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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代中期以前的中共合作社主张与实践

侯 德 础

内容提要 早在大革命时代 ,中 国共产党因受孙中山、列宁提倡合作社和苏俄大

力发展合作社的影响 ,就 对当时工农运动中初兴的合作社潮流表示了热情支持。第二

次回内革命战争时期 ,党 为了坚持和巩固革命根据地 ,又 大力发展生产、消费、粮食和

信用等合作社 ,逐 渐形成了自己在革命和建设中依重合作社的传统,以 及发展合作运

动以生产合作社为主 ,兼 及各类、全面扶持的方针。当然,当 时也出现了一些偏激的做

法。所有这些,都 对中国以后的合作运动产生了深刻的历史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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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社运动是近代以来世界各国普遍流行的一种劳动者协作互助、共谋利益的群众运动。中

国共产党在其漫长的革命历程中,也曾在延安时代和新中国建立以后大规模地推行合作社运动 ,

留下了许多经验和教训 ,受到史学工作者的极大关注。然而 ,中 国共产党对合作运动的提倡始于

何时?其早期合作社实践的情形究竟怎样?历来乏人研讨或语焉不详。因此 ,本文拟对 30年代

中期以前 (大革命时代到红军长征之前)的 中共含作社主张与实践作一粗浅的述论。

中国共产党对合作社的提倡 ,要追溯到工人运动风起云涌 ,农 民运动波澜壮阔的大革命时

代。早在 192返 年 3月 1日 ,恽代英就在《中国青年》上发表《何谓国民革命》一文 ,提 出了国民革命

要为全体国民谋求的福利之-,就是
“
国家拨款辅助农人、小工人、都市贫民组织消费合作社。即

以此为筹办各种公益事项的机关
”E【彐。这是我们目前见到的党的领导者最早倡建合作社的文字。

同年 5月 ,在广州市工人代表会通过的 ⒛ 个决议案中,第 15个是
“
组织合作运动委员会

”
。其中

规定 :“ -、 合作运动委员会以工会为单位 ,由 若干工会派出代表组织之。二 1委员由执行委员会指

派 :”
[2]这说明合作运动已成为当时工人运动的重要内容之一 ,否则广州工人代表会也就没有必

要专门成立一个合作运动的机构。1925年 5月 间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其《工农联合的

决议案》中,又提出 :“工会应设法提携农会进行 ,并助其发展经济的组织 ,如 合阼社等。
”「3刁 6月 13

日,中共广东区委在对于广东时局宣言中,就工农方面的最低限度要求亦强调 :“扶助工农经济合

作事业之发展。
”E4彐 与此类似的简短决议还散见于同一时期党和工农组织的各种宣言和决定中。

其共同特点是都鲜明地表示了肯定、提倡合作社的态度。遗憾的是大都言简意赅 ,对当时合作运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总第 102期

动的情况与内容未作更深入的阐发。

大革命时代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合作运动作较详记载的 ,当 首推 1926年 5月 广东省第二次

农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农民合作运动决议案》,其 中谈到 :“大会接受了农民合作与农民运动报告

之后 ,深信此等经济组织 ,实为农民利害切身的组织 ,可确立并巩固农民运动之基础。其对农民现

在所受经济上的痛苦及压迫 ,确能解除其大部分。例如信用合作社 ,确能谋贫农间金融之流通而

减轻其借贷之利息 ,以 抵制地方土豪、地主等高利贷。购买消费合作社 ,确能使农民收价廉物美之

效果 ,而使其生活容易减少层层奸商之盘剥。贩卖合作社确能使农民卖得其值 ,不致为奸商、土豪

垄断其利益。生产合作社 ,确能增加并改良农民之生产 ,而使其生活上有裕余。因此 ,本大会决定

对合作社之组织 ,今后当努力向农民宣传 ,并促实现。
’’Es]显 然该决议表明 :一 、当时广东农民已经

对信用、购销、贩卖和生产等不同类型的合作社进行过一定尝试 ;二 、当时广东农民的合作运动是

成功的,确为农民带来了不少实利 ;三 、我们党将合作运动与农民运动相提并论 ,实际上就是把农

民合作社当成是农民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 ,主张以此来
“
确立并巩固农民运动之基础

”
,“ 今后当

努力向农民宣传 ,并促实现
”
。这正式表明了共产党赞成和提倡合作社的鲜明态度。

真可谓无独有偶 ,在同年 12月 召开的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上 ,也通过了一个类似的

