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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陕西３９３户果业合作社成员为调查对象,基于消费者满意理论,建立社员满

意理论模型.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得到３个影响社员满意度的潜变量,即合作社自身形

象、社员对合作社感知质量和社员对合作社感知价值,进而构建社员满意度结构方程模型.
结果表明,农民专业合作社自身形象与社员感知价值对社员满意度有较强直接影响作用;合
作社自身形象对社员感知质量有较强间接效应.建议合作社从建立股份制以提高盈利能力

与发展潜力,通过“口碑效应”带动周边农户积极入社以扩大经营规模,重视对社员在种植技

术与病虫害防治方面的指导,以及提供集中分级与统一包装服务以降低社员在加工环节支

出四方面入手,在提高社员满意度同时,实现合作社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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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专业合作社是一种为成员服务并以提高成员收入为目的的特殊组织[１].长期以来,诸多学

者专注于对合作社绩效、合作社投资激励方面的研究[２].尤其集中于对影响合作社盈利能力、发展绩

效的社会和经济因素进行分析,指出合作社组织结构、政府支持力度、合作社注册人在合作社地位等

对合作社发展有显著影响[３Ｇ４].国内相关学者也认为绩效问题是事关合作社发展的深层问题,并从治

理机制角度对合作社绩效进行分析,发现合作社股权结构、理事会结构和牵头人情况对合作社绩效有

显著影响[５].也有学者指出合作社发展不仅依赖于合作社资金流动能力和获取市场份额能力,更重

要的是取决于合作社成员(以下简称“社员”)对合作社的忠诚度和满意度,即重点在如何留住社

员[６Ｇ７].社员对合作社相关事务的参与程度与决策权,以及合作社为社员提供服务的能力是合作社运

营与发展的关键所在[８Ｇ９].由此,对社员满意度的评估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尤为重要.
本文基于消费者满意理论,结合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实际运营情况,分析影响社员对其所在合作

社满意度因素,对发现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过程中存在问题,为促进合作社稳定发展提出针对性

建议具有重要意义.

　　一、理论基础、理论模型构建与研究假设

　　１．理论基础

消费者满意定义为“消费者对其要求已被满足的程度的感受,是消费者需求是否得到满足的反

映”[１０].消费者满意是现代质量管理的核心概念.本文借鉴消费者满意理论,将农户视为消费者,构
建合作社成员满意理论(以下简称“社员满意理论”)分析框架,研究农户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社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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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对合作社满意度的因素.
社员对合作社满意度取决于他们对其所在合作社提供服务及帮助的主观预期与实际效果之间的

对比.即若农户加入合作社后感受到的实际效果与主观预期相符合,则感到满意;若未能达到主观预

期,则表现出不满意.社员加入合作社后感受的实际效果与主观预期的差距越大,其不满意程度越

高,反之亦然.因此,社员满意度也就是农户对其所加入合作社提供服务情况,以及合作社在提高农

户农产品收入方面潜力的主观预期与实际评价之间的关系.
社员对合作社满意程度,不仅决定了农户参与合作社活动(包括社员大会、股东大会、技术培训

等)的积极性、农户是否继续留在合作社、农户今后对其所在合作社发展进行投资态度,还会影响到合

作社所在地区其他农户的态度(农户间的“口碑效应”).如果社员对其所在合作社不满意,失望的社

员往往会进行反面宣传,使原本有意加入合作社的农户放弃,进而影响合作社持续发展.反之,较高

满意度,不仅可以培养社员较高的信任度与忠诚感,社员口中合作社良好的口碑,还有助于提高合作

社带动周边农户的辐射能力,是合作社持续发展核心所在.由此,社员对其所在合作社的满意度是合

作社获取资金支持的最重要源泉,更是合作社持续运营与发展的决定因素.换句话说,追求社员的满

意既是合作社建立与运营的目标,也是促进合作社持续运营与稳定发展的工具.

