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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农协是与日本农民的生产和生活密切相关的服务组织
。

为 日本国民经济高速发展
,

特别是农业

生产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
。

它对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技术服务体系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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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农业协同组合(简称农协)是由农民在自愿
、

平等
、

互利的基础上形成的服务体系
,

是一个

经济团体
。

它有一套严密的组织程序和管理制度
,

实行农工商
、

产供销一体化的经营服务
。

在日本农村
,

农民的生活及生产活动均离不开农协的各种活动
。

从日常生活的食品
、

住房到农

业机械
、

生产资料
,

从农产品的计划
、

生产
、

管理
、

收获
、

储藏到加工销售等过程均能提供不同程度的

服务
。

农协提供的服务不只限于农民
,

居住在农村的非农户(职员
、

商人 )也包括在内
。

形成了一个

功能齐全的农协社会
。

农协的事业量居 日本综合商社的第 6 位
,

其资本量居世界银行的第 7位
。

拥

有 555 万会员和 279 万准会员
,

无论从资金
、

人数和经营规模上
,

足可左右政党选举
,

也可就农业政

策或相关政策向国会施加压力
,

农协已成为具有一定政治机能的团体
。

一
、

农协的历史

1900年日本政府通过了产业组合法案
。

在此之前
,

农 民为了适应产业结构的变化
,

自发组成了

各种组合
,

以对抗国际和国内经济对农业经济的冲击
。

因组织起来的农民团体带有政治色彩
,

不受

政府欢迎
,

反而处处受到限制
。

即是法案通过后
,

最初的农协活动仍受到政府的很大制约
。

尽管如

收稿日期
:1993一0 8 一 2 0



第 5期 郝明德
:
日本农业协同组合简介

此农协组织发展很快
。

1 9
10 年达 7 38 0 个

,

其组织形式具有今天的生活协同组合
,

信用金库和农协

3 个机能
。

1 9 0 9 年设立了产业组合中央会
,

即现在全国农协中央会的前身
。

1 9 2 3 年设立了全国购买

组合联合会和产业组合中央金库
,

即现在的农林中央金库
。

二次世界大战后
,

日本政府制定了新的农协组合法和实施了农地改革
。

其宗旨是为了提高农民

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
,

实行耕者有其田
。

农民为了保卫农地改革成果
,

在 自主
、

自愿
、

互利的基础

上成立了农协
,

取代了为进行战争而设立的农业会
。

成立新农协和农地改革是 日本现代农业革命的

两大支柱
。

根据新农协法
,

15 名以上的农民就可组成农协
,

这样一个村庄就有多个农协
。

经过激烈竞争和

分化
,

经营不善的农协被兼并
。

农业生产的发展也促使了农协间的合并
。

1 9 5 7 年随着盯村行政机构

的改革与合并也推动了农协间的合并
。

之后在农协系统组织指导下
,

也实施 了带强制性的合并
。

1 9 9 。年
,

日本全国有 3 256 个村级单位
,

仍有 3 688 个农协
。

一些小的农协
,

人数在千人左右
,

而近

郊的大农协
,

人数在万人以上
,

经营规模和内容及人员组成各方面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

二
、

农协的原则

新农协法规定
,

农协所从事的是为会员提供最大服务而不以营利为目的的事业
。

农业协同组合的原则是
:

(l )加入退 出自由
; (2) 不受区域限制

; (3) 对会员所有一切不干涉
,

不介入
; (4) 会

员每个人具有 明确责任
,

所有一切自主管理
。

(一 )农协会员的权力和义务 在会员的资格
、

权力和义务上都有明确的规定
。

巧 名以上的农

民就可组成农协
,

想加入农协的人就能成为会员
,

没有正当理由不得拒绝
。

非农人员也能加入农协
,

除没有理事选举权和表决权外
,

在农协提供服务上和设施利用上享受同等待遇
。

会员有加入 2 个以

上农协的自由
,

也有退出的自由
。

(二)农协的事业 农协主要从事以下 9 种事业
。

(l ) 储蓄和贷款
; (2) 为会员购买各种生产资料和生活用品

;

(3) 为会员的农产品提供加工
、

仓储
、

销售等服务
; (4 )共同进行农业作业

,

提高农业劳动效

率

(5) 进行农地改良和水利建设增加产量
; (6) 发展农村工业

;

(7) 为农民所想
,

普及优良新技术
; (8 )发展互助保险业务

,

提高抗御不幸和灾害的能力
;

