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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
邓子恢对发展供销合作社的思考

李学桃

［摘 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邓子恢基于减轻农村“中间剥削”、推动农业生产发展以

及巩固工农联盟与促进工业化，对“为什么要发展供销合作社”进行了深入思考。此后，又对“如何

发展供销合作社”以及发展供销合作社要坚持群众路线、要处理好与国营商业以及与私营商业的关

系提出系列看法。这些思考，体现出邓子恢对中国农民务实秉性与农村问题进入新阶段的深刻认

识，丰富了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供销合作社理论以及向社会主义过渡理论的科学内涵，具有重要理论

价值与现实意义。

［关键词］ 邓子恢;供销合作社;中间剥削;农业发展;工业化

邓子恢作为“党内有名的农民运动和农村工作专家”，①“为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农业的发展道路

倾注了毕生精力”。②他早年留学海外，“专攻数、理、化”。③回国后“改学从商”，④“将近 9 个年头”的

“经商生活，使他有充分的机会和时间，熟悉农村经济与商业状况”。⑤20 世纪 30 年代初，在闽西革命

根据地大力发展商品流通领域的合作社，针对“商人的购买怠工以致物价高贵，金融停滞，群众痛苦

尚不能彻底解除”问题，提出“合作社的组织是目前闽西群众最急切的需要”。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在领导中南区经济恢复与发展中，强调“要使中南六省都搞活，必须搞到农村中去，就要组织供销

合作社”，并在武汉为中华全国合作总社负责人程子华主持会议，“研究发展供销合作社的工作”。⑦

此后，又继续围绕供销合作社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学术界对邓子恢研究成果丰硕，但主要聚焦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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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农业合作化的探索，鲜有涉及其对供销合作社的思考，这为本文写作预留了空间。①

一、为什么要发展供销合作社

邓子恢对供销合作社的思考是从为什么要发展供销合作社入手的。在他看来，供销合作社作为

“劳动人民集体经营、避免中间剥削的一种经济组织”，“属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成分”，②“它的

基本任务是通过供销工作，组织几万万个体农民与国营工商业相结合，帮助他们发展生产、改善生

活，从而巩固工农联盟，为国家工业化准备好市场、原料和政治基础”。③ 发展供销合作社，主要有三

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减轻乃至消除农村商业资本的“中间剥削”;二是促进农业生产发展;三是巩固工

农联盟与促进工业化。

(一) 减轻商业资本的“中间剥削”

旧中国农村商人大多“不忠实于农民，欺骗农民，在农民面前尽可能地买贱卖贵，因而使农民在

他们面前进行了完全不等价的交换，农民吃亏很大，也就损害了农民的生产事业”。④ 邓子恢作为

“我党早期财政工作的创始人之一”，⑤“对商业比较内行”，⑥对农民所受“中间剥削”早有深刻认识，

并一直在探索如何消除这一剥削。在 1929 年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他指出“商业资本垄断市

