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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专业合作社：一个三重绩效评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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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综合评价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经济、社会和生态绩效(“三重绩效”)，对于巩固合作制

优势和基本价值观，促进新型农民培养和农民共同富裕，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农业生产体系，提高政府支农政

策效率均具有重要价值。为此，结合我国实际，初步提出一个农民专业合作社“三重绩效”指标体系框架，同时应用层

次分析法(AHP 法)建立一个包括 6 个二级指标、14 个评价级指标的“三重绩效”评估模式，并应用这一模式评估湖南省

10 家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绩效。结果表明：该评估模式具有较强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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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armer Specialized Cooperative: A Tertiary Achievements Appraisal Pattern 

ZHAO Jia-rong，JIANG Tai-Hong 

(College of Economics，Hu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Changsha 410128，China) 

Abstract: It is of great value to evaluate the triple performance of the farmer specialized cooperative based on the 
co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The main benefits are as following: consolidating the advantages and basic values of the 
cooperative, promoting the farmer training and shared prosperity for peasants，establishing a resources-saving and 
envoironment-friendly agriculture production systems, raising the efficiency of agriculture-supporting policy. Therefore，in 
the light of China’s specific conditions, this paper proposes initially an indicator system frame for the farmer specialized 
cooperative，simultaneously,this paper uses the application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 to establishe an assessment 
model of triple performance including  6 second-level targets，14 evaluation indexs, which is later used to evaluate the 
performance of 10 Hunan farmer specialized cooperatives．The real diagnosis indicates that this assessment model has 
strong feas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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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今后一段
时期我国农村改革发展基本目标任务主要是：农民人
均纯收入比 2008 年翻一番，绝对贫困现象基本消除；
农民民主权利得到切实保障；农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
更好落实；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农业生产体系基
本形成，农村人居和生态环境明显改善，可持续发展
能力不断增强。国际经验表明，农民合作社作为现代
农业的主要组织制度，不仅是促进农业增产、农民增

收的重要组织，也是改造传统农民，培养新型农民的
学校，还是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农业生产体
系的重要载体[1]。然而，目前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虽
然数量迅速增加，但大多数规模不大，竞争力弱，服
务面窄，尤其是带动农民推广应用新技术发展生产，
增强民主和合作意识，树立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相
处的文明风尚，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农业生
产体系中的示范作用还非常有限。因此，“扶持农民专
业合作社加快发展，使之成为引领农民参与国内外市
场竞争的现代农业经营组织”，关键之一在于政府主管
部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科学的绩效评价模式，
对绩效优良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予以有效扶持。这对于
促进其健康发展，推动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为
此，学界应加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绩效评价研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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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主管部门提供智力支持。目前这方面有价值的成
果并不多见，根据笔者在中国知网的《中国期刊全文
数据库》(1999—2008 年)中以“合作社绩效评价”检
索查询，仅有 8 篇论文涉及这一主题，其中包括傅晨、
夏英、杨云、浙江省农业厅课题组等的研究成果。基
于此，笔者主要借鉴约翰·埃尔金顿(John Elkington)

的“三重盈余”理论，就构建农民专业合作社“三重
绩效”评价模式开展探讨。 

二、“三重绩效”评价的理论依据及其现实

意义 

构建农民专业合作社“三重绩效”评价模式的理
论依据主要是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回顾企业社会责任
理论的流变历程就可以发现：随着时代发展，企业社
会责任的内涵不断扩大并得到广泛认同。主要代表性
理论观点有以米尔顿·弗里德曼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学
家的传统观点、弗里曼的利害相关者理论、约翰·埃
尔金顿的“三重盈余”(或称“三重底线”)理论[2]。弗
里德曼(1970)认为：“企业仅具有一种且只有一种社会
责任——在法律或者伦理习俗的社会基本规则下实现
利润最大化”[3]。卡罗尔(1979)将企业社会责任一分为
四，认为企业必须负有生产、盈利及满足消费者需求
的经济责任，必须在法律范围内履行其经济责任的法
律责任，承担符合社会准则、规范和价值观的伦理责
任，具有坚定意志和慈爱心怀的自愿责任。其权数按
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伦理责任和自愿责任依次为
4-3-2-1。这一权数结构后来被称为“卡罗尔结构”[4]。
爱德华·弗里曼(Ed Freeman)等(1984)又提出了著名的
利害相关者理论，其核心思想是：企业是与相互影响
的利益相关者(包括股东、雇员、顾客、供应商、债权
人、政府和社区)相互联系的一个结合体，它有责任和
义务为利益相关者和社会创造财富[4]。企业不仅要为
股东谋求利润最大化，而且也要为其他的利害相关者
创造福利。由此，企业社会责任被视为是企业对待利
害相关者的一种行动，利害相关者理论也成为非常有
影响的一种理论。随着环保主义思想的兴起，产品安
全、生态环境也日益成为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内容。
英国学者约翰·埃尔金顿(John Elkington，1997)[5]提出
“三重底线” 理论，其内涵是企业在追求自身发展中，
需要同时满足经济繁荣、环境保护和社会福利三方面
的平衡发展，任何企业行为至少应该达到经济、社会
和环境“三重底线”的基本要求。这一理论认为，不