２．模型构建与研究假设

社员满意理论模型的构建,取决于农民专业合作社提供的各项服务及其目标农户群体的特点.
社员满意是建立在其对农民专业合作社形象认可的基础上,通过加入合作社,对合作社提供各项服务

与帮助亲身体验而产生的一种农户农业生产需求或销售期望是否得到满足的心理状态.这种状态受

农民专业合作社自身形象、社员需求得到满足的程度,以及加入合作社后的亲身质量体验的三方面的

直接影响.
农民专业合作社自身形象.研究表明,合作社缺乏持续发展能力,在社员中口碑不好等问题,将

导致社员对合作社极度不满[１１].Sexton等指出合作社不能很好地带动周围农户以扩大其辐射范围

也是导致社员不满,进而致使社员流失的重要原因[１２].此外,社员对其所在合作社盈利能力和发展

潜力的评估,也影响其对合作社的满意度[８].因此,合作社形象可从合作社基本经济特征及运营情

况,包括合作社在农户中的声誉、辐射带动周边农户情况、经营农产品规模及发展潜力等方面进行评

估[１３].一般而言,合作社在周边农户中的口碑越好,其辐射带动农户的能力越强,合作社规模与发展

潜力越大,社员对其所在合作社的满意度越高.
由此假设:农民专业合作社自身形象对社员满意度有正向影响作用(H１).
农户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社后的质量体验,即感知质量.根据 GB/T１９０００Ｇ２０００,质量是一组特性

满足要求的程度.合作社作为一个组织,其发展不仅依赖于自身盈利能力,更应注重农户加入合作社

后的态度与行为.本文将农民专业合作社运营质量定义为合作社在为其成员提供服务过程中的固有

特性满足社员要求的程度.研究表明,如果合作社忽视社员在农业生产过程中的直接和间接需求,包
括农业生产资料的购买,农产品销售、加工、运输、贮藏及与农业生产经营销售相关的信息与技术等,
则其发展也将受到限制[１４].结合苹果种植户与苹果专业合作社基本特征,本文将农民专业合作社服

务特性转化为“信息与技术服务”“果园标准化管理”“果品加工服务”“帮助农户获取农业贷款”“果品

品牌化”以及“合作社盈利”６个指标进行评估[１５Ｇ１６].整体看,农民专业合作社为其社员提供较完善的

服务,即社员对其所在合作社提供各项服务功能的感知体验评价越高,则该合作社发展前景越好,社
员对合作社满意度也越高.

由此假设:社员感知质量对社员满意度有正向影响作用(H２).
农户对合作社的感知价值.农户加入合作社后获得的收益,即感知价值越高,其对合作社的满意

度也将提高.因此,文章将农户加入合作社后通过获得合作社提供各种服务(即感知质量),定义为农

户加入合作社后获得的感知价值.研究表明,社员通过与农民专业合作社进行的农资购买交易、农产

品销售交易,以及分红等方式获取的直接收益越大,其对合作社评价越好,满意度也越高[１７].社员在

农民专业合作社中的话语权越大,即社员关于合作社运营与发展的有效建议被合作社管理者接受程

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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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越高,其对合作社满意度也越高[１８].
本文将感知价值定义为农户加入合作社后获得直接和间接收益的程度.其中,直接收益指农户

加入合作社后,在农产品生产与销售过程中,其实际成本与实际收益权衡后的价值.包括三部分:一
是通过合作社以低于市场价格购买农资(主要包括化肥和农药 ①);二是基于合作社对果园标准化管

理与指导产出的果品,合作社以略高于市场价格收购;三是合作社盈利后,以分红形式发放给社员的

报酬[１９].间接收益指农户加入合作社后,其个人价值实现的感知,包括个人关于合作社发展建议被

管理者采纳、个人的投票权和选举权对合作社股东变更的影响等.本文用“社员在合作社发展事务决

策中的话语权”指标反映社员个人价值实现的间接收益.
由此假设:社员感知价值对社员满意度有正向影响作用(H３).
社员满意度.第一,社员退社情况反映合作社内部成员流动性程度.即较高的退社现象表现为

