备经济实力强、社员关系紧密的特点，但合作社

不得参与村级事务的管理。村级事务管理包括：村级选举事

务、村级基础设施建设事务、村级党建事务等，以上事务只

能依据村队村民的身份参与，大泉乡合作社有不参与政务的

运行要求。

④合作社在市场经营活动中，不得进行社会性融资活

动。合作社若有社会性融资行为一律视为金融诈骗行为。合

作社不得进行社会性融资行为是规范合作社健康发展的重

要环节。合作社不得进行社会性融资是社会监管合作社发展

的重要内容，有效避免合作社经营出现违反金融政策的颠覆

性行为发生。

⑤乡村两级有组织的推进村队合作社发展的专项工作。

把讲诚信、懂技术、会经营的致富带头人（最好是党员）培养、

发展成为引领村队合作社发展的理事长，带领群众广泛深入

地开展村队共赢制土地股份合作社规模化健康经营发展 [3]。

合作社规模化经营健康发展，人才是关键因素。特别是懂经

营的人才引领，有效避免经营亏损、决策失误、市场对接不

畅、市场信息不准、种植管理不当、现代农业技术应用生疏

等一系列不利因素。没有讲诚信、懂技术、会经营的合作社

理事会成员引领，村队合作社不可能得到长足健康发展。

⑥大泉乡共赢制土地股份合作社规模化经营中合作社

理事会工资问题。

截至目前，大泉乡土地股份合作社理事会成员开展合

作社经营活动不拿工资。合作社经营利润的多少不能明确量

化理事会工资多少，合作社理事会劳动服务的责、权、利不

能准确的工资量化。解决途径，村集体土地合作社优先承包

入股，次入股土地优先合作社理事会成员、合作社从事管理

服务社员，增加合作社理事会成员和合作社管理服务人员实

际土地入股的数量，土地入股规模保持在 200~300 亩，让

合作社理事会成员和合作社管理服务人员土地入股的数量

增加，赢利了分红多，亏损承担债务多，责权利相辅相成。

5 大泉乡共赢制土地股份合作社进一步发展
的目标和方向

①依托合作社土地规模化发展规模，充分发挥示范带

动作用，进一步规范合作社内部民主、法治、规范经营发展，

促进土地股份合作社规模化方向现代农业标准化方向发展。

合作社发展需要大量懂技术、会管理的专业技术人员，需要

不断提高。

②依托大泉乡现有农副产品品牌，大力拓展增收渠道，

积极申报合作社自主品牌，依托优质农产品种植优势延伸合

作社农产品精深加工，有效拉长优势农业产业链，提升农产

品附加值，提升农产品竞争力。

③依托沙湾市阿里巴巴产业带平台，提升和扩大农民

合作社的市场把握能力，改善销售方式，促进合作社向集团

化发展。

④依托项目支持，发展智慧农业、生态观光农业，促

进完善合作社农业农产品初级工、仓储、深加工领域拓展，

促进农业转型。

6 结语

合作社的管理层入股面积大，若不尽心尽力，亏损最

大；合作社内部土地扭转情况，有意识优先合作社管理层

认股，适当增加合作社管理层土地入股的数量。合理调配

土地入股数量，让合作社经营的责、权、利合理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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