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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合作社带头人的“企业家精神”：

理论模型与案例检验*

王生斌 1 保王 山 2

摘要：农 作社的数 经过民合 量 “井喷式” 长增 之后， 未 步实现规 高质 展并 同 范化运行和 量发 。2019

来， 力 村 ，年以 合作 质量发展 内在要 产业振兴 复 但社高 的 求和助 乡 的外在需求已被全社会反 强调 学界

较 。本 ： ，基 的理论分 欠 为 补这种欠 所 的 分析是 首 从奥派经济于企业家视角 析仍 为 缺 文 弥 缺 作 研究 先

学“ 的企业理企业家 论” ，对发 属的视角出 于“ 国经验中 ”“中国特色”“中国气派” 乡土企的 业家

，甄 、 力 ； ， 头进行理论 解 理 据 合作社带精神 适用分析 别出更具科学性 释 的 论依 其次 剖析农民 人企业

， 头 ，家 概 的内涵与 延 建 企业家精 理论模型 并 的实证检 与实精神 念 外 构 带 人 神 通过案例 验获得理论 践

； ，对 头 、 力 ， 村示 最后 带 人 家精神的 能作用 外部影响 协启 企业 功 内生动 与 及其推动合作社与乡 产业

。 ： 头展 用 分析与理 研 现 人企业家 神 推 民合作社 质量同发 的作 机制进行结构 论阐释 究发 带 精 是 动农 高

、 村 力 ，也 村发展的 是提升乡 动 源 有机衔接农 作社高质 发展与重要依托 产业水平的 泉 是 民合 量 乡 产业

。 ：大力展水平的发 关键纽带 研究认为 培养“ 头业 带企 家型 人” 村推 与乡 产业是 进农民合作社 协同发

、 村 ，展 拓 脱贫攻坚 果 与 兴战略进 有效衔接 推巩固 展 成 并 乡 振 行 动实现“ 才兴人 —组织兴—产业兴—

村乡 兴” 。良性 发展的重要循环 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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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19 来年以 ， 对央 农中 多次 民合作社
①

规范发展提出 、 大壮 产业、拓 民 收渠道等 展 求宽农 增 发 要 。

*基金项目：本文系河南省社会科学规划决策咨询项目《河南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主要制约因素及突破口研究》的阶段性

研究成果（立项批准号：2020JC07）；河南省软科学项目《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民合作社高质量发展与乡村产业水平动态

耦合机制研究》（立项批准号：21240041029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河南省社科联调研课题《新形势下促进民营经济健

康发展重大问题研究》（立项批准号：SKL-2020-295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作者文责自负。

①
本文中，所提及的核心概念“农民合作社”，泛指《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所界定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具体包括“农

民专业合作社”“农民合作社”或简称为“合作社”等称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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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9月 17日，习近平在 南信阳视察河 时， 了 地肯定 当 “公司+农户” 业发 的组织化模式在产 展中 、

，社 和市场化 用 强调会化 作 “ 来， ，组织起 面要把农民 向市场 推广‘公司+农户’ ，建 益模式 立利 联

， ， ， ， 力机 受益 既要 要 建 造血机制 强 富 动动 制 让各方共同 输血更 造血 立 增 致 内生 ”，鼓励当地“路

子找 了到 ， 大就要 胆去做”
①
。2020年 7月 24日，习近平在 民合 时再次强调吉林考察农 作社 ：“农民

、合作社是 场经济 展适度规 效 形市 条件下发 模经营 发展现代农业的有 组织 式”， 励 探鼓 各地因地制宜

索不同 合 模 和高质量 展 径的专业 作社 式 发 路
②
。不过，农民合作 经过几年社 “井喷式”数量 长增 之后，

未 ， 头 、并 同 化运 高质量发展 要原因是 人的企 缺失 合作步实现规范 行和 其主 带 业家精神 社创新创造能

力严重不济（ 艳曾 等，2021）。 村问 引 高度重视该 题已 起农业农 部的 ，如《2021 村产 兴 作年乡 业振 工

要点》强调：“要 扬 家精神弘 企业 ，大力 头培 农民合作社养 带 人， 民合作社 提供为农 高质量发展 支撑”。

城镇化、工业 程的快速 进化进 推 ， 大在吸 非农就业引 量农民 的同时，也 村 了各为乡 经济发展培养

类 才。 头民 社人 农 合作 带 人呈现出“小 才 尖尖露 角荷 ” 势。 ，的向 入 代 断涌现兼 企好趋 进 新时 不 备 业

村 头 、 ， 、家 和乡 情怀 农民合作社 企业家等 营主 县域农业的 驱动精神 的 带 人 农业 新型农业经 体 为 创新

了 力 。 ， 头 大特色 发展提 在农民合 合 带 企化 供 人 支撑 作社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 作社 人的 业家精神能 幅

（ ，提升合作 体 水 张怀英等社的整 绩效 平 2019）， 。 头 本、重 性 凸显 合作 带 人群体的其 要 愈发 社 资 人

力 术 禀 ，对 、 村 势，等 赋特质 机会 发掘乡 经济 在的市场 灵部分 优及技 于寻求创业 充分 中存 失 具有明显

一 势 村 ，这 优 可 发以保证乡 资源获得有效开 使“ 头人带 ” 村 （乡 领者和奠成为 产业振兴的引 基人 生王

，斌 2020）。

，遗 的是但 憾 义国内 论 仅仅 传统企业 精神含 的理 界 引用 家 “ 力创新 ”“ 力创造 ” 承担及 “风险”

等模糊概念，存在 显缺陷着明 —— 头 力无法 带 人推动 作社发 制解释 合 展的动 机 （白德全、王梦媛，2019）。

了 头不 解合作社带 人“ 力造创 ” ，的 就 业家精神 路 支 政策发生 源泉 无法探索其企 的培育 径与 持 （ 长姜

云，2019）。 要 清 个问题而 弄 楚这 ， 势需 合农民合作 的发展趋结 社新阶段 ，去考察“ 头带 人—合作社”

； 村 耦 ； 头相互关系 探 作社与乡 业 合互 机理 用理的 寻合 产 动的深层 论阐释带 人企业家精神在“合作社

— 村乡 产业” 力 。 ，中 动 机制 在 上 起 于的功能作用与 此基础 构建 属 “中国经验”“中 特国 色”和“中

国气派” 头 。合作社带 人 神的理论的 企业家精 解释框架

本 三拟从 面进行突破文 个方 ：①摒 有研究强 企业家 用弃已 调 精神的作 、 义意 等“ 大宏 ”叙事，聚

头 力家 自 内 影响因素焦合作社带 人企业 精神 塑的 生动 与他塑的 ， 头 长人 理揭示带 成 机 ；② 于经济学基 、

、 ， 本 、 、理 社 的综合视 深入剖析合 家精神的 属性 地位与管理管 学 会学 角 作社企业 企业 质 社会 市场 特

征， 头抽象总结 带 人企 的内涵与出 业家精神 外延；③基 村 一 观 背于乡 振兴战略这 宏 政策 景， 建构 “人

才兴—组织兴— 业兴产 — 村乡 兴” 逻的循环 辑， 头 力挖 发农民合 社 人 家精神的 和诱因深 激 作 带 企业 动 。

①
参见《习近平在河南考察时强调 坚定信心埋头苦干奋勇争先 谱写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的绚丽篇章》，http://www.xin

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19-09/18/c_1125011847.htm。
②
参见《黑土地上生机无限——习近平总书记在吉林考察时的重要讲话激发乡村振兴新活力》，http://www.xinhuanet.

com/2020-07/25/c_112628559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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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 ，文余 排如下 首 经济下部分安 先 引入奥派 学“ 业家的企业企 理论” 心 ，的核 观点 与其他并 流

较 ，甄 对 头 力 ； ，论进行比 企 精 具 据 其次 阐派的理 分析 别出 农民合作社带 人 业家 神更 解释 的理论依 释

“ 头家 人企业 型带 ” 本 ， 对 ； ， 头质特征 并 论 绎 设进行案 检验与实证 厘清带 人的 理 演 的假 例 分析 再者

、 村 ， ； ，合作 质量发展与 业水平之 的关系 起理论解企业家精神 社高 乡 产 间 初步构建 释框架 最后 提出

“ 神企业家精 — 才 兴人 振 — 振组织 兴—产业振兴— 村振兴乡 ” ， 村协调 良 环 辑 为推动发展的 性循 逻 乡

， 。振 战 深入实施 供理论支撑 考兴 略的 提 和决策参

二、农民合作社带头人企业家精神的理论适用分析

，实践中 “企业家型” 头 匮 掣肘 。 ，人 乏 严重 合作社 发展 而理 上 生搬带 已经 健康 论 硬套“ 企传统

业家精神” ， 村 ， 、 、法 民 社 国实践 中 与 特理论 不接中国乡 地气 无 为农 合作 的中国经验 中 国气派 中国

。 ，必 对提供学理 释 想 已有研究 固化思维模 路径 须探色 解 要 跳出 的 式与研究 寻到 “ 国乡土中 ”特色的

村 ， 长 来农民合作社 产业发展 具适用 依据 以弥 的与乡 兼 性的理论 合理论与实践 期被分割开 “裂痕”。

本文将“ 业企 家的企业理论” 头 ，及相关企 神 移 到农民合 社 人 通过理论 用性业家精 理论 植 作 带 领域 适

较 ，力 甄 对 头 力 。比 分析 民合作社 精神 解释 的理论图 别出 农 带 人企业家 更具 阐释

（一）“企业家的企业理论”的核心思想

谈及“企业家”，首先联 有雄厚的想到的是 “ 本资 ” 力或有实 的“ 本资 家”， 由 理该常识是 主流

。 ， ， 本 本成 论以成熟 背 投 者为逻辑 点 研 点 在 质上 基于资论形 的 主流企业理 企业为 景 以 资 起 和 究焦 是

家的 建的理论企业所构 （ ，杨其静 2005）。 ，交易 经济学的企 论只有融比如 费用 业理 入“投资者”因

才 权 来 ， 力好地解释 的 业 论素 能更 企业的产生和企业内部 威 源 企 能 理 只有融入“ 本资 家” 才因素 能更

释 规 的动态变好地解 企业 模 化（李 峰庆 ，2011）。 统思想不与传 同，奥派经济学“ 企业理论企业家的 ”