场，高抬外来物价，抑低土产价格，农民以多量农产品换取少量的工业品，这亦是很大的剥削”; ⑦号召

“各级政府工作，应针对群众要求，为群众解除痛苦，在目前应努力帮助群众建立合作社之组织”。⑧

后来在领导淮北革命根据地经济建设时仍然强调，要“整理与发展合作社”以“减轻封建剥削”。⑨

邓子恢“始终坚持创造性指导农村工作”，瑏瑠并“根据自己长期从事农民运动的经验，十分注意把

握斗争时机和每一斗争阶段工作重心的转移”。瑏瑡 随着土改逐步完成，他认为农民问题已进入到如何

减除“中间剥削”的新阶段。“土改后，封建地租剥削、苛捐杂税虽没有了，但商业资本的中间剥削和

高利贷的剥削，却还存在”;并且，“这种商业资本剥削和高利贷剥削，在某种程度上不亚于封建地租

的剥削”。瑏瑢 以中南区为例，“旧的商业网垮了，新的商业网还没有完整地建立起来”，“农民没有自己

的商业组织，吃亏很大”，“土特产销不出去，要买的也买不到手”，“要受残酷的中间剥削”;因此，“合

941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瑏瑢

学术界对邓子恢探索农业合作化的研究起步早，如高峻: 《毛泽东与邓子恢关于农业合作化思想的分歧及其原因》，《中
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5 年第 3 期;杨基龙等: 《邓子恢农业合作化思想的形成》，《当代中国史研究》1996 年第 4 期。相关专著
也大多聚焦其农业生产合作化主张与实践，参见李家祥: 《邓子恢经济思想研究》，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3 年; 蒋伯英: 《邓
子恢与中国农村变革》，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 年。近来有学者探讨了邓子恢对农村阶级认识的演变，参见高原: 《邓子
恢与中国革命中的农村阶级问题》，《中国乡村研究》2015 年卷;也有学者分时期梳理了其农村变革理论的发展轨迹，参见蒋伯
英: 《邓子恢关于农村变革理论的历史轨迹》，《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 年 8 月 27 日，等等。

邓子恢: 《论国家贸易部门的任务( 1949 年 9 月) 》，《邓子恢文集》，第 222 页。
邓子恢: 《关于供销合作社几个基本问题( 1953 年 4 月 9 日) 》，《邓子恢文集》，第 312 页。
刘少奇: 《论合作社问题( 初稿) ( 1951 年 9 月 29 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 《刘少奇论合作社

经济》，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 年，第 135 页。
谢胜坤: 《邓老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回忆邓子恢》，第 93 页。
曾志: 《回忆与邓子恢同志三度共事》，《回忆邓子恢》，第 80 页。
邓子恢: 《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土地问题决议案( 1929 年 7 月) 》，蒋伯英: 《邓子恢闽西文稿( 1916—1956)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 年，第 81 页。
邓子恢: 《关于当前苏维埃工作问题( 1929 年 11 月 2 日) 》，《邓子恢闽西文稿( 1916—1956) 》，第 153 页。
邓子恢: 《淮北区党委关于春耕生产运动的补充指示( 1944 年3 月25 日) 》，北京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淮北分

会、江苏省泗洪县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编: 《邓子恢淮北文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543 － 544 页。
姜春云: 《在纪念邓子恢同志诞辰一百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1996 年 8 月 16 日) 》，《人民日报》，1996 年 8 月 17 日。
蒋伯英: 《邓子恢传》，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 278 页。
邓子恢: 《在农村组织合作社( 1950 年 12 月 6 日) 》，《邓子恢文集》，第 272 页。



作社，在农村是为农民所迫切需要的”，“只有组织合作社，剪除中间剥削，才能保障生活”。①

(二) 促进农业生产发展

基于对“农村工作已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这一认识，邓子恢“从长远、战略的高度提出了整

个农村经济工作的两个中心任务:即不断增加农产品产量，不断增加农民收入。”②同时，又深刻认识

到，“发展贸易合作，加速城乡物资的流转，对农村生产是很重要的”，③因而主张发展供销合作社，促

进农业生产发展。

首先，供销合作社收购农副产品直接改善了农民经济状况，激发生产积极性，提升其再生产能

力。农民“生产出来的东西，部分供自己消费，一部分就要把它出卖再换回他所需要的东西，供销合

作社把帮助他出卖这些东西，他才高兴生产，因此没有供销合作社或供销合作社不好，就会使农业生

产发生困难”。④ 农产品滞销，农民“副业收入就少了，购买力就低了，生活也很难改善，也就会影响

其再生产能力，影响农业生产”。⑤ 其次，供销合作社大力供应生产资料，促进了农业生存发展。邓子

恢提出，要将“供应农民生产资料，为农民发展农业生产要当作我们合作社的头等任务”，“供销合作

社特别要帮助农民解决生产资料”，“生产工具不增加，牲口不增加，光靠农民的积极性是不成的”。⑥

再次，供销合作社增强了农业生产的计划性。农民作为小生产者“容易产生盲目性”，这“会使农民吃

亏”，也会使“一部分农民遭到破产，一部分农民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因此“要有计划的去发展生