《农村合作社问题决议案》。该文件将合作社界定为
“
互相扶助、互相救济 ,以 排除互相的不利 ,而

增进互相的利益的组织
”
。并强调 :“贫苦的农民,为 免除高利贷的盘剥 ,应组织

‘
信用合作社

”
;

“
为免除辛苦收获的农产品卖出时受奸商压抑价格过低之弊起见 ,应组织

‘
贩卖合作社

”
;“农民

日常消耗品,如油、盐、布匹、杂货等类 ,历受商人居间剥削 ,常时出了高价买了劣货 ,急应组织
‘
消

费合作社
”

;“这三件事最为急务。因此上述三种合作社之组织 ,最为迫切
”

,“此外为谋农田水利

之改进 ,农业生产力之增加 ,亦可组织
‘
生产合作社

’。为谋农具、种子、肥料之廉价 ,并迅速获得 ,

亦可组织
‘
购买合作社

’⋯⋯”[6彐 。值得注意的是 ,这次大会是在毛泽东直接参与下召开的 ,他在大

会上的演讲 ,成为大会最重要的主题报告。因此 ,湖南第一次农代会关于农村合作社问题的这个

决议案 ,也间接反映了毛泽东当时对合作运动的若干赞许的观点。正因为如此 ,毛泽东在翌年 3

月发表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就把合作社运动作为湖南农村大革命农民创行的第十三

件大事。他指出 :“ 合作社 ,特别是消费、贩卖、信用三种合作社 ,确是农民所需要的。他们买进货

物要受商人的剥削 ,卖 出农产要受商人的勒抑 ,钱米借贷要受重利盘剥者的剥削 ,他们很迫切地

要解决这三个问题。
”
他还谈到 ,“去冬长江打仗 ,商旅路断 ,湖南盐贵 ,农民为盐的需要组织合作

社的很多。地主
‘
卡借

’
,农 民因借钱而企图组织

‘
借贷所

’
的 ,亦所在多有

”
。然而大的问题 ,就是

没有详细的正规的合作社组织法 ,“各地农民自动组织的 ,往往不合合作社的原则 ?。 所以毛泽东

认为 ,“假如有适当的指导 ,合作运动可以随农会的发展而发展到各地
”[7Ⅰ 。

如果说上面辑录的仅是党的局部组织和个别领袖对合作社的观点和主张 ,那么 1927年 5月

在宁汉对峙、革命危机空前严峻关头召开的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就对当时的合作运动作了

全党性的表态。其《土地问题决议案》,将
“
建立国家农业银行及农民的消费、生产、信用合作社

”
,

列为国民革命中农民政纲的第六条 ;而《职工运动决议案》,也把
“
设立国家商店 ,公买一切日用品

(食粮燃料等),并发展合作社等等的组织
”
,作为职工运动新方针的第五条。以此观之 ,大革命时

代中国共产党对工农群众的合作运动持太力提倡和热情支持的态度 ,乃是不争的事实。

众所月知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基本任务是
“
打倒列强除军阀

”
。在如火如荼的反帝反封建

斗争中,共产党人何以要大力支持被后人针砭为
“
带改良主义色彩

”
的合作运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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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合作运动自五四时期在中国兴起后 ,经薛仙舟、马君武、于树德、戴季陶、搂恫生等合作

主义宣传者和《平民》周刊、平民学社、上海合作联合会等合作主义社团的鼓吹和初试 ,已经有些

影呐。1923年 ,在华北赈灾中建立的华洋义赈会开始在河北推行农村信用合作运动 ,次年已小有

成效 ,从而进-步引起了国人对合作社的兴趣。192在 年 8月 3日 ,孙中山先生在讲释民生主义时

指出 :“现在世界天天进步 ,日 日改良,像以前所讲的分配之社会化 ,是一种新发明。这种发明叫做

合作社。这种合作社是由许多工人联合起来组织的。工人所需要的衣服饮食 ,如果要向商人间接

买来 ,商人便从中取利 ,赚很多的钱。工人所得的物品 ,一定是要费很多的钱。工人因为想用贱价

去得好物品,所以他们便自行凑合,开一间店子。店子内所卖的货物 ,都是工人所需要的。所以工

人常年需要货物 ,都是向自己所开的店子内去买 ,供给既便利 ,价格又便宜。
”r:Ⅰ 孙中山先生以极

通俗的语言介绍了工人消费合作社 ,赞许之意溢于言表。而后他在民生主义第二讲论及用和平方

法来解决经济问题时 ,又把
“
分配之社会化就是合作社

”
,作为四种方法的最后一种㈣。孙中山的

这些思想 ,成为当时国民党人进行国民革命的奋斗目标之一 ,如 1926年 1月 召开的国民党二大 ,

就分别在通过的工、农运动决议案中,写上了
“
切实赞助工人生产的、消费的合作事业

”
和

“
从速设

立农民银行 ,提倡农民合作事业
”
等条款。显然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 ,致 力于国共合作的申国共