能仅仅关注企业增加的经济价值，而且还要关注企业
增加或破坏的环境和社会价值，关注企业利害相关者
(股东、消费者、雇员、合作伙伴、政府、地方社区和
公众)的不同需求，研究企业效益应从传统的 “成本
——效益”分析的经济层面推广到社会和环境层面，
不仅要计算企业的社会和环境成本，而且还要计算企
业的社会和环境效益。“三重底线”可以被视为是一
种分析框架，用以衡量和评价与企业的经济因素表现
相对应的社会和环境因素表现。这一理论推动了许多
企业重新定位其经济、社会和环境绩效之间的相互关
系，并将环境保护和社区健康等作为获得更大利润的
一种有用工具。  

按照国际合作社联盟章程及其 1995 年《关于合作
社特征的宣言》，“合作社是人们自愿联合，通过共同
所有和民主管理的企业，来满足共同的经济和社会需
求的自治组织” [6]，我国将农民专业合作社定义为“在
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同类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
同类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提供者和利用者，自愿联合、
民主管理的互助性经济组织”，依法登记后即取得法人
资格。可见，它是一个主要为其成员提供服务的市场
主体和“特殊企业”，是我国当下农业生产经营的重要
微观组织载体。显然，企业社会责任理论是对其实施
“三重绩效”评价的重要理论基础。 

“三重绩效”评价有利于积极引导其坚持经济责
任、社会责任、环境责任三者有机统一，成为农村先
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和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的代表。其现实意义具体而言有四： 

(1) 有利于专业合作社形成品牌，提高市场竞争
和盈利能力，带动当地经济发展和农民增加收入。专
业合作社作为农民的互助性经济组织，主要是为社员
增产增收服务。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合作社要正常
运行并为社员赢得更多经济利益，就必须利用自身的
制度优势，塑造良好的社会形象，积极拓展市场。开
展“三重绩效”评价，注重合作社盈利与社会责任、
环境责任的和谐统一，可以促进其实施标准化生产，
充分利用自然资源，最大限度地限制外源污染物进入
生产系统，不断提高无公害农产品、绿色产品、有机
农产品生产和销售比率，打造和维护合作社品牌，提
高社会美誉度，尤其在农产品国际贸易中，能有效规
避“绿色贸易壁垒”，广泛开拓国际市场。 

(2) 有利于巩固合作制及其价值观，促进社员自
治、自主、自强，培养新型农民，增进社会和谐。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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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社员异质性相当严重，大多由
经济技术实力雄厚的“核心”大户或团体社员带领弱
小的兼业农户组成。这种“核心＋外围”型的合作社
往往强调资本权利和“大户意志”，导致合作社制度和
价值观“异化”，“核心成员”成为控制合作社的“内
部人”，忽视普通社员的权益，以致他们对合作社经营
管理缺乏热情，社员代表大会和“一人一票制”形同
虚设，严重损害社员合作精神的培养和合作社凝聚力
的形成。因此，实施“三重绩效”评价，多视角地全
面考察合作社的绩效，有利于维护合作社劳动雇佣资
本的合作制特性，传播“互助、民主、平等、公平”
的价值观，促进社员自治、自主、自强，培养高素质
的新型农民，实现其促进社会公平、共同富裕的社会
功能，推动农村社会和谐、进步。 

