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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罗奇代尔公平先锋社是19世纪蓬勃兴起的合作社运动中第一个真正获得成功并得到发展的合作

社。文章详细分析了其成立的社会背景,总结了奠定其发展基础的办社原则,从成员人数变化、交易量和交易

额、业务创新以及教育培训等方面对其发展做了描述,并从注重分配公平、尊重社员民主权利、发展教育培训、经
营规模化等方面,探讨其对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 罗奇代尔公平先锋社;农民专业合作社;成立背景;办社原则;发展历史;经验

中图分类号:F27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456(2014)01-0131-08

  罗奇代尔公平先锋社(RochdaleEquitablePio-
neers’Society)被国际合作社联盟视为现代合作社

的雏形,同时是“合作社原则”的奠基者。在全球合

作运动蓬勃发展的今天,罗奇代尔公平先锋社的历

史意义和精神价值依然吸引着合作运动研究者、合
作社组织以及合作社成员的关注。探索罗奇代尔公

平先锋社产生和发展的历史,积极汲取其发展中的

有益经验,对当前我国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大有裨

益。本文是基于笔者在英国罗奇代尔地区访问罗奇

代尔公平先锋社博物馆及曼彻斯特大学工作人员的

基础上,结合在牛津大学图书馆搜集的文献资料,从
历史角度,对罗奇代尔公平先锋社的百年发展历史

进行描述、总结和思考,以期对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

如何能够结合实际、更好地发展提供借鉴。

  一、罗奇代尔公平先锋社成立的社
会背景

  罗奇代尔公平先锋社成立于1844年,当时的英

国第一次产业革命方兴未艾,欧文的合作思想和实

践以及美法等国的民主运动,都在一定程度上成为

罗奇代尔公平先锋社成立的重要社会历史背景。

1.第一次产业革命的影响

产业革命带来的影响犹如一把“双刃剑”,一方

面改变了生产条件和方式,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另
一方面它创造了新的生产关系,产生了2个相互对

立的阶级,社会矛盾不断加重。此外,随着产业革命

的深入,罗奇代尔的人口结构也发生了变化。这些

是罗奇代尔公平先锋社产生的重要社会经济条件。
罗奇代尔位于英国兰卡郡(Lancashire)和约克

郡(Yorkshire)的交界处。第一次产业革命发生之

前,罗奇代尔地区的主要产业是以羊毛生产为主的

纺织业,而且生产主要以农民织工利用手工织机纺

织为主。技术发明和应用引发的产业革命发生在

1760-1830年间,它改变了生产方式,提高了生产

力。在罗奇代尔,1791年左右出现了机器工厂,

1820年左右建立了第一台棉纺织动力纺机,1830年

建立了第一台羊毛纺织动力织机,随着机器工厂数

量急速扩张,纺织业很快实现了工业化[1]。随着纺

织业的工业化,工厂对有技能的纺织工人的需求增

加,依靠传统生产方式的农民织工逐渐放弃手工纺

织所带来的微薄收入,开始在工厂里寻求就业。
产业革命在创造高生产力的同时,也创造了新

的社会生产关系,形成了2个相互矛盾和对立的阶

级:资本主义统治阶级和以工人为代表的无产阶级。
产业革命带来的阶级间巨大的收入差距以及资本家

对工人的无情剥夺,使这2个阶级之间的矛盾不断

激化。在罗奇代尔,关于19世纪40年代前后产业

工人的工资,虽然没有明确的数字记载,但是根据文

献资料可以得知,在40年代早期,棉花贸易中曼彻

斯特工人们的工资水平要比罗奇代尔的高。罗奇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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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工人们的低工资表现为:采用手工织机的纺织工