产党 ,决无理由要反对为孙中山提倡的合作运动。

其次 ,十月革命后 ,列宁一再强调 :“整个社会应该变成劳动人民的统一的合作社
”

,“无论在

供应或分配方面 ,整个社会应该是一个统一的合作社。
”E】叫1921年 3月 ,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按

列宁的建议取消了
“
战时共产主义

”
时期对合作社的限制 ,修改了合作社条例 ,“来改善和发展合

作社的机构和活动
’’El刂 。5月 9日 ,俄共中央向全党发出《关于合作社的一封信》,要求各级党组织

和全体党员关心合作社工作 ,给合作社更大的行动自由和独立性 ,并注意它的发展情况。12月 28

日,全俄苏维埃九大又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社的决议 ,提 出建立农业合作社是苏维埃国家农业政

策的主要组成部分。翌年 1月 ,列宁更发表了著名的《论合作社》,强调 :“在新经济政策时期 ,使我

国居民充分广泛而深入地合作化 ,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
”“

在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取得了阶

级胜利的条件下,文 明的合作社工作者的制度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帅叨由于大力发展合作社 ,

1923年苏联仅有农业合作社 31zO0个 ,1925年 已达 54800个 ,参加的农户达 650万 户 ,占 农户总

数的 18%。 另有消费合作社 25600个 ,参加的农户达 900万户 ,占 农户总数的 22.7%;信 用合作

社 86000个 ,参加的农民达 Ⅱ0万人E13)。 同一年 ,苏联还有各种工业含作社 8641个 ,拥有 406500

名社员D刂彐。当时苏联大力发展合作社的经验和实缋 ,是很令中国共产党人神往的。

再次 ,也是更重要的 ,合作社是大革命时代工农运动中工人、农民为了维护自已切身利益而

普遍自发建立的一种组织。作为工农利益捍卫者的共产党人 ,一 向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 ,也 自然

不会因为要反对这种组织而站到工农的对立面。

然而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 ,共产党人对合作运动的态度一度低落。其原因在于 :客观上当时

阶级斗争空前尖锐 ,而且党的主要注意力已转向武装暴动和游击战争 ;主观上当时党内许多同志

都认为
“
合作

”
有缓和阶级意识的消极作用 ,不赞成再推行合作运动。因此 ,自 《

“
八七

”
会议告全党

党员书》起 ,在党的一系列文件中,一度再也找不到关于合作社的字句。1927年 11月 中共中央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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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更把
“
改良主义的渐次实行

”
,作为

革命潮流低落的原因之一。这样 ,当 时在执行城市工人起义和农民总暴动的策略下 ,在强调残酷

斗争和反对
“
调和

”
与

“
改良

”
的氛围中,合作社也就从党的工作中销声匿迹了。

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创之初 ,红军供给的主要来源 ,一是没收地主豪绅、军阀官僚的浮财 ;二是

取自新占领的区域与城镇 ;三是缴获国民党军队的给养 ;四是在苏维埃区域征收赋税。应该说这

种补给方式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和不稳定性。随着革命根据地的扩大和土地革命的深入 ,上述办法