社员对合作社较低的忠诚度和满意度,进而影响合作社稳定发展[２０].第二,社员参与合作社活动积

极性反映社员满意度.即只有社员参加合作社活动的初次体验得到满意,才可能激发其再次参加的

行为.第三,社员对合作社的投资行为也可反映社员对合作社的满意程度.即只有当社员对其所在

合作社当前运营情况表示满意,认为合作社有很好的发展潜力,其投入到合作社的资金可以获得更高

收益时,才会选择进行投资.发达国家合作社持续发展主要依靠社员注资[１].由此,本文用“社员是

否选择继续留在合作社”“参与合作社相关活动的积极程度”以及“社员对合作社进一步发展进行投资

的行为”３个可观测变量反映“社员满意度”潜变量.
交互作用.社员满意理论中的社员满意度、社员感知价值和社员感知质量３个变量既两两相关

又相互独立.同时引入的合作社自身形象这一新变量与社员满意理论中原有的３个主要变量之间也

可能存在两两相关的特性,并共同作用于社员满意度[２１].Hakelius通过研究发现,在农户中具有较

好声誉、较强辐射带动能力以及较大经营规模的合作社,其为社员提供服务能力也相对较强,提供服

务种类较多,社员满意度越高[２２].

图１　社员满意结构方程模型及假设

　　同理,具有较大的运营规模和发展潜力的农民专业合作

社,其为社员提供团体低价购买农资,规模销售果品的能力越

强,社员感知价值就越高.此外,鉴于社员对合作社的感知价

值是基于感知质量赋予的特性,因此感知质量对感知价值有直

接的正向作用.由此假设:农民专业合作社自身形象对社员感

知质量有正向影响作用(H４);农民专业合作社自身形象对社

员感知价值有正向影响作用(H５);社员对农民专业合作社感

知质量对其感知价值有正向影响作用(H６).
基于上述分析,构建社员满意度结构方程模型及假设如图

１所示.

　　二、数据来源与统计描述

　　１．数据来源与问卷设计

本次调研采取分层抽样与等距抽样相结合的抽样方法,以陕西省７个苹果重点生产县(白水、富
平、千阳、凤翔、扶风、乾县和长武)为样本县,随机选取２７个苹果专业合作社中４２０个农户进行面对

面问卷访谈,剔除不完整的无效问卷２７份,研究中实际使用了３９３个有效样本社员数据,样本有效率

为９３．６％.
结合文献与实地调研地区果品专业合作社运营及其社员(即苹果种植户)的基本特征,针对社员

９４

① 通过对调研数据的统计,发现:农户在进行苹果种植过程中,化肥和农药投入占总生产投入(包括农药、化肥、地租、雇佣劳动力、
果袋、灌溉、机械使用等费用)的４３．１％;雇佣劳动力费用占总生产投入的３０．３％.化肥和农药价格的上涨,以及农业劳动力不足

和雇佣劳动力价格的激增,是导致农户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入不敷出的主要原因,也是农户抱怨的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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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意度结构方程模型中基本假设进行变量设置,进而将其转化为实地调研问卷中的具体问题.整体

看,问卷主要包括社员基本特征、社员对其所在合作社服务功能评估、合作社运营与发展情况评估,以
及社员对合作社相关活动参与情况四方面内容.问卷设计中的问题采用李克特５级量表进行表述,
即从１~５依次表示“非常差/小/低、较差/小/低、一般、较好/大/高、非常好/大/高”.具体变量设置

见表１.
表１　变量设置与统计性描述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变量代码 均值 标准差

合作社自身形象(IM)

合作社规模２ IM１ ３．２５１９ １．００２６
合作社在同类合作社中的声誉１ IM２ ３．２８２４ １．１９１５
合作社辐射带动周围农户情况２ IM３ ３．１４５０ １．０６１２
合作社发展潜力２ IM４ ３．６３３６ １．０６１２

合作社为其成员提供各项服务(FQ)

合作社提供信息与技术服务情况１ FQ１ ４．１１４５ １．２６５５
合作社提供果园标准化管理情况１ FQ２ ４．１１４５ ０．８００４
合作社提供果品加工服务情况１ FQ３ １．７０９９ ０．９８０５
帮助社员获取农业贷款１ FQ４ １．７１７６ ０．８７９５
合作社盈利情况１ FQ５ ２．５６４９ １．０８９１
合作社果品品牌化情况３ FQ６ ２．０６１１ １．１５５３

农户加入合作社后获得的

直接收益与间接收益(FV)

