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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农民专业合作社社员对社长 

信任的因素分析术 

基于浙江省部分社员的调查 

郭红东 杨海舟 张若健 2 

内容提要：本文运用社会资本理论，首先对影响农民专业合作社社员对社长信任的因素进行了理论 

分析，然后应用浙江省社员的调查数据，对影响社员对社长信任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 

表明，社长的能力、社长的人品、社长与社员的关系以及社长对社员的关心会影响社员对社长的信 

任，其中，社长与社员的关系影响最大，其次是社长的能力、社长的人品、社长对社员的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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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 

近年来，虽然随着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外部发展环境的不断改善，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很快， 

但是，目前在其发展过程中仍然存在不少问题，其中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合作社内部凝聚力不强。 

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农民专业合作社内部社员与社员之间以及社员与 

社长之间信任不足。虽然有关信任问题的研究由来已久，但直到20世纪50年代，信任问题才成为 

西方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纷纷从各自学科出发研究信任 

问题，在西方学术界掀起了一股信任问题研究的热潮。20世纪 90年代以来，信任问题逐渐成为中 

国学术界的研究热点，发表了大量的研究论文和专著，并对中国社会中一般信任问题进行了不少实 

证研究，取得了不少重要成果 (例如彭泗清，1999：王绍光、刘欣，2002；张维迎、柯荣住，2002： 

孙昕、徐志刚等，2007；李涛、黄纯纯等，2008)，但对中国农村社会信任尤其是农民专业合作社内 

部的信任问题，实证研究成果则很少。因此，研究影响社员对社长信任的因素，提高社员对社长的 

信任度，对于促进社员与社长之间的合作行为，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社健康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与 

现实意义。 

二、文献综述 

信任是一种态度，是指相信某人的行为或周围的秩序符合自己的愿望 (郑也夫，2001)。信任是 

合作经济行为赖以发生和存在的必要条件。大多数关于信任研究的文献将信任与合作紧密相联，并 

强调在经济行为中，权力、市场和信任一起是促成和维系合作的三种机制 (Powe~，1990)。 

本研究得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成长机理与发展对策研究”(项目编号：70773097)的资助， 

特此致谢 !同时，感谢浙江大学 “三农”协会的同学参与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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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内外有关影响信任的因素的研究成果来看，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研究组织内部信任 

的影响因素；二是研究组织间信任的影响因素。影响公司员工对上司信任的因素的研究，是目前组 

织内部信任研究的重点，已经取得了一些非常好的成果，从国内外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能力、正 

直、声誉、关系、关心等因素是影响员工对上司信任的关键因素。 

能力是指被信任者在特定领域内具有影响力的技能和特征的集合。能力作为信任的影响因素 

被许多学者的研究所重视。Deutsch(1958)认为，能力是影响信任的一个重要因素；McAllister 

(1995)认为，认知型信任依赖于被信任者的能力，能力越强越能得到别人的信任；Sako(1992) 

则认为，信任受被信任者实现目标能力的影响；黄维德、苏庆翔 (2007)在有关知识员工对雇主 

的信任的实证研究中发现，雇主的能力与员工的信任度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人品也会对信任产生影响。国外学者的研究表明，正直的人品对信任有正向的作用。Lieberman 