更日趋因难。因为苏区内部已无土豪可打 ,且苏区内能攻占的县镇也尽数占完。周围县市 ,敌人

重兵设防 ,又攻之不易 ,何况那里的富户早已纷纷转移财物它去。所以即使开辟了新区,也未必有

多少土豪、官僚的财货粮饷可打。由于频繁而残酷的战争破坏了苏区经济 ,征收赋税亦很艰难。更

为严重的是 ,国 民党军队在苏区的大肆烧杀抢掠和苏区青壮年农民大量参加红军 ,使根据地面临

着耕牛和劳动力的严重匮乏。正是在这种情况下,1930年 前后 ,当共产党人采用种种办法来加强

苏区经济建设之际。合作社又被作为∵种有效手段重新启用。

1928年 ,湘赣边界苏维埃政府为解决劳动力缺乏 ,“根据井冈山地区过去就有的农忙时换工

的习惯 ,动员和组织群众实行劳力换工和耕牛互助 9对军烈属的土地组织劳力实行包耕、代

耕
”[15彐 。1930年春 ,闽 西根据地上杭县的才溪乡也组织了这种劳动互助的

“
耕田队

”
。6月 毛泽东

到才溪调查 ,对
“
耕田队

”
大加赞扬 ,提出

“
耕田队应提高一步叫互助组

”[16〕 。翌年春 ,才溪的
“
耕田

队
”
扩大为全乡范围的劳动合作社 ,进行劳动力调剂和除了义务帮助红军家属以外的有偿互助。

类似的劳动合作社也先后出现在湘鄂赣、赣西南、鄂豫皖等苏区 ,只是名称各异 ,分别称为劳动互

助社、生产流动小组、互助团、代耕队、变耕队等等。一些地方为缓解耕牛不足 ,还提倡耕牛互助 ,

如湘鄂西设立
“
公共犁牛站

”
,湘鄂赣组织

“
牲畜农具经理处

”
,其实皆为合作社性质的互助团体。

为了解决根据地内部因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扩大而出现的谷贱伤农问题 ,1929年 11月 ,

才溪乡还率先创办了消费合作社。随后各地效仿 ,纷纷建立消费合作社和粮食调剂局 9不 但使消

费合作社迅速在苏区推广 ,也对打击奸商 ,平抑物价 ,缩小
“
剪刀差

”
起了积极的作用。

苏区的手工业合作社也得到发展。1929年 ,党就决定在根据地刨办手工业生产合作社。鉴于

当时工人集股确有困难 ,又决定了
“
办生产合作社 ,由 苏维埃出本钱 ,叫工人来工作

”
的民办公助

政策巳7彐

,造成有利于手工业合作社发展的条件。1930年 3月 ,赣西南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和闽西第

一次工农兵代表会议 ,都把
“
办理合作社

”
作为发展手工业的重要措施。如永新、兴国两县 ,都把私

人的生产工具和缝纫机、打袜机等集中起来 ,建立起小规模的生产合作社。有的地方则办起了互

助合作的贫民工厂。1931年春季到秋季 ,闽西仅永定县就建起合作社 4个 ,拥有基金 638元「1:1。

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代 ,中国共产党领导台作运动的高潮时期 ,还是 1931年 11月 7日

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以后。当时该

政府实行了全面扶持合作社发展的政策 ,对农业生产互助台作社、手工业合作社、粮食和消费合

作社一并提倡 ,多头推进。并尽量为合作社发展提供优惠条件。1931年 12月 ,中 央在《暂行税

贝刂》中明确规定 :“生产合作社 ,经县政府批准备案的得由县政府报告省政府 ,许可免税。
”1932年

4月 12日 ,临时中央政府又颁布了《合作社暂行组织条例》,“正式宣布台作社组织为发展苏维埃

经济的一个主要方式 ,是抵制资本家的剥削和怠工 ,保障工农劳动群众利益的有力武器 ,苏维埃

政府并在各方面 (女口免税运输、经济房屋等等)来帮助合作社之发展
”
。条洌规定 :“ 合作社系由工

农劳动群众集资所组织的
”
,应把

“
富农资本家及剥削者

”
排除在外 ,并将合作社的种类统一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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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消费、生产、信用三种 ,简要地区划了每-种的功能和经营范围。对社员的股金 ,当 时规定每人

不能超过 10股 ,每股金额不能超过 5元 E19〕 。这个条例和以后颁行的《合作社标准章程》9对苏区

合作社的宗旨、性质、组织原则t资金来源、营业范围、红利分配等问题 ,都作了明确规定 ,有利于

指导合作组织的健康发展。同年 8月 21日 ,政府入民委员会还就发展粮食合作社问题发表训令 :