低价购买农资１ FV１ ３．２５９５ １．１０６５
高价销售果品１ FV２ ２．９００８ １．１４２６
规避违约风险３ FV３ ２．８７７９ １．２１５４
合作社年底为社员分红情况１ FV４ １．６４１２ １．０２３３
社员在合作社话语权(地位)３ FV５ ２．６７９４ １．０６１７

社员对其所在合作社满意度(SA)

继续留在合作社情况４ SA１ ４．１９０８ １．２５９５
参加合作社活动情况５ SA２ ４．０３８２ ０．８８９３
为合作社发展投资情况４ SA３ ３．５３４３ ０．８７０９

　注:１．评估方式从１~５依次表示“非常差、较差、一般、较好、非常好”;２．评估方式从１~５依次表示“非常小、较小、一般、较大、非常

大”;３．评估方式从１~５依次表示“非常低、较低、一般、较好、非常高”;４．评估方式从１~５依次表示“非常不愿意、较不愿意、一

般、较愿意、非常愿意”;５．评估方式从１－５依次表示“非常少、较少、一般、较多、非常多”.

２．统计描述

基于消费者行为理论,农户在选择是否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社,加入哪个农民专业合作社时,都是

效用最大化者,以实现最大满意度为目的.农户加入合作社后的效用反映了其主观预期,主观预期受

农户一般社会经济特征,包括年龄、受教育水平以及农业经营规模等的影响.因此,首先对社员经济

特征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表２).结果显示,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农户以中老年人(８９．３％)、获得

初中与高中文凭(７７．９％)且果园面积在３亩以上(８３．２％)的农户为主.
表２　社员经济特征与基本情况描述性统计 (n＝３９３)

基本特征 类别 频数 频率/％ 均值 标准差

年龄构成

小于３５ ６ １．５３

５２．６６ ８．８７９３
[３５,５０) １６２ ４１．２２
[５１,６５) １８９ ４８．０９

６６岁及以上 ３６ ９．１６

受教育水平构成

未上过学 １２ ３．０５

９．３４ ２．７７５６

小学 ６６ １６．７９
初中 １７７ ４５．０４

高中(中专) １２９ ３２．８３
大学(大专) ９ ２．２９
硕士及以上 ０ ０．００

苹果种植面积构成(亩)

[０．１,３．０) ６６ １６．７９

４．３２ ２．７３９０[３．０~６．０) １７１ ４３．５１
６．０及以上 １５６ ３９．６９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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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实证分析与结果

　　结构方程模型包含结构模型和测量模型两部分.其中,结构模型主要反映潜变量之间因果关系,
潜变量是无法直接观测并测量的变量,需要通过设计若干指标间接测量;测量模型则反映潜变量与可

观测变量之间的关系[２３],若潜变量被视作因子,则测量模型也被称为因子模型,用以反映指标与因子

之间的关系.文章首先应用SPSS１７．０软件,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找出影响社员满意度的主成分,
并进行归类;然后应用 AMOS１７．０软件,对社员满意结构方程模型进行验证.

１．因子分析

因子分析是将多指标变量之间的关联关系转化为少数几个因子之间的关系,要求提取出的潜在

因子相互之间是独立的,且要尽可能多的概括原来指标变量的信息[２４].因子分析分为探索性因子分

析和验证性因子分析,探索性因子分析是事先对指标不进行归类,由因子分析来确定分类后再由理论

进行检验;实证性因子分析则是根据理论事先将测量指标进行分类,然后用因子分析进行验证(提取

主成分特征值大于１).
(１)探索性因子分析.鉴于已有文献中缺乏系统评估社员对合作社满意度评估指标体系,因此,

本文应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整体样本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估计结果显示:巴特莱特球形检验统计量

值为１６３．５,自由度为８４,Sig．值为０．０００,KMO测度统计值为０．８３７,表明本研究中各变量间存在显

著相关性,适宜于因子分析(见表３).
表３　社员对合作社满意度评价指标因子分析摘要表

题项
累计解释
变异量/％

抽取的因子

因子１负荷量 因子２负荷量 因子３负荷量

合作社在同类合作社中的声誉(IM２)
合作社规模(IM１)
辐射带动周围农户情况(IM３)
发展潜力(IM４)