， 本 力 本 ，的视 出企业的 质 业家实现 身人 资 具 企业的基于企业家 角 提 是企 自 价值的工 边界是企业家基

大 择化 选 果于价值最 主动 的结 （福斯、 莱克 因，2020）。 之换言 ， 本企业产 原 企 家精神生的根 因是 业 ，

而 是不 以“ 本资 ” 础或以为基 “ 本资 家”本 （ ，身为出发点 李石强 2011）。 ， 、 莱突出的是更 福斯 克

因（2020） 调强 ：所 都具有企业 神有人 家精 ， 力都有潜 为企业成 家。但是，“ 力潜 ”不等于“现实”，

又 了一个企业家的企业理论 提出 “ 料意出人 ” 心 ：观的核 点 “ 判家将其 断 组 结企业是企业 转化为 织的

果”（ 、 莱 ，福斯 克 因 2020）。 一 ，也理 认 业不是天 的产物 不是这 论 为企 然 只凭“ 本资 家”“ 本资 ”

来 ， 一 、 。 一 ， 了一 窥建立起 业家 愿 凭理想和 而设立的 洞见 推 业家精的 更不是企 厢情 信念 这 开 扇 探企

神“黑箱”的亮窗， 一 一分 步 识将企业家精神 解为 步可 别、 判 过程可理解的 断 、决策 行 程过程与 动过 。

，此理解 企 是据 业 由“企业家” 、 未来， 、依据市场 境 社会环境 性的 用自 慧和环 和不确定 身的知识 智

进行勇气 综合“判断”—— 判 、 判 、 判 、 判 、 判 、权 判断 关系 断 值 断 资 断 威 断等机会 价 源 断 产品 而产

。 义 讲， 习、 、 （ ，家 是 可 徐尚昆等生的 从这个意 上 企业 精神 可学 模仿 可塑造的 2020）。

一 ，更进 步 村 ，中 乡 济组织国的 经 无论 、 ，未来 ，是 体 或合作等 种性质 都要个 集体 哪 走向市场 并

大 轨与国内 场接国际两个 市 。 是在新发展 中央提出特别 阶段 “双 环循 ”战略 ，更的背景下 应 村强化乡

经济组织的市场 位主体地 及其 力生存能 。只有提升其 力竞争市场 ——产业的 化特色 、 复 性不可 制 与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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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服 的 性或 务 创新 、 ，不可替 性代 才能 大 。 ，赢得广 客户 如前的市场和 所述 “ 的企企业家 业 论理 ”指

：出 “ ， ， 力 。市场 条件下 所 人都具 精神 都有经济 有 有企业家 潜 成为企业家 ” 一 心 传这 核 思想与 统理

论一 强味地 调“ 力创新 ”“创造力”“ 险与不确风 定性” 不等 同。 “ 业 的企业理企 家 论” 了除 调强 企

、 力 ，家精神是 场经济的基 外业 市 石 动 源泉 更加 、侧 经济 众多个体出 观意愿 个重指明市场 是由 于主 人

、 、 ，意念 个 发行动而体动机 自 形成的 更突出微观个体的“意愿”“ 验先 ” 。 村性等属 特征 这为乡 经

、 了济组织走 化 化 供 理论解向市场 社会 提 释 本的基 。 ， 小 、逻 体而言 挨 挨户的 农户 都辑 具 家 个体农民

需要基 况于自己的境 和 判需求做出 断市场 ：① 择选 干还是单 加入合作组织， 平衡点在利弊的 哪里；②

势源 挥 优能否充分利用现有资 并发 自身 ；③ 后须加入合作组织 付出 价哪些代 、享有 权什 益么 ；④能做

什 和 能 么等等么 不 做什 ，这些 判需要每个社 人 断都 员做出个 并及时决策。即 村 一经济 的每 个成乡 组织

员 有企业家 神都具 精 。不能 传统认知简单地如 那般，认为 浅 低农民文化水平 就 估 民农 判 力断做出 的能 ，

相反，更 肯定应 其市 地场主体 位。 此因 ， 发并保护激 体个 出做 判 策断决 的 力能 、 判承 断决策担 的责任、

判 决策的效享受 断 益， 义民市 位的正 之举是提升农 场地 ，也 村振兴战略 深层次 层逻辑是乡 往 推进的底 、

。 ，底 试线思维 基于上述分析 先尝 将“ 业 企企 家的 业理论” 农民合作 理移植到 社进行 论 用适 性 ，分析

察看其是 符 论否 合理 应用的 境与条件情 。

（二）“企业家的企业理论”引入农民合作社的适用性

要将“ 的企业理企业家 论” ，必合作 行企业家精 析 须阐明 用该理 实引入农民 社进 神分 应 论解释事

。 头 长 ，对 村的适用 人 企 精 的重要因 振 有性与剖析机理的妥适性 带 具有 业家 神是合作社成 素 于乡 兴具

义， 对 （ 、孙 ，要意 学界 已 成 王德刚 平重 此 形 共识 2021）。 一 （ ，合作社和 般 区别的 秦但 企业是有 愚

2015）， 对 ？ ， 、于企 精神的要求 不同 如有 同 还须 应用的条这种区别 业家 是否 不 指明理论 件 边界和移

。 ， 讨 义。 ，则 工 业 并无实际 之植的可行性 否 仅 论 商企 的企业家精神 意 换言 将“ 业 的企业理企 家 论”

， 肃 ， 对引 到 社 要先 清 沿理论从企 合作社进 的障 能针 合作社 量入 合作 前 业移植到 行理论解释 碍 方 高质

一发展这 变量的 素因 决定性因 —— 头 （ ）带 人企 合业家精神 自变量 做出科学 理的阐 。 三体释 具 可从 个

。开方面展

1. 。考虑合 企 性作社的 业属 ，方国家赋 合 社 的企业属 或者说合作 国家就是西 予 作 更多 性 社在某些

， 热从 点 中的关键词企业 这可以 研究 “Firm” （ ，到印证 吴 宇等中得 翔 2020）。这里主要 两个方面从

进行解释：一是 ，从外向内看 于关 社合作 的 力 ，织 问题组 生成与发展能 IvanV（1948）从市 体场化主

—— 者 有的企业 角投资 所 视 ， 出 社企业化提 合作 的 力组织发展能 模型； 组织管理关于 模式问题，Phillips

（1953） 权、 权 权 三 ，于企 有 经营 与管 离的 维视 提出合 管理的绩基 业所 理 分 角 作社组织 效评价量化指

； ，社 理 与标 关于合作 的治 机制 运行效率 Terreros andGorriz（2011）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交易

，结 与商业模构 式 一 。认 下 直 体化水 更高的合作 率为 游垂 平 社更有效 二是 ， 大从内 多向外看 学界 将合

一社作为 个企作 业， 鉴借 企业市 运行机场 制来研究 作社的市合 场地位 （问题 Hendrikse andVeerman，

2001）。如：Helmberger andHoos（1962） 对企 营 论 行为进行按照市场化 业的 销理 合作社的营销 解释，

出提 企业化 销的营 议建 ；Sexton（1990）基于新 典古 范式 心 力提出农民 作社的市场 竞争 模合 地位与核

型；Cook（1995） 对组织 合作社运行 进行分析用标准产业 理论 绩效 ， 一为合作 般工商企认 社可以像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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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样起到弥补 。的市场失灵 作用 ，此外 也内国 学者 多是借鉴 ，采西方学者 与 用的视角 方法 商企业治工