(3) 有利于增进专业合作社及其社员的生态伦理
意识和环保责任感，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农
业生产体系。随着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壮大，其作
为农业产业化经营的主体地位不断提升，对农业环境
和生态具有巨大影响。因此，激励农民专业合作社建
立资源节约和循环使用的生产体系，以此带动广大农
民推广应用先进实用技术，节约和集约使用土地、水
资源等农业生产中的紧缺资源，保护农业生态环境势
在必行。政府对其实施 “三重绩效”评价，必然强化
农民和其他农业市场主体的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观
念，带动社员和当地农民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生态
环境保护为核心，推动循环农业、生态农业、集约农
业等有利于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农业形态的形成，促
进农业可持续发展。 

(4) 有利于政府引导和扶持专业合作社发展，提
高国家支持和保护农业政策资金的效率。坚持“国家
支援合作社”的原则是马克思主义合作经济理论的基
本观点。目前我国农民合作社处于初级发展阶段，专
业合作社数量众多而运行又不够规范，政府在确立扶
持对象时存在一定盲目性，甚至一些冒牌和绩效不良
合作社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得政府资助，而规范运作、
绩效良好的合作社没有得到扶持，不仅浪费了有限的
公共财政资金，而且损害了政府形象和支农政策效率。
因此，政府要利用有限的资金引导、扶持有价值的而
“不是协助随便的一种合作社的周转”，提高国家支
持、保护农业的政策效率和资助农民专业合作社公共
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必须建立“三重绩效”评价体
系，在科学评价的基础上对农民真正参入，并取得良

好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的专业合作社给予资助。 

三、“三重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框架及其重

点指标 

企业绩效评价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开展农民
专业合作社“三重绩效”评价的根本目的在于引导其
不仅重视自身的传统资本，更关注人力资本、社会资
本的开发和利用，发挥其经济、社会和生态功能，真
正成为人类经济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的建设者，
因此其评价指标必须根据它特殊的制度安排和生产特
征来设计和选择。借鉴有关学者对一般企业绩效评价
的研究成果[5，7，8]，结合农民合作社的本质规定与发
展实际[9-11]，笔者提出以下农民专业合作社“三重绩
效”评价指标体系框架及其重点指标。 

1.经济绩效评价指标及其重点 

农民专业合作社作为以其成员服务为主的“特殊
企业”，首先是一个经济实体，必须注重提高经济绩
效。衡量其经济绩效应力求规模、速度、质量、效益
相结合。 

(1) 经营规模及其增长速度。评估企业的经营规
模及其增长变化情况一般通过资产总额、固定资产净
值、总收入、总支出等方面的指标，如采用某一指标
的报告期增量/基期总量获得，主要衡量其业务发展和
市场开拓规模增长率。因此，农民专业合作社生产经
营规模及其增长可以采用社员数量、社员出资总额、
固定资产总额、合作社总收入、总支出等予以考察。
基于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正处于发育的初级阶段，许
多农民对其持观望态度，合作社社员数量和专业经营
规模普遍不大，很难产生规模效益，因此，评价其规
模时应特别重视社员数量、社员出资总额、合作社总
产值的考察。社员数量主要反映合作社的社会规模，
可以注册登记的社员数量或当年合作社平均社员数
(即年初社员数和年末社员数的平均数)为据。社员出
资总额即注册登记的合作社资金中社员出资规模，主
要体现社员的经济参与程度和规模。合作社年总产值
(总收入)主要反映合作社年生产经营规模。 

(2) 合作社经营的经济效益。一般企业经营效益
的评估指标繁多，包括商品资产周转率(天数)、存货
周转率、应收账款周转率(天数)、流动资产周转率(天
数)、总资产周转率(天数)、资产负债率、资产净利率、
资产净值报酬率(企业净利润/平均所有者权益)、商品
经营利润率、销售净利率、费用利润率、费用净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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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利润率等。农民专业合作社是社员利益的联合体，
合作社第一层次的利益是入社农民利益，第二层次的
利益才是合作社的利益，第二层次的利益派生于第一
层次的利益，必须服务于第一层次的利益，因此，合
作社的经营效益应突出社员的收益。因此，其经营效
益应重点考虑用以下指标衡量：合作社年盈余额、合
作社资产净利率、费用利润率(一定时期利润总额/商
品流通费用总额)、社员通过合作社获得的平均收入
(利润返还与股金分红等)、社员人均年纯收入高于当
地农户平均纯收入的比率、社员农户通过合作社获得
的年收入与其年总收入的比率，以更好体现合作社经
营效益及其对社员农户收入的贡献程度。 

2.社会绩效评价指标及其重点 

社会绩效评价旨在引导其不仅追求合作社、社员
的经济利益，而且注重自己的社会责任，为当地建设
“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
民主”新农村做出贡献。 