６１．９９４ ０．８３５
０．７４２
０．７３４
０．５０１

规避违约风险 (FV３)
低价购买农资(FV１)
高价销售农产品(FV２)
合作社年底为社员分红情况(FV４)

７１．８６６ ０．８８７
０．６４３
０．６１０
０．５７７

社员在合作社的话语权(FV５)
合作社提供信息与技术服务情况(FQ１)
合作社盈利情况(FQ５)
合作社提供果品加工服务情况(FQ３)

７７．１３９ ０．９２６
０．９１６
０．８３７
０．５４９

KMO值 ０．８３７
Bartlett检验 Approx．ChiＧSquare １６３．５

df ８４
Sig． ０．０００

基于因子分析结果确定评估影响社员对其所在合作社满意度的指标,最终得到１２个可观测变

量.具体看,合作社在同类合作社中的声誉、规模、辐射带动周围农户情况及发展潜力与第一主成分

的相关系数较高,将第一主成分定义为“合作社形象”主成分;规避违约风险、社员可以低价购买农资、
高价销售果品,以及获得合作社分红在第二主成分上的载荷较大,将第二主成分归类为“社员对合作

社感知价值”主成分;社员在合作社的话语权、合作社提供信息与技术服务情况、合作社盈利情况,及
合作社提供果品加工服务情况与第三主成分相关程度较高,将第三主成分定义为“社员对合作社感知

质量”主成分.３个公共因子对整体调查问卷的解释率达到７７．１４％.
(２)信度与效度检验.基于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将影响社员满意度的指标分为合作社形象、社

员对合作社感知质量及社员对合作社感知价值３类.应用SPSS１７．０软件对分析出的样本数据进行

可靠性与指标合理性检验.
信度用于测量数据一致性或稳定性的程度,通过克伦巴赫系数(Cronbach’sa)检验潜变量的信

１５



　　 华 中 农 业 大 学 学 报(社会科学版) (总１２１期)

度.使用a 模型,软件计算结果见表４.由表４可知:合作社形象、社员对合作社感知质量,及社员对

合作社感知价值的Cronbach’sα 系数依次为０．８７３、０．８４３和０．７２０,调查问卷整体Cronbach’sα 值

为０．７７９,表明研究的调查量表和样本数据具有较好信度.
效度指测量工具能够正确测量出所要测量的特质的程度,测量效度越高,表明测量的结果越能显

示其所欲测量内容的真正特征.效度分析主要由巴特莱特(Bartlett)球形检验和 KMO 检验实现.
其中,巴特莱特球性检验用于数据分布及各个变量之间独立情况的检验;KMO 检验用于比较观测相

关系数值与偏相关系数检值的一个指标,其值越接近１,表明对变量进行因子分析的效果愈好.表４
检验结果显示,合作社形象、社员感知质量和社员感知价值３个潜变量的 KMO值均大于０．７,说明量

表具有较好结构效度.
表４　信度与效度分析结果

潜变量 Bartlett显著性检验 KMO值 Cronbach’sα值
合作社自身形象 １３４．５３３(０．０００) ０．８６５ ０．８７３
社员对合作社感知质量 １２５．６３３(０．０００) ０．８７６ ０．８４３
社员对合作社感知价值 １１６．５８０(０．０００) ０．７８６ ０．７２０

　　注:括号中为各统计量的P 值.

２．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１)样本数据正态性检验采用极大似然法对结构方程模型进行估计,因此样本需要服从正态分布.
样本服从正态分布的条件是中值和中位数相近,偏度值低于２,同时峰度值低于５[２５].采用SPSS１７．０对

样本数据的偏度和峰度进行分析,结果显示,所有观察变量的偏度绝对值介于０．８７１~１．２６６之间,峰度

绝对值介于１．７１０~３．６３４之间.由此,研究所用数据服从正态分布,满足极大似然法估计条件.
(２)结构方程模型适配度检验与假说检验,应用 AMOS１７．０软件对影响社员满意度因素进行分

析,得到全模型路径图、结构方程模型拟合指数和模型检验结果.图２为AMOS１７．０软件拟合的完

图２　结构方程模型及路径系数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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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标准化后的结构方程模型输出结果.从估值结果可知,标准化系数没有超过或者接近１,方差估值