(9) 建立托儿所
、

养老院
、

医院
、

图书馆等文化卫生福利设施
,

改善农村生活
,

提高农村文化生活

水平
。

(三)在事业实施上 (”制定章程制度
,

决定实施的方法和规则
,

由无记名投票确定农协职员
;

(2) 根据所出资金的利用程度
,

进行利益分配
。

( 四 )联合会 对于单个农协不能完成的事业
,

则以联合会的形式来共同完成
。

2 个以上农协可

以联合组成联合会
。

至于联合会的形式
,

种类及数量不受限制
,

也不受区域限制
。

新农协法则更着重强调会员的民主权利
。

认为
“

你的家庭生活幸福美满
,

村庄更加美丽
,

决定于

你怎样行使赋予你的民主权利
。 ”

三
、

农协的组织结构

日本农协有专业农协和综合农协之分
。

专业农协是指从事经营果树
、

养鸡
、

养猪
、

养蚕等专业的

农民为了方便专业化生产
、

销售的组织
;综合农协则从事农业生产

、

信用
、

销售
、

购买
、

保险
、

医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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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事业
。

综合农协是 日本社会所特有的
。

专业农协则相似于欧美的农协
、

。

提到农协
,

如不指明是

专亚农协
,

则指综合农协而言
‘

日本农协分为三段制一是以盯村为单位的单位农协(简称单协)
;二是都道府县的农协联合会

(简称县协)
;三是全国农协中央联合会(简称全农)

。

单位农协因处基层
,

要干的事很多
,

但资本和力量有限
,

对于一些大项 目
,

只能采取委托给县协

或与其它单协联合去完成
。

现在的单协已侧重于农业生产过程及收获后加工储藏等服务
,

不直接在

市场上销售农产品
。

农产品销售
、

生活和生产资料的购买
、

信用
、

保险
、

医疗等方面则大部或全部委

托给县协进行经营
。

原则上可以单独经营
,

县协得不到委托则不能经营
。

但在现实中单协则离不开

县协而独立经营
。

都道府县的农协联合会具有对单协的监督
、

教育
、

情报和宣传等作用
,

具有组织单协向广大消

费地区销售农产品的机能及进行单协无力从事的事业
。

县协也参与农政活动
。

县协的几个下属部

门从事的事业有四个方面
:

1
.
经济农业协同组合联合会

,

从事农产品的销售
、

加工
,

向农 民提供肥料
、

农药等生产资料及生

活用品
。

2

.

信用农业协同组合联合会
,

从事农村的资金储蓄和借贷
。

3

.

保险互助农业协同组合联合会
,

从事农村地区的生命保险
、

建筑物保险
、

火灾保险及交通工

具保险业务
。

4

.

卫生农业协同组合联合会
,

从事农村地 区医疗卫生
、

医院建设等业务
。

全国农协中央联合会负责农业经营指导
,

对县协和单协进行经营监督和教育宣传工作
。

从事有

关农业政策的研究工作
。

接受下属农协委托的工作
,

组织完成下属农协无力承受的事业
。

、

名

四 农协的业务范围

农协主要有销售
、

购买
、

信用
、

保险四大业务范围
。

(一 )销售 农协在销售上有三个原则
。

一是无条件委托销售
。

农民在出售农产品时不确定价

格
、

时间和销路
,

全部委托给农协决定
。

这样
,

农协可以集中大量农产品
,

有计划地投放市场
,

尽量争

取最有益于农民的价格
。

二是共同计算
。

因为农产品销售受许多因素制约
,

即是同种产品同样质量
,

也因销售时间和地点不同
,

价格会有很大波动
。

所以农协以某一时期的平均价格与农 民结算
。

三是

系统利用
。

农协利用其庞大的组织系统
,

利用能集中大量农产品的优势
,

调节市场需求保持稳定经

营
。

1 9
88 年农民委托铺售农畜产品为

61 260 亿日元
,

其中 如% 委托给县协经销
,

县协又把其 中

73 % 委托给全农经销
。

这样县协和全农即可保证稳定经营
,

又可保护农畜产品价格
,

同时也可从某

些方面影响政府的决策
。

(二 )购买
‘

购买也有三个原则
。

除共同计算和系统利用相同外
,

还有
“

预约购买制
” 。

农民可以

提前预定购买农业生产资料和生活用品
。

单协将各农户的预约数和种类统计上报县协
,

最后汇总于

全国农协
。

1 9 8 8 年农户委托购买的总额为 50 38 0亿 日元
,

其中 85 % 委托给县协购买
,

县协把其中

的 61% 委托全农购买
。

全农和县协组织货源
,

适期供应
。

采用预约购买形式
,

其价格远低于市场价

格的30 肠左右甚至更低
。

其原因是生产厂家决不会放弃这巨额订单
。

农协也尽可能地为农民争取

利益
。

(三 )信用 农协的信用事业与银行功能
‘

相同
,

具储蓄
、

借贷机能
。

但农协的信用机构 比其它银

行容易吸收资金
。

1 9 9 0 年从农户吸收储蓄金达 511 10 0 亿 日元
。

因为农户在农产品销售及生产生

活资料购买时
,

均在农协信用机构内部结算
,

所余资金即被转为储蓄成为农协运用资金
。

此种便利

、

妇
、代
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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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其它银行没有
。