人每周的收入只有7~8先令(相当于70~80便

士),羊毛业的手工织机织工比这稍好些,但是收入

也低。机器纺纱是产业革命创造的新兴技能贸易之

一,工资相对较高,但这也只是针对男性工人而言,

Cole的研究表明,在1839-1840年,羊毛业中使用

动力织机的男性织工一个星期的满额工作(每天工

作9小时)可以赚到13~14先令;女性工人得到的

相对较少,即使是技能工人也是如此[2]。在羊毛贸

易中,女性动力织机织工在40年代早期能挣90便

士,在棉花贸易中同样多或者稍多。必须强调的是,
经济萧条也影响着棉花和羊毛纺织业,特别是后者,
这使工资已是很低的工人雪上加霜。在这个阶段,
人们生活在饥饿之中,忍受着生活水平不断下降的

痛苦。在1841年,罗奇代尔有136人依靠每周6便

士生活,200人依靠每周10便士生活,508人依靠每

周16便士生活,855人依靠每周20便士生活,1500
人依靠每周不多于1先令生活,罗奇代尔成为了“饥
饿之城”[2]。

与此同时,随着产业革命的深入,罗奇代尔的人

口结构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首先,罗奇代尔小镇

的居民数量从1801年的14000人增长到20年后

的23000人,到1841年大约68000人,这种快速的

增长表明,罗奇代尔是一个由工人阶层构成的小镇。

1841年的68000居民中,仅4%可被定义为职业

(专业)人士,包括绅士、地主、牧师;只有13%被雇

佣在传统农业中,如细木工、木工、锻造,工人中的

44%在纺织业就业,10%在其他一些工厂,8%是劳

动者(劳工)。然而,所有的权力被集中在占人口

4%的统治城市的精英手里[3]。

2.数次运动失败的教训

资本家对工人们的剥削日益残酷,而战争带来

的创伤使得工人们的生活更加拮据。18世纪后期,
连年的拿破仑战争使得国力耗费巨大,食物匮乏而

物价上升,工人的工资却不断下降。食不果腹的人

们开始使用暴力手段迫使资本家提高自己的生活水

平,各地暴动不断。在这一时期,罗奇代尔发生了

2次重大的“面包动乱”,在1795年的第二次“面包

动乱”中,当地管理者动用了军队,打死了2名参与

者。1808年,兰卡郡政府因为拒绝了工人最低工资

的建议,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动乱。在罗奇代尔,愤
怒的羊毛织工打破了织机,搬走了织梭,几名工人因