结 与 效率的分 框架理 构 运行 析 （徐旭初，2012）来 合作社的 问题深入探索 治理与效率 （潘劲，2011）。

“企业属性” 来 ，是 合作社与 俱 的农民 生 农 的民合作社 健康发展 对离不开 “企业属性” 本判 。的基 断

尤其对 民 社于农 合作 一这 匮 、禀 、 阙 村 ，赋严重不 家 如 乡 经济组 而资源极其 乏 足 企业 精神 的 织 言 更应

循遵 以“企业 理模式管 ”有效 化融合市场 元素的实用 义 ，主 思想 作为 划 未来和谋 其 发展思考 的基本出

。发点

2. 。考 合作社 性虑 的社会属 在肯定农民合作社具有“企业属性” ，时 忘 的不能 却它 根基始终深扎

于 村大乡 地 一这 事实。 对落 村，经 后 乡 人们更 意 论 社的在 济相 的 愿 谈 合作 “社会 作功能合 ”与“扶贫

公益理念”。 才 采 、农民合作 合作 想 让 取家庭 模式 分散 业的社正是基于 的思 经营 作 “小农户”，以合

一 ， 势 了 、组织的形 上 集 背 承担不 的 险作 式绑扎在同 个利益共同体 通过 体优 负起单个农户 市场风 经营

力。风 和竞争压险 “ 作 神合 精 ” 力 。 ，民合作组 发生与发展 同时 合作 家精是农 织 的动 源泉 精神与企业

矛 ， 。不 盾 而是相 合的神并 互契 “企业 的企业家 理论” ， 一企业家精认为 神是 个“团队”“合作”的

， 一 ， 一 ，强 个 是 织中的每 具 业 精神 即共 创 与 的概念 它 调每 人都 企业家 合作组 个人都 备企 家 同 新 团结

、 、 。 ， 、精神 共 担当与合作 同分享与 精神 合作社的社 性 合作精 与同 的精神 共 利益公平的 所以 会属 神

， 一 。企业 意涵上是家精神在 贯通的 指向是 致的

3. 。业 作 关考虑企 与合 社的 系边界 大 办 ，已有 量合 司 践 论界认为 是 作现实中 作社 公 的实 理 这 合 社

。 讨 一 、 、 办展的新特 在探 合作社 业 样属于 否有 功能 是否应 司等原发 点 是否像企 市场主体 是 投资 该 公

， 十 。对 ， 、 （则 问题时 企业与合 智性 科学辨析 作社的关系 分关键 此 孔祥 黄斌 2021） ，指 性出 就 质而

， 来、 对 一类 ，本 一类 ，是按照合 组 以 业方式 外 营 市 体 质上就 企业言 合作社 作方式 织起 企 运 的 场主 是

来， 。 对 一否则其 烈的市场 下 更 上为成员谋 益 合作社 与 般企很难在激 竞争中生存 谈不 求利 外 业惯常的

一 ： ， 办 （ ，做法 样 从 为 业 公事符合市场需求的投资行 创 专 性的 司 杨远根 2020）。 的合作社国外 就是

业企 ， 也 较 力 本西 发达国家 作 具 竞争 的根 因这 是 方 合 社 有 强 原 （ 大任 鹏、肖荣荣，2020）。 来如此看 ，

、 ， ，作社与企 模糊 边界的 没有 性的不同 的只是 组织特征合 业的关系是 的 无 原则 有 个性化的 及管理水

。别平上的差距与区

， ， ，无 农 业属性立 还 其 作属性角 考 抑 从合作社总之 论从 民合作社的企 场出发 是从 合 度 虑 或是 理

，论与实践演 动态观察进的最新 引入“ 的企 论企业家 业理 ”对 ，合作社企 精神进行 析 是符业家 分 合理

。 ，实际的 当论与 然 还需要引入其他“ 精 论企业家 神理 ” 较，比 合农民合 基进行 考察其是否符 作社的

本 、 村 。乡 情境和乡 济 会属性 土 经 社 现实

（三）其他“企业家精神理论”引入农民合作社的适用性及其比较

1. 。西方的理 观点论 “企业家精神”一 。 、西方主流 关注 要领域 熊彼 鲁直是 经济学普遍 的重 特 德

、 、 、克 坎蒂 奈特 科 学者都曾隆 斯等著名 论及“企业家精神” ， 、涉 新 风的内涵 并 及创 理论 险偏好理

（ ，新制度经 论 淑 等论和 济学理 等 雷 珍 2021）。熊彼特 为 代作 现 “ 家精神企业 ” ，理 的奠基者 其论 核

心 ： 本 、 ，企业的最 创新 性破坏思想是 基 功能就是 创造 “ 长破坏性增 ” 术、就是指不 推出新断 技 创造

（ ，知识 杨志新 强等 2021）。 了 长 ，启 发 经 究 其后的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开 创新 展与 济增 的相关研 内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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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术 力。 大 《理 技 新理论均 将 新 经济发展 首要动 管理 克在其 创增 论和 创 是 创 作为 的 学 师德鲁 新与企业

》一精神 将家 书中 “企业家精神” 。 一 ，内核表征 创新 在 蒂隆和奈的 为 这 领域 坎 特两位重要学者认为

“ 家企业 精神”与“风险”或“不确定性” （ ，密联系的 等是紧 宋红娟 2021）。 指奈特 出“企业家精

神”主 外 风险偏好要 显为 —— ， 力，于承担风险 风险和承 就不 成为企业家勇 没有敢冒 担风险的魄 可能

（ 、 ，惠宁刘鑫鑫 2021）。 ，由此 知 奈特可 将“ 精神企业家 ” 对作为 确新古典范式下应 均衡中不 定性

的“ 性恢复 ”力 （ ，量 刘志永等 2020）。 ， 对是 新制度 鼻 斯 特的企业 精 理 行但 经济学 祖科 奈 家 神 论进

了 判， 义批 并从 业存在意 的 理解企 角度重新 “企业家精神”， 企业 神主要体现 场竞争性认为 家精 在市

（ 龙，非风险 上 毛寿而 不确定性 2015）。

2. 。国内的理论观点 对国内学界 “ 业 神企 家精 ” 来 。唤 经济学家 地的呼 主要 自市场派 如受奥 利学

较派 响 深的张 迎影 维 、 小年许 、 就等人朱海 。主 思想上以张流 维迎为主，张维迎认 企业为存在两种 家，

， （ ） （ ），套利型企业 创新型企 家 不管 创新 改良 性即 家和 业 是模仿性 创新 还是颠覆性创新 破坏 创新

（ 、 ，企 的 现在敢于 有 衡 创造新的 在 衡 迎 盛斌业家 创新精神都体 打破现 的均 而 潜 均 张维 2004）。 一进

，地 张维迎将步 “ 神企业家精 ” 义 、 、 义 ， ，定 为冒 主 和 足的精神 受 响 国内关险 创新 英雄 不满 其影 于

“企业家精神” 究普遍认的研 为“企业家精神” 心 （ 、 ，和 步 兰的核 是创新 冒险 丹璐 宗 2020）。张维

， ， 一 本 ，想观点是 迎 为 改革开放 第 创 企业家基 都是出于套迎的思 饱受欢 的 因 自 起 代 业型 上 利的目的

、 。 一凭借超常 和某 度的创新性 而成功的 代的企 为的胆略 勇气 种程 举措 这 业家被誉 “强人”“能人”

或“超人”。 ， 对由此看 社会各界 “企 精业家 神” 本 一 ，认 传奇式英 名 认的 知基 固化为 个 雄的代 词 默

一 ， 。业家不是 人 通 可能具备 业家精神企 般 普 人不 企

3. 较。理论比 ， 、 、 ，所述 无论 奈特 为主导的西 流理论 还 以张维如上 是以熊彼特 科斯 方主 是 迎领

衔的“中国企业家精神理论体系”， 、 、主 强 新 险偏好以 承这些理论 要是 调创 精神 竞争性 风 及主动 担

。 ，确 性的意愿 可 其 关理论要 给不 定 等 见 他相 么 “企业家精神”冠以“ 力新能创 ”“风险偏好”“竞

识争意 ” ，等 的字眼 要么好奇 贴上“ 力个人魅 ”“胜 特质任 ” 。等标签 这会让人产生认知上的错觉，

一是认为企业家 群“ 人超 ”， 力家 及企业 能 可望而不可 ，甚至存留 的不解 困惑——企 家精神存 天业 在

因然 素、 。具备可塑不 性 ，相比而论 “企 业理论业家的企 ” 蹊 了一 ：则 出 条 路线 企业独辟 径地走 务实

家 是精神 “认知—判断— 动行 ” ， 一 ，的过 活在市场 在 各程 每 个生 经济中的个体 无时无刻不 进行 种各

判 ， 。 一 ，样 生属于自 动 和 终结果 这 见 以 传统认知 域将企业家的 断和决策 产 己的行 过程 最 洞 可 规避 领

， 也 ， 判 ， 一区 强调企 市场 中进行 断与 的具体行 人 与 般 刻进神化的误 业家 是人 是 经济 决策 动 人每时每

择行生活选 、判 一断与决策是 个道理。 到说 底， 少 三六九业 神 身或知识 等企 家精 不是按人的出 多 分为 ，

势 ， ， 力。底 社会的弱 体 农 市场经济 作组织中 同 业家精神 此看处于 层 群 的 民 在 合 样具备企 的塑造潜 如

来，“ 家的企业理企业 论” ， 。贴近真实 会情况 中国的地更 社 更接乡土 气

三、“企业家的企业理论”的理论阐释：农民合作社带头人企业家精神的概念模型

一 组合作社作为 个正式经济 织——一 类 ，特 的种 殊 型 企业 可以应用“企业家的 论企业理 ”来分析

本 、 。 ，其 业属性与 营 社 性与合作 神 但是 在具企 经 质 会属 精 有“ 国乡土中 ”特色的 中引农民合作社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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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 本 ？ ，理论 是否就 完整解释 带 人的 神 质 为此该 可以 其 企业家精 需要将“企业家的企业理论”做进