(1981)将正直作为一个重要的信任影响因素；Buffer et a1．(1984)则把正直和一致性作为信任的 

决定性因素；McFall(1987)将个人正直定义为遵守一系列规则，并通过实证研究证明了正直对 

于信任的重要性；Dasgupta(1988)总结了两种影响员工信任其管理者的关键的正直行为：陈述 

事实和遵守诺言；Buffer(1991)进一步将一致性、正直和公平看作信任的前提条件。 

良好的声誉有助于信任的形成。Zucker(1986)系统地阐明了主要的信任产生机制。Zucker区 

分了三种机制，其中之一就是由声誉产生信任——根据对他人过去的行为和声誉的了解而决定是否 

给予信任。Zucker认为，声誉好的人能得到信任。Whiffey(1991)和Yoshihara(1988)等人认为， 

华人社会中主要是通过声誉和关系产生信任，而法制化的信任很少。 

关系有助于信任的建立。韦伯将信任分为特殊信任和一般信任。前者以血缘性社区为基础，建 

立在私人关系和家族或准家族关系上；后者以信仰共同体为基础。虽然人与人之问的血缘关系是先 

天赋予和无法改变的，但在后天生活中，人们仍能够通过多种方式，例如认干亲、拜把子、套近乎、 

做人情等，将这种先天注定的血缘关系进一步泛化、扩展和延伸到与没有血缘关系的其他人的交往 

之中，最终就形成了费孝通所说的 “差序格局”(李伟民、梁玉成，2002)。在社会学研究中，关系 

也是 “社会资本”所包含的重要内容。彭泗清 (1999)通过 自己的实证研究，揭示了在中国人的人 

际信任建构中，相互之问信任的程度并非取决于双方拥有的关系中所包含的先天的联结 (例如血亲 

关系)或后天的归属 (Vtl如同学、同事)关系，而主要是取决于两人之间实质关系的好坏。在中国 

社会尤其是乡土文化中，关系对人际问信任的影响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认可。 

关心也会对信任产生影响。关心在一定程度上是指信任者相信被信任者会认真考虑其目的和要 

求。McAUister(1995)认为，情感型信任表现为对对方福利的关心，充分考虑对方的目的和要求； 

Hovland(1953)的实证研究表明，关心在信任的产生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Sahay(2003)指出， 

对他人动机的揣摩以及对他人的善意，是影响信任产生的重要因素。 

在农民专业合作社方面，虽然目前国内外有关合作社内部社员与社员之间、社员与社长之问信 

任的研究成果还不多见，但也取得了一些相关成果，例如，Market al，(2002)对合作社内部的信任 

问题进行了研究。他们从认知型信任和情感型信任两个维度，对影响社员与社员之间信任、社员与 

管理者之间信任的因素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种植规模、加入合作社年限、对管理者的认知、 

与管理者的关系以及不同合作社类型等对信任有影响。赵泉民、李怡 (2007)运用社会资本理论研 

究了关系网络与中国乡村社会合作经济发展的问题。他们认为，中国社会关系取向在长期发展中形 

成了带有 “圈子主义精神”的 “熟人信任”，这种以亲缘和拟亲缘关系为基础的 “特殊信任”是中国 

农民走向合作的行动逻辑，它促使个体农民在面临市场挑战时能够发起合作行为并建立和发展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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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组织，但同时也内在规定了合作对象及范围的“规模界限”，最终制约了合作经济组织向更大规 

模、更大地域空间拓展，因为真正意义上的合作经济组织是需要以契约、产权等现代制度为基础的 

“普遍信任”来做支柱，而不是以亲缘、地缘关系为纽带的 “个人信用”来维系。 

三、影响社员对社长信任因素的假设 

影响社员对社长信任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社长本身的特征因素，例如社长的能力和人 