此而被捕,这进一步激发了人们的愤怒情绪,工人们

向监狱进发,烧毁了建筑物,释放了囚犯。罗奇代尔

在19世纪上半叶成为了仅次于曼彻斯特和利兹的

工人运动中心[4]。然而,多年的工人运动换来的不

是工资水平的提高,而是政府的军事驻扎,这样工人

们以暴力的形式争取生活权利的努力以失败而

告终。
以上资料表明:在罗奇代尔,以工人阶级为代表

的人口是城市的主要构成部分。19世纪30、40年

代,受美国和法国民主运动的影响,特别是“民主、平
等、博爱”的影响,工人们反抗的目标不仅仅包括提

高自身的经济权利,也开始包括对政治权利的追求,
但是这部分工人阶级试图争取自己统治城市的权利

却被合法地阻挡在外。在以暴力手段争取经济权利

无果的形势下,工人们不得不开始思考和探索新的

方式来提高生活水平。

3.欧文的合作思想与实践

罗伯特·欧文(RobertOwen,1771~1858)是

19世纪初期英国一个优秀的管理者,更是一个杰出

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他独特的管理思想和实践促进

了其合作思想的诞生,并进而丰富了空想社会主义

的理论和实践。
欧文出生于一个小手工业者家庭,1799年在曼

彻斯特,欧文成为一名棉花纺织工厂的管理人员。
他从自己的商业实践中认识到资本主义剥削的残酷

实质,于是对劳动人民寄予同情。欧文最先在自己

的工厂里实施既有利于改善工人生活水平又有利于

企业主的改革,在这一过程中他很快认识到,相对于

强硬的、冰冷的工厂纪律,员工对于富有同情心的、
人性化的管理反响积极。他认为,人们所处的环境

决定他们的行为,通过提供体面的住房和免费的教

育,最重要的是通过确保普通人分享他们劳动的利

润,竞争将被消除,一个充满爱心的社会将会形成。
欧文特别强调的公平、平等原则,成为其合作思想的

基石。1817年,欧文印刷了建立合作组织的计划,
依据该计划,每个人都能和谐地生活和工作,这样就

将形成新的道德世界或者合作联邦。特别是在大萧

条期间,欧文主义合作社原则下建立的新道德世界

的确比过去的不道德的现实更具有吸引力。
欧文认为,以财产共有为基础、成员联合起来共

同劳动生产的“合作公社”构成了理想社会中的基本

生产单位和组织形式。欧文关于合作社的思想主要

有3个方面:①合作社财产共有,按劳动分配;②坚

持入社和退社自由、合作社成员地位和权利平等、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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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社内部民主管理的原则;③合作社采取联合劳动、
多种部门一体化经营的方式。欧文不仅仅是一个思

想家,更是一个实干家。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欧文

于1824年在美国印第安纳州创建了“新和谐村”来
证明他的合作公社思想的优越性和可行性。他将自

己的合作思想运用到“新和谐村”的发展过程中,实
行财产公有制、分配方式为按劳分配,成员享有公平

的权利、自由的入社和退社并且通过社员大会民主

地管理合作公社。另外,合作公社是一个由农、工、
商、学结合起来的独立的经济单位,公社根据每个成

员的年龄和特长分配适当的工作。尽管“新和谐村”
的实验失败了,但它引起了当时欧美社会各界人士

的极大关注。欧文关于合作社公平、平等的原则,深
远地影响了后来合作社的发展。

欧文的合作思想与实践对罗奇代尔公平先锋

社的成立有着重大的影响。罗奇代尔公平先锋社

成立时的28个成员中,有14个是欧文主义者。
马克思认为,“在英国,合作制的种子是由欧文播

下的”[5]。

  二、罗奇代尔公平先锋社的成立

  1844年12月21日,在罗奇代尔,在查尔斯·
豪沃斯的组织下,28名纺织工人每人出资1英镑,
经过较长时间的酝酿和准备,创立了名为“罗奇代尔

公平先锋社”的工人日用品消费合作组织。先锋社

的目的是改善社员对日用品的供给,维护社员物质

利益和社会地位。
罗奇代尔公平先锋社从创立伊始就重视内部结

构的合理、严密,他们讨论制定了一整套切实可行的

合作社原则,并且严格执行这些原则。这些原则主

要是8项:(1)开放成员资格。无论社员信仰如何都

可以加入先锋社,社员自愿加入或退出。(2)进行民

主管理,实行“一人一票”。社员大会是合作社最高

权力机构,合作社一切重大事项都必须经社员大会

讨论决定,合作社管理人员由社员大会选举产生。
在选举及重大问题表决时,每个社员不论股份多少,
每人只有平等的一票权力。(3)资本享受固定利率。
(4)按交易量分配股息。合作社对盈余作必要的扣