一 、 ：对 、的 投 理论阐释 入 解 性 理论迁 的 接 以及制度 理步 情境 放 实践应用与 概念导 的可 释 移 可 受性 与

论碰撞的可融合性和可衔接性，进行梳理 ，分析 概括出进而 “ 头农民 社带 人企 家精神合作 业 ”的内涵

。外延与

一第 ，厘定“ 头合作社带 人”的概念。一 言般而 ，“ 头社合作 带 人”就 要负责人是合作社的主 （也

称“ 长理事 ”）， 一 力 力， 、在 具 定的经济 会 响 治号召 是 领全体社员 实现当地 有 社 影 及政 带 谋求合作

大最 化效益的“ 村 英乡 精 ”。依据“ 业家的企业企 理论”， 头 ，合作社带 理应属 企业家 具人 于合作社

， 、 判 、采 ，身 内 件 行 断与决 动 为 织分有企业家精神 能够依据自 知识 部条 和外部环境进 策 取行 转化 组

， 对 。 ， 也 ，工与 作 为 织绩效负 不仅如此 合 体社员 具 家精合 行 并 组 责 作社的全 备这种企业 神 “ 作社合

企业家精神” 一是 个“团队— 作合 ” ， 对 判 、 、 。 ，的概 其做出的念 人人都要 断 行为 结果负责 只不过

头 来判 类 、 、 、 。人 织 的 分工不同 型 环 信息不同 已带 与组 成员 区别主要是因 带 断的 条件 境 而

二， 头 。农 作社带 人 业家精神概第 民合 企 念的内涵 基于“企业 论家的企业理 ”，可以将“合作社

头带 人 家精神企业 ” 一分 为 连串解 的“判断”“决策”与“责任”， 对因 构而可以从此着手 其进行结

析化分 、 化 诠释动态 演绎和理论性 。首先， 判 据 件 析从 断依 与条 分 ， 头 了带 人需 解 地要 当 环境、文化、

禀 ， 一 、 、关系 及资源 赋特 支持范畴 熟练 握 套思考问 析问题 评 与衡以 征与政策 等因素 还应 地掌 题 分 价

， 了量 式方法 由问题的方 此构成 “ 头 精合作社带 人企业家 神”的“ 本基 盘”： 、 、知认 基础 信息处理

判 力。 ， 判 来 ， 一 、 、分析与 断 次 中 成决策的 响 任 决策都会 及到人 组织的能 其 从 断 形 影 看 何 项 涉 社会

，系及互动的关 “诚实守信” 必 ，处理 相关者关系 基础是 利益 的 备 “ 义公平正 ” 落是促使 前决策 实的

。尤 ，置条件 其是 在“小农户” 类 小 ， 一农 思 深 底层人群这 传统文化及 经济 想根 蒂固的社会最 中 推进

又一 ， 、 扶、 必 判项 决 行为时 主 化 务 性帮 合作 共享的观念 断与决策项的 策 动 服 公益 化 须植根于 的全过

， 。 ，能实 期目标与理 果 抽象概 出这些程 方 现预 想效 括 要素 就是“ 头合作社带 人企业家精神”的“底

线”： 、 、 、 、 义、 。 ， 了高 信 正果敢 效 诚 公平 服务 最后 除 “ 本盘基 ”和“底线” ，方 外这两个 面之

头需考虑带 作 合还 人 为 作社“领袖” 义，的精 要 即神 “责任” ， 对判 来的 与决策所内涵 面 断 带 的任何

， 头 必 。 ， 、 、果 合 带 人 须承担 种责任 毫 疑问 这 备主动担结 作社 起这 无 就需要具 当 勇于负责 坚韧不拔

格的品 —— 力 术。 ， 了特 领胜任 质与 导艺 由此 构成 “ 头合作社带 家人企业 精神”的“ 核内 ”： 、责任

术。 头担 与 导 据上述关 合作社带 人 神当 领 艺 根 于 企业家精 “ 本基 盘”“底线”和“内核” 形象的 化刻

， 本 头画与描述 基 出合作社 人企业 涵的勾勒 带 家精神内 “ 本基 图景”：三 三 势，个领域形成 足鼎立之

为 起 家成 支撑 企业 精神的“ 力三实 角”。 图如 1中的①②③所示。

三， 头 。民 社 人企业家 神 念 延第 农 合作 带 精 概 的外 采尽管 用“ 业家的企业企 理论” 合作社带分析

头 未 、 ， 一 村 ，神时 别强调创新 和竞争等 征 但合 是 个乡 经人企业家精 并 特 风险 特 作社毕竟 济组织 不是

， 、它 高 产非营利机构 让 产生 效率 出高收益是“ 业企 ” 本 。 义 讲，的 质属 织 从 个意 上 带性与组 使命 这

头 作 合 织经济绩 的主要负责人 为 作组 效 人， 家精神概其企业 念的“外延”势必 来拓展要 开 ：① 业化企

力， ， （ 、 、运营管 基于企业 性的合 从事什么 销 产理能 属 作社 应该 经营领域 涉足哪些产业 营 哪种 品 销

）、 、 、 、往 生产要素 考 外 获取哪些 素 何 和融合生 资源 责任如何处 具备哪些 还需要 虑从 部 要 如 组织 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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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何 分、 与考核如绩效 何兑现等；② 本 力整合 识溢出能资 与知 ， 村 本基 社会薄弱 社会资于乡 的 、金融

本、 本 ， 头 对 本 判 、 择， 、定资 等现 行 断 选 招商资 固 实基础 带 人如何 各项资 进 知识 理性 应该如何进行

引进与整合；③ 划 力产 展 能业发 规 ，基于自 资 与 环境的客 特征然 源 地域 观 ，“一二三产业”“ 村乡 特

色产业”与“现代化农业” 现高 合怎么实 效融 ；④ 势 力新形 与政 析能策分 ，基于 发展阶 特新 段的时代

征， 村 二巩固 略 间 实脱贫攻坚成果与乡 振兴战 者之 如何 现有效衔接；⑤ 力性思维能理 ， 村振基于乡 兴

略战 的“五项总要求”， 才怎 实 人 振兴么 现从 、组 振兴到产业织 振兴， 全面振兴 逻辑再到 的良性发展 ；

⑥ 力管理能综合 ，基于 理念合作 、 落公益 想与利 出发点和思 益联盟的 脚点，如何构建起利益联结、共

。 六 必 少 判 必享 序 个方面所 可 与 策并非 需 其 意生共 的良 发展格局 上述 涉及 不 的 断 决 出 不 的“ 新创 ”或

， 头 ， 一 头 判严格 风险防范意 合作社带 工作 每 步都需要 承担起 断的 识 但统统是 人绕不开的 环节 带 人 与

。 力 ，决策的 要素角度责任 从能 看 这“六 力种能 ” 力 、 力 ， 了与 水 成的能 结构 能 特征 展示 平 构 合作社

头 业家精神带 人企 “外延” 本 ：基 环的 框架 绕“ 力三实 角” ， ， ，向外 展 外 交互作用 塑企拓 里 呼应 形

业家精神“ 力动 之圆”。如图 1中的④⑤⑥⑦⑧⑨所示。

上综合以 ， 对 头通 作社带 人企 精神内涵 外延的 释过 合 业家 和 理解与诠 、揭示与归纳、描述与刻画，

头现 人 家清晰地呈 出带 企业 精神的 （型 如图概念模 1所示）。

注：① 业 神 线企 家精 底 ；② 本企业家 神 盘精 基 ；③ 家精神内企业 核；④ 力企业化运营管理能 ；⑤ 本整合与知资 识溢

力出能 ；⑥ 划 力业发 能产 展规 ；⑦ 势 力新形 与政 析能策分 ；⑧ 力理性 维能思 ；⑨ 力综合管理能 ；⑩ 头农民合作社带 人企

业家精神；⑪ ；作 质 展农民合 社高 量发 ⑫ 村 平乡 产业发展水 。

图1 “农民合作社带头人企业家精神”概念模型

四、“企业家的企业理论”的案例检验：农民合作社带头人企业家精神的实践分析

③

①

②

⑧

①①

②

⑩
⑦

⑨

④

②

⑥⑤

⑪

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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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为进 步验证“ 业 企 理论企 家的 业 ”对 ， 对农民 作 的 性 需 前文 立的合 社 适用 建 “ 头农民合作社带