( 四 )保险 农村的每个家庭是一个小规模的生产生活经营体
。

除具有与城市居民相同的退休

金保险
、

生命保险
、

房屋财产保险外
,

还有作物
、

森林
、

土地
、

机械等生产资料领域保险
。

1 9 8 8 年的营

业额为 29 1 54 2亿日元
,

这巨大的业务量也只能非农协所属
。

农协的活动从生产
、

销售
、

购买
、

信用
、

保险各方面几乎包括了农民生活中衣食住行各方面
。

其

业务量之大是一般商社无法比拟
。

县协和全农在经营中积蓄财产
,

增加资本
。

其资本总额从战后几

乎为零增加到 15 821 亿 日元 (19 87 年)
,

40 年间每年平均积蓄 39 5
·

5 亿 日元
,

年均增长率为 10
.

4%
,

1 9 8 7 年的总资产额为 81 1 770 亿日元
。

而农业收入不过 2 兆 日元
。

农协事业呈现生机勃勃蒸

蒸日上的景象
。

五
、

农协的不足

日本农协在组织系统上表现出如下不足之处
:

1
.
各联合会之间缺乏有机联系

。

三段制间纵向联系多而横向联系少
。

整体的综合能力没有发

挥出来
。

2

.

单协和联合会及联合会之间存在着互不信任感
。

单协的主体性没有得到保护
。

全农主导型

导致中央集权
。

联合会利益优先于会员利益
,

本末倒置
。

3

.

组织系统的协调机能发挥不充分
。

大规模农协出现对县协的利用减少
。

4

.

农协系统三段制与行政系统三段制不适应
,

限制了农协发展
。

大规模农协出现
,

突破了原有

的行政界限
。

随着农业在国民经济中比重的下降
,

政府对农业预算的大幅度削减
,

加上农产品市场对国际社

会开放
,

农协外部环境日渐恶化
;
农村过疏化

,

农业从业者的高龄化
,

农村男青年 配偶不足
,

农业后

继乏人
,

年青人脱农入城等难题使农协经营困难
;
农协内部经营不善

,

对农业指导不力
,

致使农协的

利用率降低
,

农协形象受损
。

现行的农协组织形式对会员而言
,

并无多少 自由
。

如一农家加入农协
,

还得分别加入其中的青

年部
、

妇女部等子部门或各团体
,

受到二重或三重束缚
。

既是一人不满意想要退出
,

受家人牵制也不

那么容易
。

随着农协事业的发展
,

机构膨大
,

雇员越来越多
,

三段制合计官员 79 000 人
,

职员 35 万 人
,

每

10 户农家平均就有一名雇员
。

管理费用增大
,

1 9 8 7 年达 5 170 亿 日元
。

庞大机构的管理费用和雇员

工资
,

也使农民不堪重负
。

农协对农产品的全包全销
,

虽便利生产
,

由于生产者不与市场见面
,

使商品缺乏竞争力
。

农民收

入经过几道手续后
,

得到的实惠较小
,

也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

妨碍了生产力的提高
。

日本政府在农业上采取了一系列保护措施
。

全农从国库中可得到 7亿以上 日元的补助金 (1987

年 )
。

加上政府从其它项 目上给农业名 目繁多的各种补贴
,

也不利于农业形成竞争性产业
。

关于农协的改革
,

日本朝野有许多方案
。

但主要集中在
:
一是在组织系统上

,

保持三段制的组织

形式
,

但在事业上减少中间环节
,

实施二段制
。

二是变联合会为协会
,

缩减机构和人员
,

变依存农业

的实体为对农业服务的机构
,

提高农协的竞争能力和吸引力
。

日本农协尽管有不尽人意
,

急需改革之处
,

但对日本国民经济特别是农业发展上所起的巨大作

用则是众 口称赞的
。

所取得的成功经验
,

使世界各国竞相仿效
。

它山之石
,

可以攻玉
。

相信日本农

协的经验和教训
,

对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技术服务体系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