(1) 对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的贡献。农民专
业合作社承担的社会责任主要是促进当地农业生产发
展，使农民生活宽裕起来，因此，其绩效应当从优化
当地农村产业结构、促进专业化生产和产业化经营、
农民增收和农村剩余劳动力安置就业等方面予以考
察，主要可以用以下指标衡量：统一销售的农产品总
量或总值、统一购买农业生产投入品总量或总值、合
作社拥有的注册商标数、农产品质量认证数、地理标
志产品证书数、名特优产品及其标准化生产规模或比
例、农产品加工实体的加工能力、合作社及其加工实
体常年用工数量、带动非社员农户数，包括为其提供
农产品销售、贮运、加工、生产资料购买、技术信息
等服务的数量以及帮助当地贫困农户脱贫户数。其中
应将统一销售的农产品总量或总值、社员标准化生产
的比例、带动非社员农户数、合作社及其加工实体常
年用工数量作为重点指标，以体现专业合作社为促进
当地经济结构调整，解决农产品销售困难、农产品质
量安全、劳动力就业困难、提高农民收入等制约农村
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的贡献。 

(2) 对农村社会事业建设的贡献。基于建设新农
村的视角，农民专业合作社还必须承担起推进乡风、
村容建设和民主治理的社会责任。考察这方面的绩效
主要可以用以下指标：合作社年缴税额、对当地村容
和文明乡风建设等社会公益事业的捐赠额、社员和顾
客对合作社民主管理与经营服务的满意度、合作社开

展各种科技文化知识培训人次、社员农户的科技成果
应用率、合作社和社员获得政府表彰和社区荣誉的次
数、社员担任各种社会职务的人次、合作社的银行信
用等级、农产品质量安全美誉度等。社员对合作社治
理的满意度、合作社开展各种科技文化知识培训人次
应是当下这方面绩效考察的重点。社员对合作社治理
的满意度即社员对合作社内部制度安排、民主管理的
满意程度，满意度高则有归宿感。合作社的善治可以
增强农民的民主意识，推动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
而合作社开展各种科技文化知识培训则是培养新型农
民，推进乡风、村容建设的基础性工作。 

3.生态绩效评价指标及其重点 

生态绩效评价旨在引导农民专业合作社不仅追求
代内公平，而且注重代际公平，努力形成资源节约型、
环境友好型农业生产体系，使农村人居和生态环境明
显改善，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 

(1) 环境保护方面。评价一个农业企业(组织)环境
保护绩效的指标主要有：直接用于环保投资规模和比
率、土壤环境质量指数、企业生产垃圾(“三废”)无
害处理比率、无公害、绿色和有机农产品生产和销售
比率、销售环保型农药、化肥等工业投入品数量和比
率、产品安全标准化生产比率等。由于我国农民专业
合作社大多以生产和营销型服务为主，评价环境保护
绩效的指标可以重点考虑无公害农产品或绿色农产品
或有机农产品生产和销售比率、销售环保型农药和化
肥等工业投入品的数量与比率等。 

(2) 资源利用方面。农业资源利用方面的评价指
标众多，专业合作社资源利用可以从以下几方面选择
评价指标：土地净生产率、土地复种指数、土地集约
化水平(单位农地直接投入的各种物质和技术费用)、
基本农田保护率、节水灌溉面积占有效灌溉面积的比
率、节水轮作制度覆盖率、节水高产品种栽培比率、
能源利用率等。笔者认为，由于我国土地和水资源严
重不足，其利用绩效应重点予以考察。 

当然，由于我国幅员辽阔，生产力水平差异巨大，
各地区要本着易于采集、统计和处理的原则，结合当
地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情况，选择适合的指标构建
评价体系。指标不仅应充分考虑原始数据的可靠性和
可得性、统计处理的难度，尽量利用基层部门长期的
统计信息资料，其中包括可从统计报表直接统计或间
接得到的数据，而且要有横向可比性，指标数量要适
度。指标太多会增加评价难度，太少则会降低评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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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度[12]。 

四、基于AHP法的“三重绩效”评估模式构建 

层次分析法(The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简称
AHP)是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由美国运筹学家托马
斯·塞蒂(T.L.Saaty)提出的一种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
系统化、层次化的分析方法，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在我国各个领域广泛应用。笔者基于湖南农民专业合
作社的考察，选择 14 个指标(表 1 中的评价级指标)，
应用 AHP 法建立一个“三重绩效”评价模式(指标层
次结构体系和各指标权数)。 