企业家精人 神概念模型” 。从实 面进行考察 从过往实 调研获 素材中推践层 笔者 地 取的田野 介正反两个

较 。 ， 了 力、 ，本 择析 为 理 可信度与 文 选 策制度环案例进行比 分 同时 增强 论解释的说服 普适性 特意 政

、 、 禀 、 本 ，宏 中 件 自然资 赋 传统人文 相似的两 能在境 观 观条 源 特征等基 个案例 尽可 “ 变量控制 ”的

，可控 下 考察前提 “自 量变 ”（ 头 ）对带 人 神企业家精 “因变量”（ 村 业合作社高质量发展和乡 产 水

） 、 。的 机平 作用 制 路径及效果

（一）案例简介

蓝天生态茶 是业公司 河南蓝天 （集团有限 司 下公 以 简称“蓝天集团”） 二 ，级公司 蓝天的 集团以

。公司为载 阳光 资发展县域 支柱产业该 体在河南信 山投 农业 天蓝 集团的创始人李万枝是光山县 20世

纪 70 末大 创年代 胆走出去 业的“ 村乡 精英”， 彩。其 有传奇色创业发展史具 蓝天 团集 经过 20多 的年

， 、 ，艰苦创 抢 市 遇 滚动式 展 至业 抓 场机 发 21世纪初 已超过资产规模 50 ，亿 达元 企业员工 2000多

， 现利税人 实 5000多 。万元 万枝李 了为 实实 地在在 “回馈家乡”， ，当地政府并受 诚邀 决定在光山

茶 。设 生 项县投资建 万亩 态 园 目总投资 2.5 ， 村 、 耕使用农 荒 地亿元 地 退 田 超过 13000 ，亩 及农户涉

8000 ，多 于户 2001 ，开 设 于年 工建 2003 本 。年基 成投产建

蓝天 茶 三 毗叶产业时 邻乡 的集团投资 主要依托 个 镇中 20 村多个 委会， 村 会作为产 发展的以 委 业 组

。 村 落 门 了村 村 、 、各 委会为 民 共 管织支撑 促进项目 地还专 成立 委与 共享 有 共 的“专业合作社”，村

长（ 头 ）。 三 ， 对支书担任 理 济 织与产业 展 人 投产后运 到第 年 集团合作社 事 经 组 发 带 建成 行 比 经营数

。 了一 ， 村 村 ；据时发现 发展 参差不齐 发 的合作社 现 定利 与 民共赢各合作社的 水平 展好 实 润 达到 委 经

， 、 。闭营差的合作社 则濒临倒 解散 对针 这两种 ，果不同的实践效 蓝天 、集 业 家 地政府团组织 内专 当

门 判、 ， 找主 部 公 理层进行 总结与分析 因管 和 司管 研 查 相关原 ，发现村 力支书的能 —— 头社带合作 人

业家精神企 —— 。是 社持续快 健康发 性因素合作 速 展的决定 本 较文将选取其中经营绩效 好的帅洼 作合

较经社和 营绩效 差的东楼 ， 对 ， 一 。合作社 作 案 行 分析 以验 这 论 示其中奥为典型 例进 比 证 结 并揭 秘

（二）案例规范性分析

选取上述两个 三个方面案例有 。的考量 一 一 。与前 论情境设置 性是案例 述理 的 致 头合作社 人带 均

为村 ， 未 ，也 ， 、 ；都 从事过 均 上 地 治强人支书 虽然 企业经营 不懂管理知识 但 称得 是当 的经济能人 政

来 村 ，合 社 自 民作社的 员均 于 蓝天生态茶 东业 司 任合作社 股股公 只担 控 ， 、也不派出管 与经理者 不参

；营 在产业发展上， 了合作 完成社除 蓝天集 导团主 的 ， 、产业 资项目 行涉足其投 外 可以自 他配套产业

， 要相关产品 不需 报备蓝天 团集 。 以从这些方面可 看出， 头 、合 人 理 由度 产业 展 伸作社带 的管 自 发 可

、 力创新能 发 空间完全吻缩性 挥 合“ 的企业理企业家 论”的 件应用条 —— 头合 是带 人将作社 其判断转

。二化为合作 营成果经 的组织 是个案的鲜明特征。案例地处 地中原丘陵 带、大 ，山 老别 革命 区腹地 该

区域 、 对较经济基础 想 治 念相开放思 与法 观 为落 ； 、 习后 统 化 俗传 文 民风 较 ， 一浓郁 且 有 定的地域具

、 ； 、 较 ； 、地区经济 地理 属性 农民合 识 集体经 思想比 业家风情特征 特点与社会 单元 作意 济 强 农民企

村乡 经济能人 对相 。 特稀缺等 这些个性 征， 本符 前正 合 文 述 头 业家精神分析带 人企 中 境的乡土 国情 。

三 案例是 的典 性 代型 与 表性。帅洼合作 和社 东楼合作社 村所在 大 村中国广 乡符合 的共性特征：“ 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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匮 、 、 落乏 空白 经济 后产业 ”， 落 村； 、典型的 后 当地农 理道德属于 乡 民遵守伦 讲究信用 、信誉 保持

本务实纯朴 色——经 展济发 的 好 于不 不能完全归因 “普通人”； 禀 特资源 赋 征 出突 ， 势业待开发产 优

， 择 较 ； ， ，明 可 机会比 多 场化程度低 不通畅 产显 选 性 市 流通环节 品品牌效应 差很 ， 较信 道比 闭息渠

， 、 ， 。 ， 大 大 村 一塞 不 发展新产 创造新 之 所选案 的利于 业 产品 等等 总 例称得上是 江南北广 乡 中 个经

典的“ 落角 ”， ， 较 。满 应用条件 的 规 性足前述理论的 具有 高 案例 范

择选 上述 头 、 本 ，例 备 合作社带 企业家精神 普遍规律案 具 分析 人 共性特征 的基 条件 此因 本依据 文

， ：前述理论分 容 提出验 假设析内 证

H1：“企 业理论业家的企 ”相比“传统企业家精神理论” 较 势；有具 比 优

H2：阐释“ 头民 业家精神农 合作社带 人企 ” 本 ，征的 质特 “ 家 企业理论企业 的 ” 力；具 释更 解

H3：“ 头 企业家精带 人 神” ；是农民合作 发展的决社高质量 定性因素

H4：“ 头人企 精神带 业家 ” 本具有 土 性化特 ， 村其推动 作社与 同发展的合 乡 产业协 作用路径是“人

—组织—产业” 。良 环的 性循 过程

（三）案例比较分析

帅洼 一人是 名初 水 农合作社负责 中文化 平的 民， 村村任该 支书 年多 ，2003 时 在年 年纪 40岁左右。

在承接其 蓝天 ，发展的委 经常集团产业 托任务之后 去 天蓝 习，集团参观 请学 邀 蓝天集 的管理团 人员到

村 ，进行实地该 调研 并在此过程中与 枝李万 了 ， 了 本 村私 谊 并加持到 会建立 人友 构建 属于其 人 该 的社

本。资 如蓝天 村 计集团往该 项 投 超过的 目 资累 2000 ， 村万元 投资额高出总 其他 近一半。该负责人在

帅洼 、 、 、 ，社的 治理 企业管 场营销 产 创新等 举措时 充合作 内部 理 市 品 领域推行 分意识到该合作社是

一 子，必 本， 对 。 ，上 须 自 应 市场竞 所 洼 作社及时 接市场 的 分 创建 己的立足资 以 争风险 以 帅 合 嫁 天蓝

，的管理理念 管理模式 让集团 和 蓝天 茶 落 。 ，关于发展 决策 快速 地 在此 上 该集团 产业的战略 得以 基础

权 、 ，社负 人厘清 结构 治理责 合作社产 机制与利益分配制度 为 洼帅 夯 权社 康 与合作 的健 运行 实产 基础

。利益基础 至 2006 三 ，项 产 行 周年时年 目投 运 洼帅 一作 经济效益 保持在合 社的 直 蓝天 范围集团管辖

内 20 一 。多 第 名家合作社的 帅洼 ， 头 择、 判合作社运营 的因素 离 开该社 会选 及时成功 不 带 人在机 断

，表 体与合理决策方面的突出 现 具 有 3 ： 一，方 作社紧紧依个 面 第 其带领合 靠蓝天 ，集 累 发展团 积 与

本 （ 判 ）， 一 ； 二，社会 的 业 发展机会 从 开始都在 第 模仿资 创 理念 断 发挥作用 蓝天 ，理模集团的管 式

（ 判 ）， 了范化经营合 的管理思 企业化 免规 作社 维 管理 断 避 “有名无实”“ 权产 模糊”“利益不清”

； 三， 、 、 （ 判 、的 第 带 有 共管 共 作 益 想 组织化 合 化等弊端 发生 基于 领全体社员共 享的合 与公 思 断 作

判 ），对断 洼帅 了合作社 展产生发 “ 、 、 、 找、 、 、 了有什 干什么 哪 靠谁么 缺什么 里 如何用 依 为 谁”

一 判 ，等 系列的适 与战略决 使时 断 策 帅洼 村 、其他 合作 更 的合作社比 社占有更多发展资源 拥有 灵活 管

、 大 、 。方 展平台 享 的 口 与销售渠理 式 建有更 的发 有更好 市场 碑 道

较 ，相 言而 东楼 作社负责 的年龄与合 人 帅洼 ， 本 较负责人相 件合作社 仿 个人基 条 帅洼 作社负责合

一 ， 较 ， ， 了十 村 。 头 ，人 些 出生于 裕的家 化水平 担 人更好 富 庭 高中文 任 几年 支书 同为合作社带 东楼

头 、 较作 人 思路上合 社带 在治理理念 管理 帅洼 少。 ，社 人 色不 从项 启 开合作 负责 逊 目 动 始 东楼合作社

一 来 。 也 心 力， 未负 人只当成政 项政治任 该负 尽 尽 但 能获责 府摊派的 务 完成 尽管 责人 得 万枝李 及蓝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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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本集团各 的信任 只级管理者 取得 基 投资额 1000 ， 茶 本 。用 项 基万元 专款专 于 业 目的 建设 在合作