留之后,按社员购买社内货物的总额之比进行分配。
这种分配方式不仅使劳动者具有了参加盈利分配的

权力,还把社员的利益与先锋社的利益紧密地联系

在一起,使社员更加关心合作社的经营发展。(5)用
现金交易。无论在何种情况下,社员不能以任何借

口不用现金交易。不准赊入货物,也不准赊出货物,
如有违反,处以罚款。(6)供给货真价实的产品。如

实向消费者介绍、提供商品,不短斤缺两。(7)提供

教育。先锋社为提高社员的文化知识和思想修养,
根据合作社的经济力量,逐步创办和发展文化教育

事业。(8)保持宗教和政治中立。这表明先锋社没

有任何政治背景和目的,是一个不参与政治和宗教

的经济团体,进而减少了政治干预,解除了社会上一

些人把先锋社和社会主义者联系起来的疑虑,创造

先锋社发展的优良社会环境[6]。
除少数原则在发展的过程中作了修改,这些建

社原则奠定了先锋社进一步发展的基础;随着先锋

社的成功发展,这些原则亦被誉为“罗奇代尔原则”,
成 为 国 际 合 作 组 织 认 定 的 合 作 社 发 展 的 经 典

原则[7]。

  三、罗奇代尔公平先锋社的发展

  1.先锋社的成员人数变化

早期的罗奇代尔公平先锋社从成员增加的绝对

数量上看(见表1),成员总人数并不多,特别是

1844-1854年的10年,成员人数仅从28人增加到

900人。但是,从成员增加的相对数量上看,先锋社

发展的早期阶段,年际间的成员人数增加变化的幅

度很大。纵向上看,1854年以后,先锋社成员的绝对

数量不断增加,例如,1864年,增加到4747人,1874
年,增加到7639人,1880年,增加到10613人,但是,
年际间的成员数量增加变化的幅度明显趋于平坦。

2.先锋社的交易额和资本量

罗奇代尔公平先锋社的早期资本仅有28英镑,
加上从纺织工人联合会借的一点钱,先锋社在罗奇

代尔的托德巷(ToadLane),以每年10英镑的租金

租下了一个旧仓库的一层作为营业场所。开始,商
店每星期只有2个晚上营业,但是,在1845年早期,
商店就每天晚上都营业了,经营的货物也从仅仅是

黄油、奶酪、面粉等不需营业执照的日用品增加到提

供茶、烟草等需要营业执照的产品。
早期阶段的营业收入非常少,每周大约4~7英

镑。从1844-1845年,商店运营一整年的交易额是

710英镑,并有22英镑的营业利润。同时,1845年

的成员人数达到74人,先锋社的资本也从28英镑

变成了181英镑。1846年,他们只增加了6名成

员,资本增加至252英镑,交易额则达到1147英

镑。至1848年,资本增加至397英镑,交易额增长

331



  华 中 农 业 大 学 学 报(社会科学版) (总109期)

为2276英镑。1849年,罗奇代尔储蓄银行的失败

给许多居民带来灾难,但却给先锋社的发展带来了

机遇。在这一年,成员人数从140名增加至390名,
交易额从2276英镑增加至6612英镑,资本从397
英镑增加至1194英镑,利润从118英镑增至561
英镑。从此,先锋社便快速地发展起来,虽然时有波

动,但总的趋势是资本、交易额和利润的绝对量都呈

现不断增长的趋势。但是,就年际间的变化而言,资
本、交易额和利润的变化也呈现一定的不稳定性,交
易额和利润的变化率甚至出现年际间的负增长(见
表2)。这主要是受当时英国社会经济发展总体情