首先，在深入分析湖南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实际
情况的基础上，将选择的 14 个因素按照不同属性自上
而下地分解成三个层次(表 1)，最上层综合评价指标为
目标层；中间层分二个层次，第一层次含经济绩效指
标、社会绩效指标、生态绩效指标，第二层次含经济
规模等 6 个指标；最下层为评价级指标，包括年总产
值等 14 个指标。同一层的诸因素从属于上一层的因素
或对上层因素有影响，同时又支配下一层的因素或受
到下层因素的作用。  

表 1  农民专业合作社“三重绩效”评价指标及其构成体系 

中间准则层 
目标层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评价级指标 

 经济规模 C1 社员数量 D1；社员出资总额 D2；合作社年总产值 D3 

 

经济绩效 B1 

经营效益 C2 合作社年盈余 D4；社员年均利润返还额 D5 

对农村经济发展的贡献 C3 合作社聘请工作人员数量 D6；带动非社员农户数 D7；统一销售的农产品总值 D8综合评价指标 A 社会绩效 B2 

对社会事业建设的贡献 C4 合作社获政府表彰次数 D9；合作社开展科技文化知识培训人次 D10 

 生态绩效 B3 环境保护 C5 无公害、绿色和有机农产品生产量 D11；环保型工业投入品销售总值 D12 

  资源利用 C6 土地复种指数 D13；节水灌溉面积 D14 

注：带动非社员农户数指为其提供农产品销售、贮运、加工、生产资料购买、技术信息等服务等的非社员农户数量 
 
其次，分层次构造成对比较阵。按德尔菲法，即

由专家据 1-9 标度法赋值,构造成对比较阵，1 表示两
个元素相比，具有同样重要性，3 表示前者比后者稍
重要，5 表示前者比后者明显重要，7 表示前者比后者
强烈重要，9 表示前者比后者极端重要，2，4，6，8

表示上述相邻判断的中间值，若元素 i 与 j 的重要性
之比为 aij，那么元素 j 与元素 i 重要性之比为 aji=1/aij。
按照研究所需背景知识确定了 5 名专家，(包括本校经
济学院 3 名学者，1 名专业合作社主管部门官员，1 名
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向专家提出预测问题及要求，由
专家做书面答复。将专家第一次判断意见汇总对比，
再分发给各位专家，让专家比较自己同他人的不同意
见，修改自己的判断。再将专家的修改意见收集汇总，
并分发给各位专家修正。向专家反馈信息时只给出各
种意见而不说明专家姓名。直到每一个专家不再改变
自己的意见为止。对专家的判断综合如表 2。在此基
础上，计算判断矩阵权数，确立层次单排序并做一致
性检验。先运用和法或方根法或特征根法计算每一个
成对比较阵的最大特征值及对应的特征向量，再做一
致 性 检 验 。 其 计 算 公 式 为 ： CR=CI/RI ， 式 中

CI=    max 1n n   ，λmax 是矩阵最大特征值，n

为准则层指标个数或准则层每个指标下的指标数；RI

为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从有关数值工具表查得。在
此基础上计算一致性比率(表 2)。 

表 2-1  A-B 判断矩阵    CR= 0.0615﹤0.1 

A B1 B2 B3 WBi 

B1 1 5 5 0.691 8 

B2 1/5 1 2 0.201 3 

B3 1/5 1/2 1 0.106 9 

∑    1.000 0 
 

表 2-2   Bi-C 判断矩阵      CR =0﹤0.1 

B1 C1 C2 WCi 

C1 1 1/2 0.333 3 

C2 2 1 0.666 7 

∑   1.000 0 
 

表 2-3   Bi-C 判断矩阵    CR =0﹤0.1 

B2 C3 C4 WCi 

C3 1 3 0.750 0 

C4 1/3 1 0.250 0 

∑   1.000 0 

 



 
                  