品等，可能会影响社员对社长的信任；另一方面，社长与社员的关系也会影响社员对社长的信任程 

度。本文在上述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特点，选择了合作社社长能力、社 

长人品、社长声誉、社长与社员关系以及社长对社员的关心五个方面因素，作为影响社员对社长信 

任的待验证因素 (如图1所示)。 

图 1 影响社员对社长信任因素实证分析框架 

1囊皂力因素。根据农民专业合作社本身的特征，结合以往的研究，本文用合作社社长的文化程 

度高低、社会关系网络是否广、自身经营能力是否强、自身是否专业大户等指标来体现合作社社长 

的能力，并认为合作社社长自身的能力会影响到社员对他的信任程度，社长能力越强，社员对社长 

越信任。 

2，人品因素。在农村乡土社会中，人的品行对于提升自身的信任度有一定的作用。而且，农村 

社会中由于人口流动性小，居住范围小，一个人的品行好坏很容易传播给当地其他农民。本文根据 

农民专业合作社本身的特征，结合以往的研究，用合作社社长是否秉公办事、是否言行一致以及有 

没有责任心等指标来体现合作社社长的人品，并认为合作社社长人品好坏会影响到社员对他的信任 

程度，社长人品越好，社员对社长越信任。 

3声誉因素。声誉是一种社会资本。在乡土社会中，农民的传统思维以及他们生活圈子的有限， 

使得他们更加关注个人的声誉。在农民专业合作社中，合作社社长是否有良好的声誉会影响到社员 

对他的信任程度。本文根据农民专业合作社本身的特征，结合以往的研究，用合作社社长是否中 

共党员、是否当过村干部、在当地是否有好的名声等指标来体现合作社社长的声誉，并认为合作 

社社长的声誉会影响到社员对他的信任程度，社长声誉越好，社员对社长越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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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关系因素。因为目前大部分合作社并没有突破地域的限制，广大社员与社长一般居住在地理 

半径十分小的同一区域范围内，土生土长的社长，与土生土长的社员之间具有先天性的联系，他们 

之间不可能是完全的生人。熟人的概念涵盖了认识的人、熟悉的人、一般朋友和好朋友。本文将以 

往的熟人划分为 “熟人”与 “朋友”，因为熟人之间的信任与朋友之间的信任是不一样的，这样也有 

利于更加深入细致地分析传统的熟人结构。因此，在本文采用 “亲戚—朋友一熟人”的层次来划分 

社员与社长之间的关系类型。在合作社中，社长与社员的关系会影响社员对社长的信任程度，一般 

说来，关系越是亲密，信任程度会越高。 

5．关心因素。在农民专业合作社中，社长对社员的关心很重要。社长经常与社员交往，问寒问 

暖，了解社员生活的现实状况和难处，倾听社员的意见，表扬社员为合作社做出的贡献，都是对社 

员的关心。这种关心，一方面有利于社长及时了解社员的想法并掌握社员的动态，另一方面也有助 

于增进社员对他的了解，这对于信任度的提升是十分有益的。在本文中，根据农民专业合作社本身 

的特征，结合以往的研究，用社长能否及时听取社员的意见和关心他们的利益等指标来体现社长对 

社员的关心程度。社长对社员越关心，社员对社长越信任。 

四、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的数据来自2007年 12月至2008年2月浙江大学“三农”协会的同学以及笔者在浙江 

省所做的调查。对社员的调查问卷涉及社员的家庭基本情况、收入水平等，还涉及其所在合作社社 

长能力 (文化程度、社会关系网络、专业大户、经营管理能力)、社长人品 (责任心、言行一致、秉 

公办事)、社长声誉 (党员身份、村干部身份、名声)、社长与社员关系 (亲戚、朋友、熟人)、社长 

对社员的关心 (关心社员利益、听取广大社员意见)、社员对社长的信任状况等方面的信息。调查采 

取直接入户问卷调查的方式，在每个合作社随机调查5个社员，在浙江省9个市 (地)共调查了30 

／卜合作社的150个社员，得到有效问卷120份，有效率达到了80％。 

(二)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应用因子分析方法和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法对影响社员对社长信任的因素进行了实证 

分析。因子分析法就是用少数几个因子来描述许多指标或因素之间的联系，以少数几个因子反映原始 

资料的大部分信息的统计学方法。这是因为在社会学、经济学等领域的研究中往往需要对反映事物的 

多个变量进行大量的观察，收集大量的数据以便进行分析，寻找规律。在大多数情况下，许多变量之 

间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因此，有可能用较少的综合指标分析存在于各变量中的各类信息，而各综合 

指标之间彼此是不相关的，代表各类信息的综合指标称为因子。因此，本文首先用因子分析法对调研 

数据进行了因子分析，提取影响社员对社长信任的关键性因素，排除原有变量之间的共线性；然后应 

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法明确各个因素的显著性程度和相对作用的大小。本研究采用SPSS13．5统计 