“
限 10月 底以前各主要县份”必须儆到每乡都有粮食合作社的组织。

’’JJ要
造成不加入合作社就是

革命者的耻辱的空气
”
,但又

“
要使群众自动的加入 ,无论如何不可有丝毫强迫命令的态度

”E2叱 。

这似乎有些矛盾 ,但它毕竟反映了当时苏区推行合作社愿望之迫切。

正是在这种大力倡导下 9苏 区的合作运动一时竟盛况空前。例如 1933年兴国县长冈乡的劳

动互助社达到了
“
四村每村-个 ,除红属外凡有劳动力的 ,十 分之八都加入了,全 乡社员三百

多
”Ez闸 。到 1934年 ,兴国全县的劳动互助社达到 1206个 ,共有社员 22118人 ,仅在二三两月申就

调剂了 7681个工E22彐 。瑞金县也扩太劳动互助社员 10000余名 ,妇女占了半数「zsl。 发展迅速的还

有犁牛合作社。据当时的资料汇总计算,1934年上半年 ,仅瑞金、兴国、长汀、西江 4县 ,就有犁牛

合作社 459个 ,已拥有相当数量的耕牛与股金。

再看手工业合作社的情况,1933年 8月 前 ,中央苏区 17县有手工业合作社 76个 ,社员 9276

人 ,股金 29351元 。到翌年 2月 ,已发展到 176个社 ,社员 32761人 ,股金达 58552元 。其他苏区

的手工业合作社也有较快发展。如湘赣 ,到 1932年 10月 发展到 96个 。闽浙赣 ,到 1933年底发

展到 50多个。川陕、湘鄂赣、湘鄂西、鄂豫皖也都办起了各种手工业合作社或协作社。这些社少

则数人 ,多则几十人至百余人。据不完全统计其经营范围也有造纸、织布、织袜、造农具、烧石灰、

采煤、冶炼、染布、竹编、制糖、做伞等 30多种cztˉ 。

至于消费与粮食合作社,1933年 7月 中共中央组织局曾拟具其发展规划 ,要求
“
每一个乡苏

(维埃)建立一个粮食合作社 ,一个消费合作社
”
。要求江西省发展粮食、消费合作社社员各 50万

人 ,股金各 50万元 ;福建省发展粮食、消费合作社各 10万人 ,股金各 10万元。其后两省苏维埃政

府相继召开会议”具体落实这-部署,从而使这两类合作社的数量迅速增加。请见下表 :

1933年 8月 以前 1933年 8月 以后

消 费

合作社

社数(个 ) 11吐 0

社员数(人 ) 82940 295993

股金 (元 ) 91670 322525

稂 食

合作社

社数 (个 ) 457 1071

社员数 (人 ) 102182 243904

股金 (元 ) 94894 242097

(资料来源:李 占才等《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史》第 118页 ,安徽教育版社 1990年版。)

综上所述 ,足 以说明第二次国内萆命战争时期 ,随着土地革命的深入和工农武装割据的发

展 ,中国共产党对合作运动采取了大力提倡的积极态度 ,曾 在各苏维埃区域大规模地发展生产、

消费、粮食、信用等合作社 ,取得了发展根据地经济、支持红军战争的积极效果。因此 ,也可以将这

段岁月视为中国共产党大规摸试验和实践合作社的重要时期 ,虽 然由于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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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被迫开始战略大转移而中辍 ,但中国的合作运动史实在应该对其大书特书。

中国共产党这个时期的合作社主张与实践 ,究竟为我们留下了哪些值得思索之处呢?

(-)由 于共产党人欢迎和提倡合作社 ,这一时期开始形成中国共产党重视和运用合作运动

的传统。大革命时代 ,当 传入中国不久的合作社思潮开始发展成群众运动之际 ,共产党人就表示

了热情的支持 ,并未简单地把群众性的合作运动斥为
“
改良主义

”
加以摒弃 ,而是因势利导 ,将 合

作社作为加强工农运动的具体内容之一 ,从而把合作运动与政治革命有机地结合起来。土地革命
战争时期 ,亦未因当时国民党也在大搞农村信用合作 ,中国共产党在利用合作社这种形式时就采

取f凡是敌人拥护的,我 们就要反对
”
的僵硬态度 ,而是从苏区的实际需要出发 ,因地因时制宜地

发展各类合作社,使合作社日益成为工农武装割据的重要经济支柱。1934年 1月 ,毛泽东在分析
苏区经济结构时指出:“现在我们的国民经济,是 由国营经济、合作社事业和私人事业这三方面组
成的。’’

r合
作社事业,是在极迅速的发展中。”[25彐 这就不但提出了苏区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是成份

多元化的混合经济的观点,还把合作社经济定性为介于公、私经济之间的一种发展势头极旺的经
济形式,也就是劳动群众的集体经济。只要有共产党的领导,这种经济将必然走向社会主义。也
正是基本这点,共产党才能

“
正式宣布合作社组织为发展苏维埃经济的一个主要方式

”
,从而也就

奠定了中国共产党人依重合作社的理论基石。
(二)这一时期也开始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合作运动的新特点。自18狃 年英国罗奇德尔