况的影响。

3.先锋社的业务创新

1850年成立的罗奇代尔合作谷物工厂标志着

罗奇代尔公平先锋社开始了生产合作社的探索,这
是最早的合作社合资企业,同年,罗奇代尔公平先锋

社的业务开始进入批发合作领域。1852年,先锋社

还增加了一个制造靴子和鞋的部门。1854年,罗奇

代尔合作社制造业协会成立,标志着先锋社迎来了

更大的发展。这个制造业协会是一种新型的合资企

业。开始时,合资企业规模不大,它利用租赁的地下

室,建立了96个动力织机,事业发展得很快,不久,
它又租赁了第二个工厂。1859年,它又建成了拥有

5000个纺锤、从事纺纱和编织的工厂;尽管1862年

出现了棉花饥荒,但是到1866年,第二个纺纱和编

织的工厂也建成了。可见,生产合作发展迅猛。
与此同时,人们开始思考:先锋社是消费者合作

社,而消费者合作社如何能够成为大部分从事工厂

生产劳动者的雇主? 基于这样的思考,解决这样问

题的可行方案则是将罗奇代尔合作社制造业协会处

于完全独立的地位,于是,先锋社成了股东,资本的

大部分仍由个体成员的小额资金构成。工厂的工

人们同时成为股东,基于个人持有的资本获得利

息;而且,工人们拥有基于工资分配利润份额作为

红利的权利,这使得生产合作社具有了明显的合

作特征。
先锋社的领导者既信任生产合作社,也信任消

费合作社,因为它们同时为社员带来了收益;基于合

作社带来的社员收益不断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得

以改善,参加合作社的人数也不断增加。例如,以罗

奇代尔批发合作社为例(见表3),其快速地增长显

示了合作社强大的生命力。
表1 1844-1880年罗奇代尔公平先锋合作社成员人数变化情况[3]371-372

年份 成员数
成员年际
变化数

成员年际
变化率/%

年份 成员数
成员年际
变化数

成员年际
变化率/%

1844 28 - - 1863 4013 512 15

1845 74 46 164 1864 4747 734 18

1846 80 6 8 1865 5326 579 12

1847 110 30 37 1866 6246 920 17

1848 140 30 27 1867 6823 577 9

1849 390 250 179 1868 6731 -92 -1

1850 600 210 54 1869 5809 -922 -14

1851 630 30 5 1870 5560 -249 -4

1852 680 50 8 1871 6021 461 8

1853 720 40 6 1872 6444 423 7

1854 900 180 25 1873 7021 577 9

1855 1400 500 56 1874 7639 618 9

1856 1600 200 14 1875 8415 776 10

1857 1850 250 15 1876 8892 477 6

1858 1950 100 5 1877 9722 830 9

1859 2703 753 39 1878 10187 465 5

1860 3450 747 27 1879 10427 240 2

1861 3900 450 44 1880 10613 186 2

1862 3501 -39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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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1844-1880年罗奇代尔先锋合作社资本、交易额和利润变化情况[3]81

年份 资本/英镑
资本年际
变化/英镑

资本年际
变率/%

交易额/
英镑

交易额年际
变化/英镑

交易额年
际变率/%

利润/
英镑

利润年际
变化/英镑

利润年际
变率/%

1844 28 - - - - -
1845 181 153 546 710 - 22 -
1846 252 71 39 1147 437 61 81 59 268
1847 286 34 13 1925 778 68 72 -9 -11
1848 397 111 39 2276 351 18 118 46 64
1849 1194 797 201 6612 4336 191 561 443 375
1850 2300 1106 92 13180 6568 99 890 329 59
1851 2785 485 21 17638 4458 34 991 101 11
1852 3471 686 25 16352 -1286 -7 1207 216 22
1853 5848 2377 68 22760 6408 39 1675 468 39
1854 7173 1325 23 33364 10604 46 1764 89 5
1855 11033 3860 54 44903 11539 35 3106 1342 76
1856 12921 1888 17 63197 18294 41 3922 816 26
1857 15142 2221 17 79788 16591 26 5470 1548 39
1858 18160 3018 20 74680 -5108 -6 6284 814 15
1859 27060 8900 49 104012 29332 39 10739 4455 71
1860 37710 10650 39 152063 48051 46 15906 5167 48
1861 42925 5215 14 176206 24143 16 18020 2114 13
1862 38465 -4460 -10 141074 -35132 -20 17564 -456 -2
1863 49961 11496 30 158632 17558 12 19671 2107 12
1864 62015 12054 24 174937 16305 10 22717 3046 15
1865 78778 16763 27 196234 21297 12 25156 2439 11
1866 99989 21211 27 249122 52888 27 31931 6775 27
1867 128435 28446 28 284912 35790 14 41619 9688 30
1868 123233 -5202 -4 290900 5988 2 37459 -4160 -10
1869 93423 -29810 -24 236438 -54462 -19 28542 -8917 -24
1870 80291 -13132 -14 223021 -13417 -5 25209 -3333 -12
1871 107500 27209 34 246522 23501 10 29026 3817 15
1872 132912 25412 24 267577 21055 9 33640 4614 16
1873 160886 27974 21 287212 19635 7 38749 5109 15
1874 192184 31298 20 298888 11676 4 40679 1930 5
1875 225682 33498 17 305657 6769 2 48212 7533 18
1876 254000 28318 13 305190 -467 0 50668 2456 5
1877 280275 26275 10 311754 6564 2 51648 980 2
1878 292344 12069 4 298679 -13075 -4 52694 1046 2
1879 288035 -4309 -1 270072 -28607 -9 49751 -2943 -5
1880 292570 4535 2 283655 13583 5 48545 -1206 -2