，的内部治 与 机 的建构方社 理结构 治理 制 面 该 负社 责人的思维较 、 ，保 封闭 视守 蓝天 来 ，人集团为外

甚至 未并 当成投资商来看待。也没有主动去兼容蓝天 、 ，集团的企 文化 经 发展战略业 营理念和 更没有

引进适应市场竞争的经营模 管式或 理流程。东楼 、 ，社社员的股 不 份 明 利益实 平合作 金缴纳 实 身 不 行

， 计 也分 度 产品设 营销 仅仅依赖均 配制 与 于蓝天 大 大 一 。 三团 包 揽这 于到 投产 年期集 唯 渠道 以致 项目

，时 东楼 ， ，作社出现 重亏损 社员利益合 严 无法保障 蓝天 大 ，满 地 责集团和广 社员都极不 意 当 政府 令

对 了 。 ， ，行 分拆重 造 此 糕的局面 其 因 有该合作社进 组处理 成如 糟 究 原 主要 3 ： 一，个方面 第 该社带

头 ， 村 一 （ 判 ），采人没 意识 视合 个经 体 去市场化 行政化治 与粗放有市场化 作社为 委的 济实 断 取 理 式

（ 判 ）； 二，维 非企业管理思 化管理 断 第 该 头 合 念社带 人没有 作理 ——未 利 织带领充分 用经济合作组

（ 判 ），也 ，社 致 组 化 断 不具 招 引 观念 幻想 粹依靠员创收 富 去 织 备 商 资的 纯 “无息投资”“ 性拨行政

款” 扶等 存下持政策而生 去（ 判合作化 断去 ）； 三第 ，该 头 大村带 人不是 愿意带 家致富社 不 领广 民发 ，

而是“判断”自己不是真正的“ 家企业 ”， 本、自 有认为 己没 资 没有 力会的能发现机 与 展创新发 的思

（ 判 ）。 头 心， 本 了维 企业家精 断 社 甚至还担 人是否会因 外的发展去 神 该 带 人 他 为承担 额 任务而背负

、 。 ，东 村不可 的风险 意外 或不达预 招致种种 楼合作社预见 责任 期 骂名 所以 负责人的 支书身份和农民

头 ，合 带 色作社 人角 是脱节的 东楼 来 。作社发展 理 然合 不起 亦 所当

（四）假设检验与理论解释

1.“ 业家的企 理企 业 论”相比“ 统企业家 神理论传 精 ” 较 势。具有比 优 一 ， 对合作社制方面 度 于

？ ， 对精神 入是否存在 或不适 通 案例检 作社制度企业家 的引 障碍 过 验发现 合 于维护与保障“合作”的

是 的宗旨 正确 ， 心目其核 的是向内—— 势弱 群体的保护 利益， 不 外而 是向 —— 市场要资向 源、要 益效 。

基于合作 的手段实现正是 化 “集体” 大 一 心 ， 。最 化这 核 精神 得弥足珍贵 合利益 思想 企业家 更显 毕竟

、 、 、 ， 。 一 ，作社社员 市场化 意识 合作 培 提 方的 观念 竞争 精神 团队理念并不强 亟需 育与 升 另 面 通过

较 ， 采反两个案 分 以 证检验到上述正 例的比 析 可 实 用“企 家 业理论业 的企 ”能 给出两个截够 然不同结

， 采果的合理解释 而 用“ 统企 精神理论传 业家 ”只 人们带入能将 到“ 村渴望乡 振兴”“翘 盼强人首以

出现” 臆 ， 解 个的纯 想境地 而不能科学 释两 “ 本 同基 相 ” 轨展 迹和发 全 同的合作社但发 展结果 然不 的

本 。 ，对 ，质原因 总 奥 前 论进行案 检验后发现 用于中国 具有 的比之 派 沿理 例 该理论应 农民合作社 明显

较 势。优

2.“企业 企业理论家的 ”对 阐释于 “ 头带 精神人企业家 ” 力。更具解释 一 ，对方面 于“ 头带 人”

一 体 业 神 释时这 特殊群 的企 家精 进行理解与解 ， 头 了不能 人 解 作社发展 临 市 会奢望带 全面 合 面 的 场机 、

、 ， 力、行业状 产品风险和 定性等信 端地 望于他们具 造性能 创 性精况 各种不确 息 更不能无 寄希 备创 新

神去掌控和 一 。 ， 头 大 ，也 本化解 切艰 触 规 场 经营与难险阻 因为 带 人 多没有接 过正 的市 化企业 基 不懂

管理知识。若以“ 统 业家精神 论传 企 理 ” 分去 析， 会将研究 入则 带 “解释空泛”“理论空转”的怪圈。

一 ， 头 村 ， 来 ，另 带 人 乡 精英 被选 担任基层 作经济 责人 说明方面 合作社 作为 举出 合 组织的负 他们的精

、 、 力、 力、执 力、 力 一 。 ，织 行 相 胜 筹的 因 审 观神境界 知识面 组 团结 领导 比众人还是稍 此 要想 视与

头 、 、 ， 头 、合作社带 带 合 的行为动 行动过程 综 能依据带 景 何察 人 领 作社 机 合表现 只 人在何种场 种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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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判 。 ， 较 头境 何种条件 具体 断进 合理性 行性分析 带 不下的 行 评价与可 例如 比 上述案例中合作社 人的

现同表 有：① 一 判人能产生 断为什么有的 不 样的 ；② 判么 时做出这 断为什 有 种 ， 判是 断不 那种 ；③带

头 判人的 受市场检验 何断 的结果如 ；④ 头 对带 人是 结果 调整否会 不好的 进行 、改良， 一进 生新 轮而产

判 ， 。 判 头 、 ， 头的 与决策 视角去观 现 识 带断 等等 从 断的 察带 人的行为过程 行动表 就能 别出 人不同动

、 、 。 ，同目标 不 的 马 相比之下机 不 同结果 蛛丝 迹 “ 业 的 理论企 家 企业 ”对于阐释“ 头农民合作社带

家精神人企业 ” 本 ， 力。的 理论质特征 更具 解释

3.“ 头带 人企业家精神” 。是农民合 社高质 决定性因作 量发展的 素 在引入“ 论企业家的企业理 ”

对 头 ，社 企 案例分析 是合作 带 人 业家精神进行 时 并不 因为“合 社作 ”与“企业” 在 然 线与障存 天 的界

， 。 ，本 ，碍 而导致理论 不入 相反从 解释的格格 文发现 把合 当成企业只有 作社 ——市场 济经 微观主体

——需要企 企业家精业管理和 神， 头 一神 人 带 片新天地方能理解具备企业家精 的带 能够 领合作社走出 ，

匮 头家 乏 带 人则将 作 带而企业 精神 的 合 社 入“ 水死 ”“泥潭”。从 方面看这 ，合作 业社就是企 ，在“优

，胜 存劣汰 适者生 ” 本 ， 、 杂 ，的 规则面前没 不同 都是 临充满 性的外部市场 有根 面 竞争性 复 市场 只是

合作社在 对 解应 与消 外部竞争与市场风险上 用机制不的作 同、 路 同作用 径不 、 力 大小用 量 不同 已作 而 。

4.“ 头人 家精神带 企业 ” 村推 合作社与乡 发展的作动 产业协同 用路径是“人—组织—产业”的良

。性循环 针过程 对“ 头带 人企 家精神业 ” 村 、 二 耦用于合作 者是如何作 社与乡 产业发展 如何促进 互动

、合 如进而 何通过“ 精神企业家 —合作组织— 村产乡 业” 村同 用机制带 乡 面 等命题的协 作 动 全 振兴 疑

， ， 了 一虑 通过上述 破解 这案例分析 “谜团”。本 ， 人到 再到产业的 循环发展 辑文发现 从 组织 良性 逻

： 头 、 ，是 带 家精神带 市 运 社 合作社的人的企业 动合作社实现企业化管理 场化 作和 会化服务 促进 经济

， 村 ， 村 ， 村 。 一能 益 升 进而推 乡 济 振兴 推动 产业振兴 实 振兴 这 理效 与效 提 进 经 组织 乡 现乡 全面 论解

， 。是不 的释进路 可逆 这里还 ，要 指出强调 “ 头合作 带 人企社 业家精神” 村 、是更具乡 文化意蕴 传统

习 一 。 讲， ，民 内 种 种精神不 于 不 寄希望于 空 和观念底气和 风 俗 涵的 精神 严格地 这 能依赖 引进 能 由 降

， 村 。 ，的人带入 应依托乡 经 展的具体 中不 磨炼 从这个 看 不能视外派 而 济社会发 实践并在其 断地 角度

力， 、 、作社制 家精神引 度 社 合 合作社发合 度为企业 入的阻 而应该将合作社制 合作 条件 作社环境以及

， 头 力 力 。到 颈 制约因素 成 育 升合作社 人企业家精 引与内生展所遇 的瓶 与 当 培 与提 带 神的动 牵 量源泉

， 心科学 奥派经济学 理论的核 点因此 移植 前沿 观 —— 头 判合作 将其 断内社是带 人 化为经济效率与效果

， 、 、作 织 构 特色 中国 国 的的合 性组 方能 建起符合中国 气派 中 实践 “ 业家型合 社企 作 ”与“企 型业家

头带 人” 。的 论解释框架理

五、带头人企业家精神的功能作用、内生动力与外部影响

对 头 ， 、 ，作社带 人 的内 外延获得理 进行案例 验 实践 要在 农民合 企业家精神 涵与 解 并 检 分析后 需

一 对 村 、 力 ，进 步发 展 升 业 用 内生动 影 增掘其 推动合作社高质量发 和提 乡 产 水平的功能作 与外在 响 以

对进 “ 头带 人企业 精家 神” 、 力来 。的 价值与时 意蕴 动 源与 的系统性实践 代 作用机理 认识

（一）合作社带头人企业家精神的功能作用

头 、 舵 、 ， 一作社 是合作社的 人 掌 人 领 人物 负 的日常管农民合 带 人 发起 军 责合作社 理和制定 般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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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划 计、 、 本 、产 产 规 构与治理 部 与 会资 整合 益策 具体包括 业与 品的 设 内部治理结 机制 外 影响 社 利 相