(Rochdale)地 方的 zB个法兰绒织工组织的消费合作社
“
公平先锋社

”
问世以来 ,世界合作运动太

体局限于消费和金融领域。因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各类生产合作社限于规模、资金、技术条件 ,

很难与大工业、大农场抗衡,所以欧美、日本等国合作运动虽发达,却 皆以消费合作社、信用合作
社居多,而鲜有生产合作社。合作运动传入中国,不论是作为救灾慈善机构的华洋义赈会还是国
民党政府 ,都生搬硬套地依样画葫芦,在中国农村大搞信用合作社和消费合作社。这种做法,丝毫
也未曾触及反动腐朽的封建土地制度 ,而且也忽视了振兴农村经济的关键是发展生产力。其结
果,自 然是药不对症 ,就连施放的信用、消费贷款也都异化为农村土豪劣绅滥放高利贷的基金。大
革命时代,共产党人在支持合作运动之初 ,也曾以提倡消费、贩卖、信用、购买等合作社为重点。这
是因为他们当时还相对缺乏合作运动的实践 ,也只能对工农群众按国际成例来组织合作社持赞
助态度。进入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革命已经解决了苏区农民的土地问题 ,苏区面临的
最大因难 ,就是在战争和封锁条件下出现的劳动力、耕牛、粮食和日用工业品的极度匮乏。在这种
情况下,屮国共产党把发展各种互助协作的生产合作社作为推进合作运动的主要内容 ,实行以生
产合作社为主,对各类合作社全面扶持,一并提倡的方针,无疑是十分正确的。因为这样一来 ,就

紧紧抓住了发展苏区经济,根本还在于发展生产力这个关键,也充分利用了生产合作社在缺少大
工业、大农场的中国客观上还具有的广阔的发展空间。而生产发展了,其他各类合作社也就更有
自己的用武之地。这一与世不同的合作社发展模式,后来在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的大生产运动
中,在新中国建立后的农业和手工业合作化运动中,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以合作社或股份合作
制的方式来发展工农业生产,振兴经济特别是振兴贫困地区的经济,直至今日也应该不失为一种
积极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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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也要看到这一时期共产党人推行合作社的一些偏激做法 ,亦 为他们今后在大规模的合

作化运动中发生失误埋下了若干隐患。从世界各国合作运动的规律看 ,一般都是先由群众采取 自

下而上的方式组织合作社 ,而后由政府颁布法令予以规范 ,并给予一定的资金、物质保障。中国的

情况比较特殊。由于多数民众缺乏文化知识 ,且习惯于自给 自足的生活方式 ,不懂合作社的原理 ,

所以除了零星的合作社 ,凡属大规模的合作运动 ,无 一不是由政府或党派团体自上而下来推动

的。例如华洋义赈会在河北等省举办的合作事业 ,30年代国民党政府发动钓农村信用合作社运

动和中国共产党在苏维埃区域开展的合作社运动等。应当承认 ,自 上而下地发展合作社 ,因可借

助于政府或党派的行政力量的权威和经济实力 ,一般说来较易推动合作运动的迅速发展。但若过

分强调和迷信使用这种力量 ,就会对组织合作社的群众产生强制的压力 ,不但对 合作社的发展欲

速则不达 ,也无形中背离了合作社精神中最重要的自愿原则。如前所述 ,共产党人在土地革命战

争时期 ,曾 经提出
“
限 10月 底以前各主要县份 ,必须做到每乡都有粮食合作社的组织

”
,“ 要造成

不加入合作社就是革命者的耻辱的空气
”
,并且还 自上而下规定了乡、省各级发展粮食、消费合作

社的数量、社员人数和股金总颔的指标。尽管这种做法在严酷的战争环境和苏区人民衷心拥护共

产党的情况下是卓有成效的 ,但这毕竟不是发展合作社的最正确完美的方法 ,更不是唯一的方

法。遗憾的是 ,在建国后的和平建设环境中 ,我们仍出于习惯把这些办法奉若经典 ,在农业和手工

业合作化运动中还是一味自上而下地订指标 ,下任务 ,限 日期 ,甚至较前有过之而无不及。那么出

现操之过急、发展过狂、强迫命令、搞
“
一刀切

”
等等流弊自然也就在所难免。试想 ,如果我们对合

作社理论的研究更透彻一些 ,对党史上合作运动经验教训的反思更及时更深刻一些 ,对发动群众

运动的态度更谦虚谨慎一些 ,我们是否会少犯一些错误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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