表3 1864-1875年批发合作社的发展情况[3]175

年份 成员数 资本额/英镑 销售额/英镑

1864 18 2000 52000
1865 24 7000 121000
1866 31 11000 175000
1867 59 11000 332000
1868 75 15000 412000
1869 79 17000 507000
1870 90 19000 678000
1871 115 24000 759000
1872 134 31000 1153000
1873 169 48000 1637000
1874 199 61000 1965000
1875 250 78000 2247000

至先锋社成立100周年(1944年)时,它已拥有社员

人数达3.2万人、百余家分店和多处规模颇大的工

厂和屠宰场,年营业额高达200万英镑。罗奇代尔

公平先锋社取得的巨大成功,使其办社原则备受推

崇,对英、法合作社的发展乃至后来的国际合作社运

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7]。

4.先锋社的教育培训发展

从先锋社成立之初设立的“提供教育”的原则来

看,罗奇代尔先锋社非常重视合作社的教育功能。
那么,法律是否赋予合作社承担教育的功能呢? 实

际上,罗奇代尔合作社在成立之初,自己本身就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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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为其提供保护,直到1852年《工业及公积金社

团法》才注册通过,合作社组织本身才受到法律的保

护,但是即便如此,教育也并不包括在合作社所被允

许的内容范围内。
然而,罗奇代尔公平先锋社并没有等待法律赋

予它权利之后再开展教育活动。从1850-1855年,
先锋社就建立了一个学校,并将图书馆作为学校建

设的主要内容和教育中心,现代人称之为“成人教

育”。平时人们要劳动,过于疲劳而顾不上学习,于
是,星期天就成为人们接受教育的好时光。

合作社开始之初建立图书阅览室的资金主要是

来源于那些希望订阅、阅读图书的人员的支持。但

是,1853年开始,图书阅览室对所有的成员免费开

放,其资金来源于合作社贸易剩余利润的2.5%,这
使合作社的教育投入可以随着交易额剩余利润的增

长而增长。这种合作社教育资金分配的制度具有历

史性的重要意义,它既成为合作金融发展的参考,也
成为发展“教育资金”的起源。先锋社的图书室管理

委员也成为教育委员会的先驱。

5.从罗奇代尔到全英国的合作社发展

从1840至1881年,从罗奇代尔至英国全国,40
年的合作社发展使1881年的英国零售合作社达到

971个,成员达到547000人,年销售收入为1550
万英镑,折合到每个成员大约消费28英镑。对于合

作社来说,每个成员一年28英镑的支出,意味着这

是总收入中的一个很大比例,特别是在纺织业地区,
这甚至超过一个成年人的工资。这说明,当时工人

阶级收入的大部分是用在生活必需品的支出上。
从1881至1942年,英国消费者合作社的年交

易 额呈现增长的局面(见图1)。扣除价格影响因素

 注:根据参考文献[3]第375页的相关资料整理而得。

图1 1881-1942年英国消费者合作社交易额变化图

后的交易额,虽仍然是上涨的,但是上涨幅度则明显

降低。特别是1916-1920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使食

品价格提高,导致合作社成员的食品支出数量也快

速增长,这个阶段的合作社在维护英国国内的社会

稳定、维持消费者良好生活水平方面发挥了重要

作用。

  四、启 示

  罗奇代尔公平先锋社的合作实践及其原则为世

界合作社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及组织基础。正是因为

罗奇代尔公平先锋社的确立,合作运动才由最初的

自发活动演化为自觉运动;也正是按照罗奇代尔公

平先锋社奠定的基本原则,150多年来世界各国的

合作运动才有了长足的进步。
罗奇代尔公平先锋社是在“产业革命过程中工

人阶级受日益严重的生产剥削、生活水平严重下降、
利用暴力争取权利无果,且在早期合作思想影响、并
对其加以批判性继承”的背景下产生的。其目的在

于“通过合作经营,避免中间商的剥削,改善社员生

活用品供应状况,提高社员生活水平,维护社员经济

利益”。其本质是贫困的工人阶级通过自愿和自发

合作达到互利经济目的的自救组织,罗奇代尔公平

先锋社的建社原则从本质上体现了“自愿”“平等”