产”;供销合作社通过与农民订立结合合同、预购合同等“逐步推广与农民的合同关系”，是“把千百

万个体经济、个体农民、个体手工业吸引到国家计划经济的轨道中来的重要方法之一”。⑦

(三) 巩固工农联盟并促进国家工业化发展

发展供销合作社，还是基于巩固工农联盟需要。邓子恢指出，第一、减除农民遭受的商业剥削，

进一步巩固了工农联盟。“替农民解决了土地问题之后，接着就替农民剪除中间剥削”;“农民参加革

命就是为了实际利益，我们要继续不断地帮助农民，以满足农民的要求，才能巩固工农联盟”。⑧ 第

二、供销合作社“一方面收购了农副产品解决了农民的推销问题，收购了工业原料和出口物资，另一

方面替国家推销了大量工业品，供应了农民的生产生活资料，从供销工作中团结了大部分农民，巩固

了工农联盟”。⑨ 第三、供销合作社“通过预购合同、供应合同和结合合同等等形式，逐渐增加农、副

产品收购的计划性和工业品、手工业品供应的计划性，把农业生产和农村市场逐步纳入国家计划经

济的轨道”; 瑏瑠“在实现农业集体化以前，在大多数农民还停留在个体经济以前，通过供销合作社，在

畅通商品流转过程中，把广大农民吸引到国家计划经济轨道中来，这是巩固工农联盟当前的重要环

节”。瑏瑡

发展供销合作社，更是基于促进国家工业化考量。“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是决定国家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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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前途的”。①“我们要通过供销合作社来为农业生产服务，以达到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提高农民

购买力，……，扩大产品销售市场和工业原料”。② 邓子恢强调，“只有商业旺盛，城乡、内外畅通，工

业品就可以下乡，农副土特产品就可以外销，城乡经济就可以活跃起来，就可以直接达到工农产品剪

刀差缩小，农民收入增加;城市就业门路多起来，失业现象就会减少; 税收增收，财政困难就可以缓

解;这些也就是为工业发展铺平道路”。③

二、如何发展供销合作社

(一) “制定好发展计划”、“从县里着手”“搭架子”

如何建立供销合作社? 邓子恢认为首要制定计划。“各省市应该发展多少基层合作社，多少社

员，多少股金，以及业务上要做些什么，怎样做法，都要很好地订一个计划”;计划制定“要慎重仔细”，

“不要订得太高了，也不要订得太低了，计划一经订定出来，就要切实执行”;制定之后，“可以按照工

作计划的要求调配干部，搭起架子，推动工作”，并且业务发展也要有计划，“谁按计划完成百分之百，

谁的工作超过计划，谁没有完成计划，都可以把计划作为检查工作的标准”。④

至于建立供销合作社的具体办法，邓子恢提出“从县里着手”“搭架子”。“县是各种工作的基

础”，“第一步就把县的架子搭起来”; 在经济落后、干部缺乏地区，“可用筹备委员会的形式，请有关

合作的机关、团体负责人做委员，使之共同负责计划并推进一县的合作社工作”，县社建立后，“就可

向区、乡、村展开工作，突破一点，扩至全面”。⑤ 不同地区基层社的建立也不同，“华北、东北按集镇

建社，现在又在以乡建社”，“在中南地区是按区建社”，并且上级社“要去帮助基层社、县社培养独立

经营的能力”，在业务上县社、基层社“经营地方工业和手工业品及上级社分配下来的采购任务和小

土产”，上级社经营“外销和大城市工业品及下级社不能经营的东西”。⑥ 总之，“省联社和全国总社

必须加强对县联社和基层社的组织领导和业务领导，并且在业务经营上尽可能地帮助县联社和基层

社”。⑦

(二) “一挤二挖三培养”充实干部队伍

建立供销合作社，“要搭架子展开工作，就得有干部”。⑧ 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干部严

