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公司具备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请务必阅读最后一页免责声明 证券研究报告 1 

 

 

 

 
宏观专题研究     

供销社体系发展的三大方向 
 

 2022 年 11 月 02 日 

 
10 月 17 日，湖北日报《湖北基层供销社恢复重建至 1373 个》的报道重新将供
销社系统带入大众视野。在计划经济年代曾经大放异彩的供销社，似乎重新焕发
了新生。如今的供销社有何不同？未来的供销社又将走向何方？ 

➢ 供销社从未消失，只是随着定位的变化起伏波动 

作为计划经济年代的产物，供销社诞生于社会主义改造时期。1950 年 7 月，中
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成立。在计划经济年代，供销社主导农村的商业流通渠道。 

随着行政管理与定位的转变，与商业部门“三合三分”。 

早期计划经济特色的底色，也使得供销社随着市场化的推进一度陷入低迷困境。
90 年代开始，随着计划经济年代农资专营权的失去，加之私营经济对农村商业
流通渠道的挤占，供销社系统亏损逐渐扩大。供销社系统也不得不进行市场化改
革，适应新的经济环境，并最终扭亏为盈。 

进入 21 世纪，供销社系统“为农服务”的价值逐渐凸显，国家层面日益支持供
销社系统服务乡村振兴。从 2006 年开始的“新网工程”到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
部署，均将供销社系统作为重要平台。 

褪去计划经济底色的供销社，在乡村振兴战略中重获新生。 

➢ 如今的供销社早已褪去计划经济底色，以市场化方式服务三农 

供销社不再是计划经济年代物资“统购统销”渠道，而是主要以市场化的方式服
务三农。 

2017 年政策文件中对供销社的职能表述第一条即“宣传贯彻党中央、国务院‘三
农’工作方针政策”。 

在市场化改革之后，县及县以上供销社以机关和事业单位为主，而供销社系统内
占比超过 9 成的基层社，大多是市场化经营的企业。 

正因如此，近年来加快发展供销社的重点也在恢复发展基层社。县及县以上供销
社（各层级供销社）数量保持稳定。 

业务范围方面，供销社利用自己的网络渠道优势，主要销售消费品、农产品和农
资。 

无论是网点数量，还是销售额，消费品、农产品和农资的销售都占主导。金融服
务、物流服务、生活服务等服务占比依旧很小，但近年来发展速度较快。 

➢ 展望未来，我们认为供销社发展有物流、电子商务和金融三大方向 

政策规划层面，发展流通服务网络一直是供销社发展的重点，2006 年开始，“新
网工程”上升为国家工程。新农村现代流通服务网络成为供销社建设重点。 

2017 年《中央编办关于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主要职责和内设机构调整等问题
的批复》中强调供销社发展的重点：“电子商务”、“金融合作”、“资产管理”。 

根据全国供销合作网的具体案例，我们认为未来供销社至少有三大方向。 

其一，物流层面，加快构建现代化的农村物流体系。 

其二，金融层面，成立合作平台为三农提供信用支持。 

其三，电子商务层面，构建城乡电子商务公共服务平台。 

我们或可以在上述三个方向寻找相应投资机会。 

 

➢ 风险提示：疫情发展超预期；地产政策效果不及预期；海外地缘政治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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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今年以来，多地报道供销社恢复建设取得明显成果，供销社体系重新进入市场

视野。 

供销社系统是如何发展演绎而来的，未来将何去何从？ 

本文重在梳理供销社的历史沿革，结合政策分析及近年发展案例分析，尝试为

市场理解供销社体系提供一些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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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供销社发展的起伏波动历程 

1.1 供销社的起源与国营商业的“三合三分” 