软件进行数据处理。 

本文的自变量一般采用李克特五点量表获得相应数值。自变量的选取主要参照了国内外人际信 

任和组织信任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尤其注重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农村乡土特征和经济组织特征。 

信任变量为因变量，分为 “不信任”、“有点信任”、“比较信任”、“信任”、“非常信任”五级。 

变量的综合信息见表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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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果与分析 

(一)影响社员对社长信任因素的因子分析 

要进行因子分析首先要对数据进行因子分析适合性检验。适合性检验表明，其KMO值为0．674， 

Bartlett球体检验结果显著 (p=0．000)，这说明，本调研的数据是适合做因子分析的。 

为了获得良好的因子结构，本文首先采用主成分法对影响社员对社长信任的各个变量进行了因 

子分析，并采用方差最大正交旋转法进行了因子旋转，再对旋转结果进行结构调整和简化，得到如 

表2所示的反映各个因子和各变量相关程度的因子载荷系数。因子载荷系数的绝对值越大，表明当 

前变量对该因子的决定性或影响程度越大。表2数据显示，经过旋转，各个因子所对应的因子载荷 

系数向两极分化，笔者对因子载荷系数较大的自变量并进行了归类，提取出了5个公因子，根据前 

面的研究假设，分别将它们命名为 “能力因子”、“人品因子”、“关系因子”、“关心因子”、“声誉因 

子”。这 5个公因子的累计方差贡献率达到74．077％，这个结果表明，5个公因子能够在很大程度上 

替代原来的 l5个观测变量解释影响社员对社长信任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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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经方差最大正交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系数 

表2中的数据显示，社长能力主要由社长文化程度、社会关系网络、经营管理能力和是否专业 

大户决定，其中，经营管理能力和是否专业大户是决定社长能力的最重要的两个因素；社长人品主 

要由是否有责任心、是否言行一致和是否秉公办事决定，其中，是否言行一致和是否秉公办事是决 

定社长人品的最重要的两个因素；社长与社员关系主要由亲戚关系、朋友关系和熟人关系决定，其 

中，朋友关系是决定社长与社员关系的最重要因素；社长对社员的关心主要由关心社员利益和听取 

社员意见决定，其中，听取社员意见是决定社长对社员关心的最重要因素；社长声誉主要由是否党 

员、是否村干部和是否好名声决定，其中，好名声是决定社长声誉的最重要因素。 

(--)影响社员对社长信任因素的回归分析 

通过前面的因子分析，本文把影响社员对社长信任的15个原始观测变量转化为5个公因子变量， 

同时将这 15个原始观测变量的信息转换成5个公因子的因子值，然后用这5个公因子值代替原来的 

15个观测变量值进行回归分析，以确定各个因子影响程度的大小。本文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 

模型，并通过最大似然估计法对其回归参数进行估计。 

设计模型时，本文将社员是否信任社长设为因变量Y，即O一1型因变量。当社员回答 “信任”、 

“非常信任”时，视为高的信任程度，定义为Y=1；当社员回答 “一点不信任”、“有点信任”、“比 

较信任”时，视为低的信任程度，定义为Y=0。设 ， ， ， ， 是通过因子分析提取的与Y相 

关的5个公因子自变量，一共有120组数据，即： 】， 2，厶， 4， ；f=1，2，3，⋯⋯，120；Yf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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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的关系为： 

E(Yi)=Pi= 0+ 1 1+ 2 2+⋯．+ 5 5 

Yi概率函数为： 

P(Y )=f(p ) [1一f(p ；y=O，1：i=l，2，．．．，5 

Logistic回归函数为： 

f(Pi) 南  ： ，J ，J(岛+A矗+ 2+．．⋯+岛 5) 

于是，Yl，Y2，⋯，Y 的似然函数为： 

(2) 

(3) 