重不足，邓子恢在中南地区工作时就遇到“干部又少，摊子不易摆开”的困境。⑨ 供销合作社亦是如

此，以湖北省为例，至 1951 年 8 月，全省供销合作社“有干部 1544 人，基社干部 2210 人，正在训练共

828 人”，“50 个县建立业务机构，平均每县 40 人，共 2 千人”;不仅数量少，而且“85%是新干部”，“在

政治业务水平上不高，还有个别干部工作作风不好，贪污、投机等行为”。瑏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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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日。
邓子恢: 《在农村组织合作社( 1950 年 12 月 6 日) 》，《邓子恢文集》，第 275 页。
《邓子恢委员关于华中南工作情况的报告( 1949 年12 月 2 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 》，湖北省档案局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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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供销合作社干部不足问题，邓子恢认为“只要把工作展开了，自然可在工作中培养干部”，并

且提出“一挤二挖三培养”的办法。在他看来，一个合作社至少要有三种人才:一个会做群众工作的，

一个会办业务的，—个会记账的。“贸易干部有些业务经验，群团和土改干部有些群众工作经验”，因

此“挤”和“挖”主要是指从“贸易部门”、“工会、农会、妇联等群众团体”“挤挖些干部做合作社工

作”，“土改干部，也可以转移一部分办合作社”;而所谓“培养”，就是“业务训练”，对从各方面抽调的

干部“给以相当的合作业务训练”，训练“二三星期就可以”，“教几项必需的知识就行”，“主要的作用

就是叫他们见见面，实际上转到合作社工作岗位上来”。①

(三) 以业务促发展“自成一个经营体系”

邓子恢很早就认识到，“要使群众加入合作社，的确得到利益，才能更加鼓起群众的信心与兴趣

而促成合作社的发展”。② 针对供销合作社如何发展壮大这一具体问题，他提出以业务促发展的办

法。“有了一部分社员，收集了一部分股金，就开始经营业务，不必等到万事俱全后才开始营业”，关

键是要让群众得到实惠，进而使其主动入社。“群众是最现实的”，他们“主要的要求是能买便宜东

西，有便宜东西买就会参加合作社”，“一见到合作社不是说空话的，……，没有入社的自然会踊跃入

社，没有缴股的也自然踊跃缴股”。③

邓子恢还指出，供销合作社要“自成一个经营系统”。具体而言，要“按自己业务需要与各地物资

流通情况，建立自己的批发站，并允许它直接与各地国营工矿订货”;在系统内部，基层社直接向县级

社等上级社订货，强化层级之间业务联系，上级社“则根据县、区社需要，予以协助”，实现“基层社为

社员服务，上级社为下级社服务”。④ 邓子恢这一思考，科学回答了刘少奇早前提出的上级社与基层

社的关系问题。刘少奇曾提出，基层社与上级社要“密切联系”“使上下形成整体”，两者“如何联系

得好，应研究出一套制度来”。⑤ 并且，邓子恢这一思考也经受住了实践检验。在他的领导下，“1950

年初建立起全中南区的省市地县区供销合作社系统”。⑥ 至 1954 年 7 月，全国性的供销合作社系统

也建立起来，“形成了一个遍布全国各地的新型贸易网”。⑦

三、发展供销合作社要注意的问题

(一) 要坚持群众路线

坚持群众路线，是发展供销合作社要注意的第一个重要问题。邓子恢强调，“合作社是群众性的

组织，办合作社一定要走群众路线”。⑧ 这一主张继承了毛泽东论合作社的基本观点，毛泽东曾指出，

合作社“就是为群众服务，这就是处处要想到群众，为群众打算，把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⑨ 并

且，这也是邓子恢长期从事革命与建设工作的真切体会。他后来在中共“八大”的发言中总结说，“我

们党在三十多年的农民运动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其中最重要的，我认为有以下三点:第一，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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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坚决代表农民的根本利益，又必须善于适应农民当前的切身利益要求; ……; 第三、必须自始至终