供销社是集体所有制合作经济组织，以农民社员为主体，负责城乡商贸流通。 

供销社的产品供给有两个方向，一是向农民提供生产资料和日化用品；二是从

农民手中收购农副产品，供给其他地区。 

供销社的收入来源主要包括农资销售、农副产品购销、消费品零售和再生资源

四大业务。 

供销社的发展历史大致是成立到快速发展，随后再经历波动。 

1950 年 7 月，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成立，负责统一领导和管理全国的供

销、生产、渔业、手工业、消费、信用合作社。这标志着全国性供销社系统正式成

立。 

在社会主义改造和计划经济时代背景下，1953 年 10 月开始，国家陆续对粮

食、油料、棉花“统购统销”。供销社有“统购统销”的专营权。在国家扶持下，

全国供销社快速发展。 

供销社定位几经变化，供销社与国营商业经历“三合三分”。 

1958 年、1970 年、1982 年三次与商业部合并，又在 1962 年、1975 年和

1995 年分别从商业部门里独立出来。 

1995 年 2 月，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再度恢复成为一个独立的机构直至今

日。 

1995 年 2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供销合作社改革的决定》，

明确了供销合作社的宗旨、性质、地位和作用，决定恢复成立“中华全国供销合作

总社”，并提出了支持供销合作社改革和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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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供销社与国营商业的“三合三分”  

 
资料来源：中国改革信息库、中国供销合作网，民生证券研究院 

 

1.2 1999—2006 年：市场化改革扭亏为盈 

随着市场化改革推进，供销社逐渐失去了“核心资产”——农资的专营权以

及，农村商业流通渠道专营权，供销社因此亏损日益严重。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市场体制改革的推进，价格形成机制逐渐市场化。农

产品与农资不再“统购统销”，供销合作社失去专营权。 

放开私营经济后，农村私营商店开始冲击、抢占之前供销社的经营渠道，供销

系统开始亏损。1992 年至 1999 年供销社累计亏损近 450 亿元。 

1999 年开始，国家层面推动供销合作社市场化改革解决亏损问题。 

1999 年，《国务院关于解决当前供销合作社几个突出问题的通知》正式出台，

供销合作社的工作重点转向了扭亏增盈。2000 年全系统扭亏为盈，当年系统汇总

实现利润 13.77 亿元。2001 年，情况进一步好转，汇总实现利润 16.39 亿元，

2002 年达到 28.6 亿元。 

供销社系统市场化改革主要措施有两个方面：社企分开，在供销社系统中引入

现代企业制度；以发展现代物流网络为核心，拓展供销社业务范围。 

核心内容包括“四项改造”，即以参与农业产业化经营改造基层社，以实行产

权多元化改造社有企业，以实现社企分开、开放办社改造联合社，以发展现代经营

方式改造经营网络。 

 

划分 时间 归纳

第一合 1958年
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服务部合并成
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商业部。后第二商业部与第一商业部
合并。

第一分 1962年
将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部分开包公。一
切制度均按集体所有制性质办。

第二合 1970年
再次决定将供销合作社同国营商业合并，由集体所有制改为
全民所有制；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与商业部、粮食部、中
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合并组建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部。

第二分 1975年
当年2月决定恢复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名称改为“中华人民
共和国供销合作总社”，作为中央政府的一个部门。

第三合 1982年
再次决定将供销合作社同国营商业合并，中华全国供销合作
总社第三次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部合并，但保留中华全国
供销合作总社的牌子。

第三分 1995年

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关于深化供销合作社改革
的决定》（中发〔1995〕5号），明确了供销合作社的宗旨
、性质、地位和作用，决定恢复成立“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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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999 年后供销社系统市场化改革的内容 

 
资料来源：中国供销合作网，民生证券研究院 

 

1.3 2006—2012 年：重点发展流通服务网络 

在供销社扭亏为赢解决了“生存”问题后，2006 年开始，中央层面推动支持

供销社系统重点发展流通服务网络。 

供销社面临流通设施亟需升级、系统网络不够健全等问题。市场化私营经济兴

起，取代了原有供销社在农村的商业流通渠道，然而市场化私营经济也带来了一系

列问题，例如假冒伪劣商品。 

2006 年开始中央出台文件支持“新网工程”。 

“新网工程”即建设新农村现代流通服务网络工程。2006 年 5 月，时任副总

理回良玉听取了供销合作总社领导关于供销合作社建设“新网工程”的汇报。随后

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国阅[2006]52 号”文件予以确认。后续多年中央一号文件均