。 一 ， 头 、关 关系维护 利益平衡等 列的日常 人需 于自己的认 畴 知者的 与 围绕这 系 管理活动 带 要基 知范

判 ， 判 、 、 、 ，识存 和思维 断 其 断的 量 将 决量 方式进行 立场 观念 出发点 层次和质 好坏 直接 定合作社的

。 ，营绩效与 值 将经 社会价 由此 “ 头人企业家 神带 精 ” 判 、 力。以 地理解为 决策的能 这可 简化 断 种能

力 解合作社是破 贷款遇困、 力资乏投 、 差异主体 、措施固化、 会信任不社 足、发展不畅、 质性成员异 、

力人 资源不足等重重困境的“金钥匙”。

村 ， 村 ，在 乡 发 民合作社 业 的 要组织载 组 振 进产业提升 产业 展水平方面 农 是乡 产 发展 重 体 织 兴促

， 、 村 力。 力 。发 由此带动农 富 提升乡 组织 需要综合经 提供支撑 种展 民共同致 自我发展能 振兴 营能 这

力 心 力。综合 中外显为能 在实践 合作组织的核 竞争 高 发 内合作社 质量 展的 在要求和 村 业乡 产 振兴的外

在需求 一 心 力，切 要这 核 竞 而 种都迫 需 争 此 心核 争竞 力必 头 。 ， 头须由带 去量身定制 带 人人 打造 因此

的“判 力断决策能 ”—— 较 村家精 契合乡 情境 时代背景企业 神比 与新 ， 于实践富 价值，显得弥足珍贵。

（二）合作社带头人企业家精神的内生动力

头 才 ， 、 、结 偏 传 代化农业 产 通 商农民合作社带 人队伍在人 构上 重于 统农业 具备现 生产 农 品流 电

头 较少， 头 少。 一 ， 头 、知识的 人 有 及开拓意 的带 人则更 扭转 需要 地带 具 创新 识 这 现状的 带 人以自发

， 力自 追求变革的 作牵引 激 自身的主地 精神 发 内生动 —— 村 势 判于乡 经济基 社会现实和时代发展趋 的

力， 、 未 ， 习 、 、 力。断 发 会 己学 新知 新 运 新知识的 在 织能 去 现机 探索 知 形成自 识 掌握 知识 用 能 组 内

， 头 判 ， ，带 人应基 组织特征与 进行 断 形 策 不 动农民合作 范运行与部 于 现实状况 成有效的决 断推 社规

质量发高 展； 外部在组织 ， 头带 人应将政府资源、 本社会资 、 本资 场 资 社金融 和市 信息 源聚合到合作 ，

力、 。 ， 对 头通过经 理 提 组织生产 生 效 经济效益 外部因素的 带 人综营与管 逐步 高 能 产 率和 内 迭加 既是

力 ，也 力合 验 是 其从外部获 源的持续能 的反复考 驱使 取资 动 —— 判 、 判不断进 机会 断和行资源 断 关系

判 ， 落 、执 。分 程 具断 并快速地 实到组织 工 行 序和 体措施上

（三）合作社带头人企业家精神的外部影响

，讨统认知范在传 畴内 论“ 头合 带 企业家精作社 人 神” ， 、的 部 时 总是先 出前置性 理外 影响 提 想

， 头设 主观赋 人般的假 予合作社带 “ 力创新能 ”“风险偏好”或“ 力能竞争 ”所生发 的无所出 不能的

本 ，并天真地领 分析这些“本领” 来 、 。社 响 于带 的经济影响 会影 而基 “ 理论企业家的企业 ”判断的

， 了 头 判 判 ， 头 判 力、具 释 作社带 人 生 的 与实施 断 后果 包括带 决策视角 则 体阐 合 催 断 前因 的 人的 断能

力 ，又 对 村 。 对能 受 的影 如何 合作社 产业发展 生直接 影响 这 厘到何种因素 响 是 与乡 产 或间接的 清“带

头人—合作社— 村乡 产业” 、 、 ，的 关 用 与作用效 究 从 正确之间 关联 系 作 路径 作用机制 果等研 框架 而

对理解 科 应与 学 “ 头 企业家精带 人 神” ， 了较 。 三的外部影响 好的视角 从 个因素 提供 与路径 具体 方面

：一进行分析 是从“判 力断 ” 。 、 了 头的外部影 因素考 境等诸多响 察 政策 环 待考量事项构成 带 人产生

判 、必 ，也 。二 头 、断 置 要 决策的重 因 从 人的自身 件 格的前 条件 条件 是其产生 要外部 素 是 带 条 性 与特

。 头 、 、 习 力、 、 、质等内在 响因素考察 行经验 存 思维 思想观念 合 奉影 带 人的先 量知识 学 能 方式 作与

， 对 。三 采 ，献精神 都会 合 范管理与 取 视等 作社的规 绩效提升产生直接影响 是 综合 角 从“合作社—乡

村产业” 对 头 。同发展 带 的 影 因素进行 察协 人产生 复合 响 考 一 ， 、面 发展需要 织载体 人财方 产业 组 物



农民合作社带头人的“企业家精神”：理论模型与案例检验

- 14 -

等生产要及土地 素的投入，而 、 、来 、投入 机 数量 源 渠的时 道等都需要 头产 发展带业 人进行判 与决断

，策 这会激发 头 、 场 性带 人的资源意识 市 敏感 和 力策政 分析能 强不断增 ； 一 ，另 方面 在 发组织 展 程过

，中 、 、组织结构 营 式 体制和经 模 管理 运行机制的科学构建，须 、 、合考虑合 利益综 作社成员的 愿望

、 ，目标 合作方 其异质性 要素 这式及 等 进有利于促 头 力、 力 力带 人管理能 组织能 与协调能 的 。升提

， ， 头 判 力 ，假 多 态影响因 自 的 导变量 以 人 断 变量因此 设将 元视角下的动 素作为 变量 诱 带 的 为自

， ， 村以企 家精神的内 变量 以企 外延 节变量 以合 与乡 产业 质量发业 涵为中介 业家精神的 为调 作社 高 展

量为因变 ，相关变量间的学理逻辑、 来与 机 清相互影响 作用 理会 晰地呈现出 。 于此基 ，可以勾勒出“影

因响与 素— 才 判人 与 断—内 与 延涵 外 — 与产业组织 ” 、相 变量间关联 关系的关 关系 因果 “逻辑框架”

与“ 体画总 面”。 业家精神企 “ 力动 之圆”滚动在“合 社高质作 量发展”与“ 村乡 产业发展水平”之

， 力 ， 二 。推 相 行间 形成强 支撑 并 动 者 向而 如图 1中的⑩⑪⑫及图 2 。所示

图2 “农民合作社带头人企业家精神”变量关系与作用机制

六、结论与讨论

来，本 、 ， 讨 、 议 ， ：概括 获 研 结论 理论 献 出 建 与展望 有以下几个起 文所 得的 究 贡 提 的 论 等 方面

（一）结论与理论边际贡献

一， 。要研究结第 主 论 本 择了对文选 “ 头合作 人企业家精农民 社带 神” 力具理论解 的前沿更 释 理

， 了 。 ， 对 较并构建 逻 此 民 社 影响因素论依据 辑自洽的理论解释框架 据 在 农 合作 高质量发展的 进行比

， 头 、 ，分 发 带 人企业 精 是 社高质量 展的决定性 作社规范 依托析时 现 家 神 合作 发 因素 是合 发展的重要

也 村 力 。 对 村 ，产业发展水 动 源泉 在 作社与 共同影响 社是乡 平的 合 乡 产业的 因素进行分析时 发现合作

1.企业化运营管理能力

2.资本整合与知识溢出能力

3.产业发展规划能力

4.新形势与政策分析能力

5.理性思维能力

6.综合管理能力：利益联结、共生共享

5.理性思维能力

6.综合管理能力：利益链接、共生共享

农民合作社带头人企业家精神

调
节
作
用

调节变量（企业家精神外延）

1.合作社：高质量发展

2.乡村产业：产业兴旺、

产业水平提升

3.合作组织与产业水平

互动耦合发展

3.合作组织与产业水平

互动耦合发展

因变量

（合作社与乡村产业

高质量发展）

中介变量

（企业家精神内涵）

（0）

（企业家精神内涵）

1.机会判断

2.关系判断

3.价值判断

4.资源判断

5.产品判断

6.权威判断

5.产品判断

6.权威判断

1.基本盘：认知基础、信

息处理、分析与判断能力

2.底线：果敢、高效、诚

信、公平、正义、服务

3.内核：责任、担当与领

导艺术

自变量

（带头人判断）

影响因素

（多维动态视角）

1.政治因素

2.经济因素

3.文化因素

4.社会因素

5.组织因素

6.个人因素

5.组织因素

6.个人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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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 了 ， 二 力，企 精 纽带作用 有 进 有机衔接 内 动 具将外部带 人 业家 神在其中起到 不仅具 将 者 行 的 生 还兼