“互利”的“公平”思想,其中,“一人一票”原则就是这

种思想的具体表现。
罗奇代尔公平先锋社之所以能够成功发展和壮

大,与其提出“符合实际情况、并坚定执行”的办社原

则是紧密相关的。早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认为合作

社是改造社会的工具,给资产阶级统治者造成了恐

慌,因而早期的合作社并不为主流社会所容,发展较

为困难。但是,罗奇代尔公平先锋社虽未完全摆脱

空想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但它总结了前人尤其是

欧文的经验教训,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强调保持政

治和宗教中立的原则,减少了发展阻力。在先锋社

的发展中,劳动者共同维系的利益使社员们凝聚在

一起,建立起稳固的劳动者组织,从而使其具有了在

夹缝中生存和发展的基层基础;同时,先锋社提出

“一人一票”和“限制资本收益”的原则,也有效地尊

重和保障社员公平参与先锋社的内部事务管理和决

策的民主权利。这些合作社原则有利于实现先锋社

和成员之间的良性互动和共同发展,从而形成了良

性循环发展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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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通过先锋社的百年历史也可以看出,合作

社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合作社成员数量发展

上有高潮和低谷,合作社经济利益实现上有繁荣和

萎靡,合作社类型创新成果上有收获和挑战。合作

社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风险。一方面,风险来自合

作社本身的创新和发展上,比如,消费者合作社在经

营内容和方式上的创新、生产者合作社作为新型合

作形式的创新等,都存在经营和发展风险;另一方

面,风险来自合作社外部不可控的社会经济条件上,
比如,维护合作社权益的法律缺失、战争影响等。然

而,无论经历了怎样的风险,合作社事业都不断向前

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绩,通过世界范围内蓬勃发展

至今的合作运动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也表明合作发

展是不可阻挡的世界潮流,是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一

种有效组织形式。
在中国,合作社的发展已有很长的历史。当前,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是我国合作组织发展中的主

要力量。据国家工商总局统计,截至2012年底,我
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总数达68.9万家,比2011年底

增加16.7万个,增长32.07%[9];实有成员达4900
余万个(户),约占全国农户总数的19.60%[10]。可

见,我国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

效。当前,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多以政府扶持、创建

主体多元、生产销售型合作社为主,合作社总体数量

较多,而单个合作社规模偏小,另外,合作社存在资

本集中化、治理结构不完善等情况。总结罗奇代尔

先锋合作社的成功经验,结合我国合作社发展的实

际情况,笔者认为,我国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可以

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提高。
(1)注重利益分配上的“公平”,避免出现因“资

本集中化”而导致分配不均的问题。罗奇代尔公平

先锋社按交易量分配股息,合作社对盈余作必要的

扣留之后,按社员购买社内货物的总额之比进行分

配,这使得劳动者具有了参加盈利分配的权力,同时

把社员的利益与先锋社的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使
社员更加关心合作社的经营发展。然而,当前我国