也没有出现负值,且全部方差估计值均达到０．０１的显著水平,表明本研究的因果模型符合基本适配

标准.
适配度指标用于评估假设的路径分析模型与样本数据拟合程度.本文参照吴明隆[２６]的评价方

法,结合 AMOS１７．０的计算结果呈现的拟合指标,选取５个指数评价模型的拟合程度.从指标适配

标准与结构方程模型实际拟合结果来看,结构方程模型整体拟合度较好,各项指标均在标准范围之内

(表５).可认为本文建立的社员满意度结构模型整体拟合效果较好.
表５　结构方程模型拟合情况

适配指标 适配标准 检验结果 模型适配判断

卡方自由度比χ２/df 介于１~２ １．９４６ 理想

渐进残差均方和平方根(RMSEA) ＜０．０８(若＜０．０５优良;＜０．０８良好) ０．０３６ 理想

拟合优度指标(GFI) ＞０．９０ ０．９７１ 理想

规准适配指数(NFI) ＞０．９０ ０．９５６ 理想

相对适合度指标(RFI) ＞０．９０ ０．９４１ 理想

比较适配指标(CFI) ＞０．９０ ０．９６２ 理想

结构方程模型的主要作用是揭示潜变量与可观测变量之间,及可观测变量之间的结构关系.这

些关系在结构方程模型中主要通过路径系数体现.由此,结合图１、表６和表７内容可知,合作社自

身形象、社员对合作社感知质量,及感知价值是影响社员对其所在合作社满意度的重要因素.从表６
中可看出,影响“社员满意度”潜变量的三个潜变量中,“合作社形象”和“社员感知价值”潜变量对“社
员满意度”潜变量的直接效应均超过７０％,标准化系数路径分别为０．７９７和０．７６６.“社员对合作社感

知价值”潜变量同时受“合作社形象”潜变量和“社员感知质量”潜变量的影响,标准化路径系数分别为

０．６０１和０．３９５,且受“合作社形象”潜变量的影响大于受 “社员对合作社感知质量”潜变量的影响程

度.合作社自身形象对社员感知质量的间接效应达到６９．３％.
表６　结构方程模型路径系数与假设检验

路径 标准化系数 对应假设 检验结果

社员满意度＜———合作社形象 ０．７９７∗∗∗ H１ 证实

社员满意度＜———社员对合作社感知质量 ０．５８９∗∗∗ H２ 证实

社员满意度＜———社员对合作社感知价值 ０．７６６∗∗∗ H３ 证实

社员对合作社感知质量＜———合作社形象 ０．６９３∗∗∗ H 证实

社员对合作社感知价值＜———合作社形象 ０．６０１∗∗∗ H５ 证实

社员对合作社感知价值＜———社员对合作社感知质量 ０．３９５∗∗∗ H６ 证实

　注:∗∗∗ 表示在１％水平上显著.

对模型的路径系数和载荷系数①进行显著性检验,以考察模型结果中估计出参数的统计意义.

AMOS采用临界比(C．R．),即参数估计值与其标准差的比值,来检验参数的统计意义,类似于回归分

析中的参数显著性检验,原假设为系数等于零.表７中的各路径的临界比数值显示,结构方程模型中

绝大部分可观测变量与其对应潜变量之间的系数均在９９％的置信度下显著,表明该模型中的观测变

量可以充分反映其对应潜变量的情况.
在合作社形象潜变量中,合作社发展潜力与合作社声誉两个可观测变量的影响作用最大,其载荷

系数分别为０．９０和０．８０,表明社员主要通过合作社的声誉和发展潜力来判断合作社形象.即合作社

在其所在地区农户中的口碑越好,发展潜力越大,则农户认为该合作社的形象越好.社员对合作社感

知质量潜变量中,影响最大的是合作社为其社员提供信息与技术服务情况,载荷系数为０．７５,表明合

作社为其社员提供的及时有效的果品市场价格信息、病虫害防治技术、新型果树栽培技术等服务功能

性越强,越专业,社员对合作社感知质量体验越好.社员对合作社感知价值潜变量中,社员能够以较

低价格购买农资和实现其果品稳定销售是影响作用较大的两个观测变量,载荷系数分别为０．８２和

３５

① 潜变量与潜变量之间的回归系数称为路径系数;潜变量与可测变量之间的回归系数称为载荷系数[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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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８１,表明合作社通过批量购买农资后分销给其社员的方式降低社员购买农资成本,通过不受果