坚持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①

发展供销合作社，为什么要坚持群众路线? 邓子恢与刘少奇后来所提出的“社员就是合作社的

‘老板’”观点高度一致，②他指出，“合作社的老板在下面，不在上面，社员群众就是合作社的老板，伙

计做事不听老板的话，一定垮台”;并且，作为“工农群众组织”，“必须根据群众的需要经营业务”，否

则“他们只要不同你做买卖，你就垮了”，因而“不听取社员的意见”“一定行不通”。③ 那么，又该如何

坚持群众路线? 邓子恢认为，一是“要能与群众打成—片”，“生活要群众化”，“言语要通俗化”，如

“业务”可说成“生意”、“会计”可以称“账务”，“土俗些，群众易懂，又何必不通俗呢?”二是要研究群

众的消费需求与消费习惯，不能“在六月天里买皮袍子”，也不能“群众要粤盐你买浙盐，群众要浙盐

而你买粤盐”。④

(二) 要处理好与国营商业的关系

“各级联合社与国营贸易机关如何分工，是很重要的问题”。⑤ 邓子恢认为，首先，供销合作社必

须服从国营贸易的领导。它作为国营贸易公司的“推销网、采购网”，“是国营经济在农村中的有力助

手和支柱”。⑥ 因此，在价格政策上，“价格一经国家决定，就要执行”;在业务上，“要服从国营计划领

导，同时一定要完成国家的收购任务”，并“帮助国家推销工业品和积压的东西”。⑦ 其次，国营贸易

公司“应把推广合作社，扶助合作社，当作自己的重要任务”。⑧ 要将“国家的需要与合作社的可能结

合起来，合作社不可能，就不能硬性分配任务”。⑨ 并且“好好地指导下面，务必大力帮助合作社，莫

抱本位主义或赚钱思想”。瑏瑠 再次，两者“要有明确的分工”，“国营管城市，合作社管农村”:“在十万

人口以下的城市或五万人口以上的城市供应业务交国营，农村国营移交给合作社”。瑏瑡

邓子恢这一思考极具理论价值，周恩来后来在全国财经会议总结讲话中着重强调供销合作社与

国营贸易的关系。“国家商业的领导机关应对合作社加强业务上的领导，划分彼此间的经营范围，并

给予便利，使其成为国营商业的有力助手，以建立与广大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密切联系。合作社亦应

尊重国家商业领导机关在业务上的领导地位而不应与之对立”。瑏瑢

(三) 要处理好与私营商业的关系

发展供销合作社还必须注意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要处理好与私营商业的关系。在旧中国，合作

社作为“工农阶级抵抗私人资本剥削的经济组织”，与私营商业是对立的。瑏瑣 但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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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社经济》，第 131 页。
邓子恢: 《在农村组织合作社( 1950 年 12 月 6 日) 》，《邓子恢文集》，第 277 页。
邓子恢: 《在农村组织合作社( 1950 年 12 月 6 日) 》，《邓子恢文集》，第 277 页。
刘少奇: 《合作社业务的若干问题( 1950 年 8 月 15 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 《刘少奇论合作

社经济》，第 91 页。
邓子恢: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代表邓子恢向中华全国合作社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祝词》，《人民日报》1954 年 7 月

21 日。
《邓老同志关于合作社工作报告( 1953 年 5 月 5 日) 》，湖北省档案局藏，案卷档号: SZ1 － 02 － 0118 － 019。
邓子恢: 《论国家贸易部门的任务( 1949 年 9 月) 》，《邓子恢文集》，第 222 页。
《邓老同志关于合作社工作报告( 1953 年 5 月 5 日) 》，湖北省档案局藏，案卷档号: SZ1 － 02 － 0118 － 019。
邓子恢: 《在农村组织合作社( 1950 年 12 月 6 日) 》，《邓子恢文集》，第 276 页。
《邓老同志关于合作社工作报告( 1953 年 5 月 5 日) 》，湖北省档案局藏，案卷档号: SZ1 － 02 － 0118 － 019。
周恩来: 《关于财政、税收、商业、粮食、银行等项工作今后的方针任务( 1953 年 8 月 11 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