L=ⅡP(y )=Ⅱ，( ) [1一，( )]‘卜 (4) 
i=1 i=1 

对似然函数取自然对数，得： 

LnL=∑{y Ln，( )+(1一 )Ln[1一，( )]} 
i=1 

即 ： 

LnL=∑Cyi(flo+ l-I--．-+层 5)-Ln(1+e‘岛 l扣。呻 )] (5) 
i=1 

最大f嗽 计是选取Po， ， ，．．．， 吲 值 ， ， ，．．．， ，使得(5)工弋值 
最大。 

本文运用SPSS13．5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了Logistic回归处理。在处理过程中，采用了全部纳入 

法，将5个公因子变量一次性全部纳入回归，得到如表 3所示的结果。 

表3 影响社员对社长信任因素二元Logistic模型回归结果 

注： 表示统计检验达到 1％显著性水平。 

根据表3中的回归分析结果，可以得出如下几个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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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社长能力对社员信任有很大影响。从模型的结果来看，社长能力变量在 1％的水平上显著，标 

准化回归系数为第二大。这表明，社长能力对社员信任影响很大。也就是说，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 

况下，社长能力越强，社员对其信任度越高。 

2．社长人品对社员信任有比较大的影响。从模型的结果来看，社长人品变量在 l％的水平上显著， 

标准化回归系数为第三大。这表明，社长人品对社员信任影响也较大。也就是说，在其它条件不变 

的情况下，社长的人品越好，社员对其信任度越高。 

3．社长声誉对社员信任影响不明显。从模型结果来看，社长声誉变量的统计检验不显著。这与 

前面的假设不一致，有待于将来进一步研究。 

4．社长与社员的关系对社员4-~4~影响最大。从模型结果来看，社长与社员的关系变量在 l％的水 

平上显著，标准化回归系数最大。这表明，社长与社员的关系对社员信任影响最大。也就是说，在 

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社长与社员关系越密切，社员对其信任度越高。 

5．社长对社员的关心对社员信任有点影响。从模型结果来看，社长对社员的关心变量在 1％的水 

平上显著，标准化回归系数虽然比较小，但表明社长对社员的关心也会对社员信任有一定的影响。 

也就是说，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社长越关心社员利益，社员对其信任度越高。 

六、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浙江省部分合作社社员为例，分析了影响社员对社长信任的因素。研究结果表明，社长 

与社员关系的紧密程度对信任影响最大，其次是社长能力的大小、社长人品的好坏以及社长对社员 

的关心程度。社长与社员的关系主要体现为亲戚、朋友和熟人关系，其中，朋友关系是决定社长与 

社员关系的最重要因素；社长能力主要体现为社长文化程度、社会关系网络和经营管理能力，其中， 

经营管理能力是最能体现社长能力的指标；社长人品主要体现为责任心、言行一致和秉公办事，其 

中，言行一致和秉公办事是体现社长人品最重要的两个指标；社长对社员的关心主要体现为社长关 

心社员利益和听取社员意见，其中，听取社员意见是体现社长对社员关心的最重要指标。 

因此，在合作社发展过程中，对于社长来说，要提高社员对自己的信任度，除了要与社员建立 

密切的关系外，还要不断提高自己的经营管理能力，带领社员把合作社办好，要秉公办事和富有责 

任心，同时还要更多地关心社员的利益，在办社过程中应当扩大民主，广泛听取社员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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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讯 · 

本社 《中国农村经济》(月刊)和 《中国农村观察》(双月刊)2007年合订本即将出版。2007 

年 《中国农村经济》合订本定价 120元；《中国农村观察》合订本定价70元。本社清库 1998年以后 

出版的 《中国农村经济》和 《中国农村观察 合订本。 

现决定同2007年合订本打包降价出售，1998年至2007年十年的 《中国农村经济》和 《中国农 

村观察》合订本，定价 1000元 (含邮费与包装费)。 

有意购买者请速与本社联系，联系电话：010—85195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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