。 一 ， 了 头 村响进行融合 能 这 纽带 人企 精神在乡 经 会发展中 特殊角影 贯通的功 作用 凸显 带 业家 济社 的

、 ， 、 。值与时代 性色 实践价 意蕴 颇具排他性 不可替代 如图 1中的⑩⑪⑫ 。示所

二，甄 力 ， 。释 的前沿 新 并 得重要启第 别出具有解 理论 创 应用 获 示 才 、 力从 队 拔与培养人 伍选 能

、 力 力 ，对 较 （结构与相关 与胜任特 角度 合作社进行 的 多模型 胜任 质等人 资源 农民 研究 、黄胜 张海忠

，洋 2014）。 ，但是 基于“ 头合作社带 人企业家精神” 少 。本 大胆 应的研究 见 文 创新 用“ 业企 家的企

业理论”，对 头 ， 较，合作社带 家 进 深入剖析 与 他 家精神的 典理论进行人企业 精神 行 并 其 企业 经 比 从

，得理论启中获 示 发现“ 家的 理论企业 企业 ” 较比 契合“三农” ，特色和现 其他相 精神的 实 关企业家

村 头 。 也 了理论 织 带 实 地回答 从则难以解释乡 经济合作组 及其 人的 践经验 这 间接 “ 业 神传统企 家精 ”

少度研究农 合 社 的成果为 如此稀角 民 作 发展 何 、难以 题创新的问 。除非硬性地套上“ 条式教 ” 语的话 ，

一 本 ， 、 、贴上 些 不 农民企业 自身的 基于创新 理属于 家 标签 否则 风险 竞争的概念与理论去 解“ 土乡 中

国” ，的 不开那个农民企业家 打 紧扣的“ 子黑匣 ”。 ，反相 从“企业家的 业 论企 理 ” ， 了则打开出发

、 、 窥 ， 、理 和阐释属于 中国经验 农民 家精神的管 可以完整 清晰地解 中国特色 中国气派的 企业 之窗 地

解读“ 头社带 人企合作 业家精神” 。的内涵与外延

三， 了构 辑 的第 建 逻 自洽 “人—组织—产业” 。同发展的 释协 理论解 框架 本 ， 、文 为 合作社认 内

、 ， ， 头外 影 素是多元 动态的 据此 人企业家 机制 塑路径只有部 响因 的 合作社带 精神的影响 和形 以“判

断” ，才 力 。本的视角去 察与审 企业家精观 视 能发现 神的动 之源 文所构建的以“ 头合 带 业作社 人企 家

精神” 心为核 的“人—组织—产业” ， 了 头发 理 解释框架 确 出 企业家精协同 展的 论 明 指 带 人 神——以

判 力 心， 长、 ，又 。断能 为核 成 产业发 因素 织与产业有 接的关键 带 这既是组织 展的决定性 是组 机衔 纽

一 ， 廓 了 、 、 、 ， 了理 架 不仅 清 后 还 各 影响论解释框 人 组织 社会 产业发展的先 顺序 厘清 变量间的相互

，对 一与关 于 理联关系 进 步 解“企业家精神— 才人 兴振 — 振兴组织 —产业 兴振 — 村乡 振兴”协调发展

大逻辑的 ，变得 简洁更为通透和 。所以，该理论解释 具有逻辑 洽性框架 自 、现 和研究规实符合性 范性，

对 村 。具 论 作创新乡 振兴实施路径 有理 启示 用 如图 1中的⑩⑪⑫及图 2 。所示

，第 性 出四 创造 地提 “ 头业家型带企 人” 。的 育 与形塑路培 策略 径 对针 实务界的质问“ 到底中国

？有没 民专 作社有真正的农 业合 ” 、 、 权学界多 制度经济 利益相 产从新 学 关者理论 — 、合约理论 委托

—代理理论、 本社会资 — 理嵌入 论、 识知 溢出—网 角度去分 释络结构理论的 析与解 （ 川刘西 、徐 奎建 ，

2017）。本文则遵循“人 为作 行动 一主体是 切 济行为的决经 定性因素”（朱海就，2021）的社会规律，

择从选 “ 判企 企业家将其 化为组织 行为过 的结果业是 断内 的 程所产生 ” 一 心 ，这 核 观点出发 以理论诠

头 判 、 、 。 对 头作 人 过 动过程及 中 行 理 在 合作 带 的释合 社带 的 断 程 决策过程 行 隐藏其 的运 机 社 人 企业

， 了 头家精神获 完整理解后 示 带 人企得 清晰地揭 业家精神在“组织—产业” 、 力间的功能作 生动用 内

。 一 ， 。 ，和外 影响 这 和学理逻 合 实 从部 理解进路 辑 回归至理论与实践相结 的务 路线 中说明 “合作社

头带 人企业家精神” 。 训、 头 、 力是 的 过培 观摩 策 路 升带 人的 识水平 认知可塑 通 等 略 径提 知 能 和思维

， 对方式 有针 性地培育“ 头业家 人企 型带 ”， 头并依托带 发出人生 “高质 合作社量 ”。 ，因此 以“带

头人企业家精神” ， 。发 正 民作引领 能够让中国生 出真 的农 专业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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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策启示

， 一 、 权 权 一、激发和弘 家 往往 要 个有利 传 信 现剩余控 与剩余索取要 扬企业 精神 需 于 递 任 实 制 统

。 ， 力 未来 ：一 ，易费用的 此之 级政府要着 面向 的体 机制 方 民降低交 社会环境 除 外 各 构建 制 面 激发农

， 村合作社社 层 经 织员的企业家精神 促使乡 基 合作 济组 的发展回归“ 、也 了靠社员 是依 为 社员” 一这

本 ； 一 ，旨 方面 将根 宗 另 “ 头企 家 带业 型 人” 本 来， 大资 的束缚 解放出 提升 社员开拓从 中 其带领广 市

、 力， 村济效 管理能 培育 需的创新 业场 增进经 益的 乡 亟 创 “领军人物”或“ 济能人经 ”。从某种程度

讲， 村 终 企上 农 经济发展最 要靠 业家—— 头 ， 长最 是农民合 人 家 成 就是农具代表性的就 作社带 企业 的

村 长。 也 才 ， 长， 权 ，济 成 中 涉及相 人 的培养 经 建立和成 善 更 涉经 的 这其 关 济组织的 产 制度的完 会指

。到政策制 面的匹配 供给等 题度层 与 新时代课

（三）研究展望

，本 较 ， 一。应当承 沿 显 想认 文的理论视角虽然比 前 但略 单 要 系统地提升“ 头作社带 人合 企业家

精 论神理 ” 、 ， 未来识体系的 整 普 和有效性 寄希望于 关知 完 性 适性 则 于“ 头 业家精神带 人企 ” 术的学

， 本 一 必 、 计 ， 对文基 进 步补充 要 证数据 数 统 与理 及 主要影探索 在 础上 的实 理 论建模 以 响因素的因果

。 对层 验 析关系进行深 次的 证分 通过提升 “ 头社带 人企 神合作 业家精 ” 、深 宽度和更 普 规更有 度 具 遍

， 计， ，理论认识 进详尽的政 设 供决策 政策律的 推 策分析与 层科学制定 促进“ 头企业家型带 人” 培的

长， 村 。育与成 增益于 略的顺利以 乡 振兴战 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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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trepreneurship of Leaders of Farmers’Cooperatives: Theoretical
Models andCase Test

WANGShengbin WANGBaoshan

Abstract: After the “blowout” growth of the number of farmers’ cooperatives, their standardized operation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have not been realized simultaneously. Since 2019, the internal demand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ooperatives and the external needs to promote th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industries have been repeatedly emphasized by the whole

society, but the theoretical analys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ntrepreneurs is still relatively lacking in the academic circle. In order to

make up for this deficiency, this study makes an examination as follows. First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ntrepreneur’s enterprise

theory” ofAustrian economics, the study conducts a theoretical application analysis on rural entrepreneurship belonging to “Chinese

experience”,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Chinese style”, so as to identify a more scientific and explanatory theoretical basis.

Secondly, it analyzes the connotation and denotation of the concept of leader entrepreneurship of farmers’ cooperatives, constructs a

theoretical model of leader entrepreneurship, and obtains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enlightenment through an empirical test of cases.

Finally, it makes a structural analysis and theoretic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functional roles, endogenous impetus and external

influence of leader entrepreneurship, as well as the mechanism of promoting a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cooperatives and rural

industries. It finds that the entrepreneurial spirit of leaders is an important support to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farmers’ cooperatives, a driving force to enhance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rural industry, and a key link to organically connect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farmers’ cooperatives with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rural industry. The study concludes that vigorously

training “entrepreneurial leaders” is an important way to promot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farmers’ cooperatives and rural

industries, consolidate and expand the achievements in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effectively link with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and promote the positive virtuous development of “talent prosperity, organization prosperity, industry prosperity and rural

prosperity”.

Keywords: Farmer Specialized Cooperative; Cooperative Leader; Entrepreneurship;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Cooperative;

Rural Industrial Revitaliz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