6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年8月 

表 2-4  Bi-C 判断矩阵       CR =0﹤0.1 

B3 C5 C6 WCi 

C5 1 2 0.666 7 

C6 1/2 1 0.333 3 

∑   1.000 0 
 

表 2-5  Ci-D 判断矩阵    CR = 0.0491﹤0.1 

C1 D1 D2 D3 WDi 

D1 1 1/2 1/5 0.142 4 

D2 2 1 1/4 0.201 4 

D3 5 4 1 0.647 2 

∑    1.000 0 
 

表 2-6  Ci-D 判断矩阵      CR = 0﹤0.1 

C2 D4 D5 WDi 

D4 1 2 0.333 3 

D5 1/2 1 0.666 7 

∑   1.000 0 
 

表 2-7  Ci-D 判断矩阵    CR =0.0047﹤0.1 

C3 D6 D7 D8 WDi 

  D6 1 1/5 1/3 0.109 3 

  D7 5 1 2 0.570 1 

  D8 3 1/2 1 0.320 7 

∑    1.000 0 
 

表 2-8  Ci-D 判断矩阵      CR =0﹤0.1 

C4 D9 D10 WDi 

D9 1 1/2 0.333 3 

D10 2 1 0.666 7 

∑   1.000 0 
 

表 2-9  Ci-D 判断矩阵      CR =0﹤0.1 

C5 D11 D12 WDi 

D11 1 2 0.666 7 

D12 1/2 1 0.333 3 

∑   1.000 0 
 

表 2-10  Ci-D 判断矩阵     CR =0﹤0.1 

C6 D13 D14 WDi 

D13 1 2 0.666 7 

D14 1/2 1 0.333 3 

∑   1.000 0 
 
第三，确定组合权重和层次总排序，并做组合一

致性检验。计算最下层评价指标对目标层指标的组合
权重，并根据公式做组合一致性检验。检验公式为： 

CR  = 1

1

.

.

m

i i
i

m

i i
i

WC I

W R I








    

式中 Wi 为准则层 i 个指标的权重，C.Ii，R.Ii 分别
为 Wi 对应的判断矩阵的一致性指标和平均随机一致
性指标。得到各指标权数如下(表 3)。CR= 0.033 1<0.1，
其一致性通过检验。 

表 3  湖南农民专业合作社“三重绩效”评价指标的权重 

中间准则层  
目标层 

一级指标 权重 二级指标 权重 指标 权重 

经济规模 C1 0.230 6 

社员数量 D1 

社员出资总额 D2 

合作社年总产值 D3 

0.032 8 

0.048 5 

0.148 2  经济绩效指标 B1 0.691 8 

经营效益 C2 0.461 2 
合作社年盈余 D4 

社员年均利润返还额 D5 

0.153 7 

0.307 5 

对当地经济和农民 

增收的贡献 C3 
0.134 2 

合作社常年聘请工作人员数 D6 

带动非社员农户数 D7 

统一销售的农产品总量或总值 D8 

0.014 7 

0.076 5 

0.043 0 综合评价指标 A 社会绩效指标 B2 0.201 3 

对当地社会事业 

建设的贡献 C4 
0.067 1 

合作社获政府表彰次数 D9 

合作社开展科技文化知识培训人次 D10 

0.022 4 

0.044 7 

 
生态和环境保护 0.106 9 

环境保护 C5 0.071 3 
无公害、绿色和有机农产品产量 D11 

环保型工业投入品销售量 D12 

0.047 5 

0.023 8 

 
绩效指标 B3 

 资源利用 C6 0.035 6 
土地复种指数 D13 

节水灌溉面积 D14 

0.023 7 

0.011 9 
 

五、“三重绩效”评估模式的应用 

笔者现应用上述“三重绩效”模式评价湖南省 10

家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绩效，其原始数据主要来源于笔
者的调查(表 4)。为了使数据具有可比性，笔者应用相
对系数法将有关原始数据转化为无量纲的标准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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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表 5 的数据。 