多数农民专业合作社“资本集中化”现象严重,少数

成员出资金额占到总资本的绝大多数,而大部分的

普通成员出资总额却占据很小比例,一股独大、内部

人控制问题屡见不鲜,导致了盈利分配不均、普通成

员权益无法保障的不公平局面,普遍缺少激励普通

成员参与社务的机制,致使多数社员缺乏关心合作

社发展的动力。因而,合作社利益分配应该坚持以

按交易量(额)比例返还盈余为主,限定会员的出资

额度和按出资额返还的比率,限制企业或社会资金

进入合作社 [11]。
(2)切实尊重社员的民主权利。尊重社员民主

权利,能够增强合作社的凝聚力;完善的内部管理制

度,能够让合作社社员享有独立的表决权利。罗奇

代尔公平先锋社“一人一票”原则的贯彻使其有着极

强的凝聚力。尽管我国绝大多数农民专业合作社的

治理结构相对完整,成员大会、理事会、监事会等一

应俱全,但因“资本集中化”、负责人“干部化”等导致

治理结构形同虚设,加上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同时

缺失,出现了少数出资者控制合作社、多数社员缺少

话语权的现象,合作社社员的民主权利难以得到保

障。因此,在健全合作社内部治理结构的基础上,加
强内部管理制度的执行,同时强化成员对合作社经

营环节的监督机制,能够促进合作社凝聚力的形成,
进而促进合作社进一步发展[12]。

(3)发挥合作社的教育培训功能。教育培训是

合作社的重要功能之一。合作社教育培训的内容广

泛,既可以向成员提供文化知识、专业技能培训、法
律普及,也可以向青少年提供合作知识。合作社的

教育培训有利于提高合作社的质量,增强成员对合

作社的认同感,不仅实现合作社自身价值,而且有利

于实现其社会价值。教育是罗奇代尔公平先锋社成

立之初的基本原则之一,有合作社就有教育,并且随

着合作社的壮大而其教育投入也不断增加,教育培

训涉及的人员多、内容广,不仅包括成员而且也面对

非成员,这成为合作社能够持续不断发展壮大的重

要智力因素。2012年,“罗奇代尔公平先锋社博物

馆”获得了150万英镑的资助而进行了重新装修,其
装修的主要内容之一是拓展博物馆的教育培训空

间、提高作为文化遗产的博物馆的教育功能,作为当

地青少年的合作教育基地,博物馆的装修更加注重

了青少年了解合作社思想的需求。教育加强了人们

对合作社的认识,又促进了合作社的进一步发展。
在我国,普及合作知识,激发农民合作意愿显得尤为

重要。为培养合作社持续发展的群众沃土,有关部

门应该加强农民专业合作社知识、法规的宣传以提

高农民对合作社的认知,同时应通过典型示范、典型

宣传以及参观学习等方式,激发农民参与合作的意

愿,调动其参加合作社的积极性[13]。
(4)加强合作社的规模化建设。合作社规模扩

大能够提高合作社的市场地位,带来规模效益。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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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代尔公平先锋社发展过程中经历了由小到大、逐
步扩大的过程。然而,我国的单个合作社成员数量

普遍偏低、规模普遍偏小、服务能力较弱,在市场竞

争中处于不利地位。随着农业生产、农产品销售、流
通等的发展需要,加强村与村、乡与乡、县与县、地区

与地区之间的合作社实现联合、合并,鼓励合作社之

间通过联合形成具有相当资本、成员数量规模的合

作社联社,对促进农业生产、增加农民收益、提高合

作社的市场博弈能力,都会具有积极的影响。为克

服合作社当前存在的问题,可以鼓励合作社“泛地域

发展”,这意味着农业生产经营可摆脱行政区划的限

制,最大限度地整合农业生产经营资源,使合作社真

正成为有竞争力的市场主体[14],比如跨地区组建联

合社,实现合作社泛地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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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enturyHistoryoftheRochdaleEquitablePioneers’Society:1844-1944

LVYa-rong,LIDeng-wang,WANGJia-yue
(SchoolofAgriculturalEconomicsandRuralDevelopment,

RenminUniversityofChina,Beijing,100872)

Abstract TheRochdalePioneers’Societyisregardedastheprototypeofthemodernco-operative
societyandthefounderoftheCo-operativeMovement.Inthispaperwefirstanalyzethesocialback-
groundofitsestablishmentindetail,andthenwesummarizeitsprinciplesandmakeadescriptionabout
itsdevelopmentfromseveralaspects,suchaschangesofthenumberofthemembership,tradingvolume
andturnover,businessinnovationandeducationtraining.Finally,weputforwardaseriesofsuggestions
suchasattachingmoreattentiontothefairnessofallocation,respectingmembers'democraticrights,pro-
vidingmoreeducationandtrainingprogramstopromotethedevelopmentofruralcooperativesinour
country.

Keywords RochdaleEquitablePioneers’Society;theruralprofessionalcooperative;socialback-
ground;principles;developmenthistory;experi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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