档案馆: 《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 第九册)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 年，第 61 － 62 页。
邓子恢: 《目前各级财政部门的中心工作( 1932 年 9 月 13 日) 》，《邓子恢文集》，第 46 页。



成立初期，邓子恢强调供销合作社与私营商业“应该分工合作”，“应让一切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商发

展，不要过早过苛限制”。① 这与毛泽东有关私营商业的思考高度一致。毛泽东在 1950 年 4 月的一

份批语中指出，“应限制和排挤的是那些不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而不是正当的有利于国计民生

的工商业，对这些工商业当它们困难时应给以扶助使之发展”，与私营工商业“应当划分阵地，即划分

经营范围”，“不要垄断一切”。②

邓子恢认识到私营商业对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一再强调“对私人资本的作用

要有正确的估计，过早过严地限制私人资本发展，那便是错误的”;“切实保证”私商“交易自由”，“严

防不必要的统制”。③ 他也鼓励私商守法经营，与国营商业、供销合作社共同促进国民经济恢复与发

展，“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私营工商业仍有其地位和前途，私营工商业者不应悲观失望。必须认识到，

做好物资交流工作，自己既能获得利润。同时也是自己为人民服务的具体道路”。④

四、余论

邓子恢对供销合作社的探索，有着较为清晰的演进轨迹。上世纪 20 年代末 30 年代初，他在闽西

革命根据地创办合作社，拟就颁布《合作社条例》等，是其探索商品流通领域的合作组织之肇始，可以

作为其探索供销合作社的发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在对华中地区工商贸易问题的思考中，

提出“在农村则应组织一揽子的农民合作社，包括消费合作社、信贷合作与供销合作三种性质在

内”，⑤标志着他正式开始思考供销合作社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以领导中南区农村经济

恢复与发展为契机，进而全面、系统思考供销合作社创办与发展问题。1954 年中华全国合作社第一

次代表大会召开，以此为标志，新中国供销合作社事业正式走上正轨，加之 1955 年全国农业合作化

高潮出现，邓子恢作为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对农村经济关注的重心也就放在了对农业合作化的思

考。但他一直心系农村供销合作社发展，1961 年 4、5 月，在福建进行农村调查时，针对供销合作社与

国营商业合并后出现的系列问题，仍然强调“在公社以下和县一级把供销社重新建设建立起来”。⑥

邓子恢对供销合作社的探索，也具有极其鲜明的特点。首先，上述思考折射出他对中国农民务

实秉性的深刻认识。如强调通过实际利益吸引农民入社，通过发展业务壮大合作社; 再如针对农民

喜欢自由贸易的特点，主张供销合作社要与正当、合法经营的私营商业保持合作，“我们的基本方针，

是发展公营，推广合作，扶助私营”。⑦ 排挤、打压私营商业，“是破坏与农民的关系，因为农民是喜欢

自由贸易的”。⑧ 其次，邓子恢上述思考还体现出他对中国农村经济发展问题的深刻认识。在发展阶

段上，他认为“农民要求解决问题，有三个阶段的不同，我们帮助农民也应当解决三种不同的问

题”———“第一迫切要求的，是推翻封建势力的压迫，解决土地问题”;“第二阶段的问题，是要从商业

上去剪除农民所受的中间剥削”;“第三阶段的问题，是大量供给耕种机器、化学肥料和各种科学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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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使农业机械化、集体化”。① 土地改革完成后，农村经济发展亟需解决“第二阶段的问题”，故而

发展供销合作社减除“中间剥削”。在发展方式上，他主张从商品贸易领域着手，“仅靠工业，缓不济

急”，“只要商业兴旺，城乡内外畅通，经济就可以活跃起来”。② 供销合作社使城乡物资交流畅通，促

进农村经济恢复与发展，不仅巩固新生政权的政治基础，也为工业化奠定基础。

邓子恢上述思考还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首先，这些思考与毛泽东、刘少奇对发展供销合作社