表 4  湖南农民专业合作社绩效指标原始数据 

合作社绩效指标 

D1 D2 D3 D4 D5 D6 D7 D8 D9 D10 D11 D12 D13 D14 合作社代号 

个 万元 万元 万元 元 个 户 万元 次 人次 亩 万元 / 亩 

1 58 35 340 30 4 000 31 250 45 4 400 628 75 2 0 

2 157 40 155 15 700 25 56 143 2 450 200 12 2.5 0 

3 417 53 900 30 450 11 1 520 891 6 1 600 3 000 8 3 0 

4 210 6 364 8.4 300 168 502 354 0 360 520 10 2 0 

5 6 6 50 3 3 300 20 70 44 3 60 150 6 2.5 0 

6 110 6 22 7.5 400 5 150 12 0 150 0 3 2 0 

7 22 5 85 28 10 000 34 78 72 0 150 667 13 3 0 

8 56 10 4 800 175 3 570 16 5 000 4800 2 1 000 100 0 3 0 

9 200 20 348 30 1 000 25 133 245 0 450 500 78 2.5 0 

10 58 13 94 15 2 200 110 12 67 0 250 0 27 2.5 0 

社员数量 D1，社员出资总额 D2，合作社年总产值 D3，合作社年盈余 D4，社员年均利润返还额 D5，合作社聘请工作人员数量 D6，带动非社员

农户数 D7，统一销售农产品总值 D8，合作社获政府表彰次数 D9，合作社开展科技文化知识培训人次 D10，无公害、绿色和有机农产品产量 D11，环

保型工业投入品销售量 D12，土地复种指数 D13，节水灌溉面积 D14 
 

表 5  湖南农民专业合作社绩效指标无量纲化数据 

合作社绩效指标 
代号 

D1 D2 D3 D4 D5 D6 D7 D8 D9 D10 D11 D12 D13 D14 

1 0.126 5 0.625 0 0.066 6 0.157 0 0.381 4 0.159 5 0.047 7 0.006 9 0.666 7 0.220 8 0.209 3 0.961 5 0 0 

2 0.367 4 0.729 2 0.027 8 0.069 8 0.041 2 0.122 7 0.008 8 0.027 4 0.333 3 0.253 3 0.066 7 0.153 9 0.5 0 

3 1.0 1.0 0.083 8 0.157 0 0.015 5 0.036 8 0.302 3 0.183 6 1.0 1.0 1.0 0.102 6 1.0 0 

4 0.520 7 0.020 8 0.071 6 0.031 4 0 1.0 0.098 2 0.071 4 0.000 0 0.194 8 0.173 3 0.128 2 0 0 

5 0 0.020 8 0.005 9 0 0.309 3 0.092 0 0.011 6 0.006 7 0.500 0 0 0.050 0 0.076 9 0.5 0 

6 0.253 0 0.020 8 0 0.026 2 0.010 3 0 0.027 7 0 0 0.058 4 0.000 0 0.038 5 0 0 

7 0.038 9 0 0.013 2 0.145 4 1.0 0.177 9 0.013 2 0.012 5 0 0.058 4 0.222 3 0.166 7 1.0 0 

8 0.121 7 0.104 2 1.0 1.0 0.337 1 0.067 5 1.0 1.0 0.333 3 0.610 4 0.033 3 0 1.0 0 

9 0.472 0 0.312 5 0.068 2 0.157 0 0.072 2 0.122 7 0.024 3 0.048 7 0 0.253 3 0.166 7 1.0 0.5 0 

10 0.126 5 0.166 7 0.0151 0.069 8 0.195 9 0.644 2 0 0.011 5 0 0.123 4 0 0.346 2 0.5 0 
 

根据 Aj=
14

1
i ji

i

W X

   

式中 Aj 表示第 J 个专业合作社的“三重绩效”综
合评价值；Wi 为第 i 个指标的权数，Xji 为第 j 个专业
合作社的绩效指标无量纲化数据，笔者得到 10 个合作
社绩效的综合评价值，其中前 3 名的综合评价值分别
为 A8 = 0.595 3，A7 =0.409 3，A3 = 0.295 4。其他 7 个
合作社的综合评价值由高到低分别为：A1 = 0.24，A9= 

0.147 3，A5 = 0.126 8，A10 = 0.121 3， A2 =0.116 3，A4= 

0.083 5，A6=0.022 1。由此可见，调查的样本合作社的
“三重绩效”整体并不理想，与合作社发达省区比较
仍有较大的差距，但评价结果较为客观地反映了合作
社的实际面貌，具有良好的导向作用。据此，政府可

根据综合评价值排序，给予名列前茅的合作社以奖励
和项目扶持，同时对于经济、社会、生态绩效某一方
面绩效突出的也可给予一定奖励。 

六、结语 

农民专业合作社正处于快速蓬勃发展的初级阶
段，政府作为合作社发展的“第一推动力”，必须提高
政府扶持资金的导向性和使用效率，更好地引导其创
新组织制度，健全内部法人治理结构，全面提高经济、
社会、生态绩效，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发挥更大
作用[10]。当下，各级政府虽然纷纷出台各种政策措施
扶植其发展，但由于缺乏必要和科学的绩效评价，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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