品市场价格波动影响而稳定购买社员产出果品方式以保障社员果品销量,降低由于果品购买者违

约而造成损失,以此提高社员对其所在合作社感知价值.
表７　结构方程模型载荷系数表

可观测变量 路径方向 潜变量 估计值 标准差 临界比

合作社规模 ＜——— 合作社形象 １．０００ ——— ———
合作社声誉 ＜——— 合作社形象 ０．８８６∗∗∗ ０．１５３ ５．７７９
辐射带动周围农户情况 ＜——— 合作社形象 １．１２７∗∗∗ ０．２０５ ５．４９６
发展潜力 ＜——— 合作社形象 １．４４３∗∗∗ ０．２０６ ６．９９６
提供信息与技术服务情况 ＜——— 社员对合作社感知质量 １．０００ ——— ———
节省加工环节 ＜——— 社员对合作社感知质量 ０．６７２∗∗∗ ０．１５９ ４．２２６
盈利情况 ＜——— 社员对合作社感知质量 １．２３５ ０．３８１ ３．２４１
社员话语权 ＜——— 社员对合作社感知质量 ０．５２１∗∗∗ ０．２５３ ２．０６０
低价购买农资 ＜——— 社员对合作社感知价值 １．０００ ——— ———
高价销售产品 ＜——— 社员对合作社感知价值 １．２８９∗∗∗ ０．２０３ ６．３４９
降低违约风险 ＜——— 社员对合作社感知价值 １．３１１∗∗∗ ０．２１１ ６．２２２
年底分红 ＜——— 社员对合作社感知价值 ０．５２１∗∗∗ ０．１５２ ３．４２７
为合作社投资情况 ＜——— 社员对合作社满意度 １．０００ ——— ———
参加合作社活动情况 ＜——— 社员对合作社满意度 ０．４５９ ０．１４４ ３．１８１
继续留在合作社情况 ＜——— 社员对合作社满意度 ０．５２０∗∗∗ ０．１２８ ４．０６３

　注:∗∗∗表示参数估计值在１％水平上显著.

　　四、结论与政策启示

　　文章以陕西省３９３户苹果专业合作社成员为调查对象,基于消费者满意理论,建立合作社成员满

意理论模型.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方法,得到３个影响社员满意度的潜变量,包括合作社自身形象、
社员感知质量和社员感知价值,并构建结构方程模型,研究社员对其所在合作社满意影响因素.

基于理论与实证分析,得到如下结论与政策启示.
第一,农民专业合作社自身形象对社员满意度的直接影响作用较强.反映合作社自身形象最显

著的因素是其发展潜力及其在同行中的声誉.鉴于此,建议通过建立合作社股份制,提高合作社发展

潜力,并将合作社盈利与社员收入对接,激发社员积极性.从长远看,利于实现合作社持续发展与社

员增收的双赢.其次,合作社应借助已获得合作社帮助,并取得收益的社员的“口碑效应”,进行正确

的宣传,辐射带动周边农户加入合作社.
第二,社员感知价值对社员满意度的直接影响作用显著.影响感知价值的显著包括因素为以较

高价格出售社员产品、稳定收购社员产品以降低由于收购者违约带来的损失.因此,合作社应提高自

身在农产品生产与销售供应链中的谈判地位,并通过规模经营,力争为社员取到最优的果品销售价

格;同时,合作社应提高自身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以实现对社员果品的稳定收购,进而达到保障社员

果品销量的目的.
第三,社员感知质量对社员满意度的直接影响作用显著.反映感知质量的最显著因素为提供信

息技术服务与减少加工环节.因此,果品合作社应尤其注重对社员在果树种植技术,以及病虫害防治

等方面的培训与指导,同时,应通过提供果品集中分级与统一包装服务,来降低社员在加工环节的

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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