所提出的指导原则高度一致，是对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与发展供销合作社的理论的丰富与发展。在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毛泽东主要是从宏观原则如合作社性质、合作社要坚持群众路线等方面对

发展供销合作社进行理论指导，如他曾指出，“农村里一切明白道理的人都应当积极加入带有社会主

义萌芽性质的互助组，加入半社会主义的生产合作社和供销合作社”，③强调其的“半社会主义性

质”。刘少奇“在中央分管全国合作总社的工作”，负责“研究、指导供销合作社的建设和发展问

题”④，“对发展我国合作社的重要性、必要性从理论上作了深刻阐述，系统地提出我国合作社的路

线、方针、政策以及应采取的步骤和方法”，⑤如供销合作社的“基本任务”，他将其归结为“使社员避

免中间剥削”。⑥ 邓子恢遵循了毛泽东与刘少奇有关供销合作社的理论，在对供销合作社性质、目的、

任务等方面的理论阐述上与其高度一致，并且又将对供销合作社的思考深入、具体到诸如从县着手

“搭架子”、通过开展业务培养合作社干部等实践层面。这显然与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先后

担任中南区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与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直接领导与擘划农村经济恢复与发展工作密

切相关。此外，需特别指出的是，邓子恢上述思考还丰富与发展了中国共产党人探索向社会主义过

渡的理论。他“在中南还设想过，农民经过土地改革之后，要经一个供销合作阶段，然后进入集体

化”。⑦ 这一思考与列宁的社会主义过渡理论相吻合，“列宁曾认为类似这种体制的农产品供销合作

社，可以作为组织农民进入社会主义的适宜形式”。⑧

邓子恢这些思考对新中国初期经济恢复以及供销合作社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从中南区经济

恢复情况来看，至 1950 年国庆时，整个中南地区“城乡关系已有极大改善，工农业产品的交换已纳入

正轨”。⑨ 这与邓子恢“在中南局成立之初，一上来就抓调整工商业”直接相关，诚如后来有评价说，

中南地区“经济生活所以恢复较快，这和邓子恢抓经济抓在商业这个点子上，大有关系”。瑏瑠 再就供

销合作社发展来看，以湖北省为例，“1949 年有基层社 60 个、职工 250 人”，“地市县尚未建立合作社

领导机构”;到 1951 年，“县以上社发展到 46 个，基层社 961 个”，“入股社员发展到 441 万多人”; 再

到 1952 年，入股社员“增到 746 多万”，“基本上达到了户户入社”。瑏瑡 就全国范围来看，“在邓子恢的

倡导下，供销合作社组织有了较大的发展，到 1954 年秋，全国已有 2500 个县联合社，在农村设立了

11． 8万多个零售店，2 万多个流动售货组，农民许多卖的和买的，已经不经过私商，而是经过供销合作

社”。瑏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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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子恢对供销合作社上述思考中的个别内容无疑已经烙上历史的印痕，但其中有关对供销合作

社发展的一些原则性思考，比如发展供销合作社要坚持群众路线、发展供销合作社能够巩固工农联

盟等内容，对新时代探索供销合作社深化改革路径，以在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巩固党在农村执

政基础方面发挥重大作用，仍极具借鉴意义。

( 责任编辑:张 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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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People's Ｒepublic of China，Deng Zihui explored the reason why
China had to develop the rural supply and marketing cooperatives，aiming to reduce the intermediate
exploitation in rural areas，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consolidate the alliance
between workers and farmers，and promote industrialization． After that，he put forward a series of
views on how to develop supply and marketing cooperatives，arguing that when building the supply and
marketing cooperatives，we must adhere to the mass line and appropriately handle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state-owned commerce and private commerce． These thoughts reflect Deng's deep understanding
of the pragmatic nature of Chinese farmers and China's entry into a new stage of rural problems，and
enrich the scientific connotation of the CPC's exploration of the theory of supply and marketing
cooperatives and the theory of socialist transition，thus having important theoretical value and pract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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