予以强调。 

文件明确了“新网工程”建设的“四大网络”：建设农业生产资料现代经营服

务网络、农副产品市场购销网络、日用消费品现代经营网络、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网

络。 

2007 年开始中央财政设立“新网工程”专项资金。截至 2012 年底，中央财

政共投入专项资金 47.5 亿元。供销合作社系统“新网工程”建设在促进农村商品

流通、引导农民消费、增加农民就业等方面作用日益体现，成为地方政府“三农”

工作的重要抓手。 

借助流通合作网络，供销社成为各级政府积极扩大内需、强化“三农”工作的

重要平台。供销合作社网络在“农超对接”、各地“菜篮子”建设，包括在商务部

“万村千乡”、“双百”工程中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措施 具体内容 成果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社企分开：供销社和供销社下属企业

分开，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自负盈亏，

·引入社会资本，以实行产权多元化改

造社有企业

·120万名社有企业职工实现分流，骨干企业基本建立起现

代企业制度，大批企业成为农业产业化和现代流通网络的

龙头企业。

发展专业合作社 ·以参与农业产业化经营改造基层社

·全系统发展起2万多家专业合作社，吸收500多万户社

员；发展14万家综合服务社，占全国行政村总数的22％。

·2002年底时，基层社便结束了连续12年亏损的局面，向

好的方向发展。

搭建服务平台 ·开放办社改造联合

·各地联合社逐渐成为合作经济组织和农产品行业协会的

服务平台，全系统创办各类行业协会1.4万家，初步形成合

作经济组织协会、农产品流通经纪人协会、农产品行业协

会为主体的协会工作架构。

发展现代流通网络 ·发展现代经营方式改造经营网络

·全系统涌现出“新合作”、“中国农资”、“中国再生

”品牌，商务部实施的“万村千乡市场工程”，60%以上由

供销合作社的连锁经营网点承担。

·截至2006年底，全系统实现销售总额7489亿元，比1999

年增加了2971亿元，销售总额增长了66%；汇总实现利润

79.5亿元，比1999年增加了200多亿元。



宏观专题研究  

本公司具备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请务必阅读最后一页免责声明 证券研究报告 7 

 

 

 

 

1.4 2013 年至今，加速发展服务乡村振兴 

2013 年后，供销社定位更为突出“为农服务”，逐渐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抓

手。供销社系统获得大量政策文件关注与资金支持，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2013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要求继续办好供销合作社，发

挥其独特优势和重要作用。强调“供销合作社要坚持从“三农”工作大局出发，牢

记为农服务根本宗旨……加快成为服务农民生产生活的综合平台……努力为推进乡

村振兴贡献力量……”。 

2014 年和 2015 年，基层社网点同比分别增长 14.6%和 11.2%。2016 年，

供销社系统财政拨款增速高达 206.6%。 

2018 年，中央一号文件就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出全面部署，明确提出全

面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支持供销、邮政及各类企业把服务网点延伸到乡村，

健全农产品产销稳定衔接机制。 

2022 年 1 月，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第七届理事会第四次全体会议指出“全

国供销合作社系统坚持紧紧围绕服务，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刚刚结束的中共二十大上，中华供销社总社理事会主任梁惠玲当选中共中央

委员。 

图3：2013 年以来中央一号文件的相关描述 

 
资料来源：国务院、央视网等，民生证券研究院 

 

2 “非计划”时代下供销社发展定位 

2.1 职能上，重点服务三农导向 

1995 年至今，有两个文件描述了全国供销合作社总社的职能定位：《国务院

年度 相关描述

2021 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开展生产、供销、信用“三位一体”综合合作试点，健全服务农民生产生活综合平台。

2020
·有效开发农村市场，扩大电子商务进农村覆盖面，支持供销合作社、邮政快递企业等延伸乡村物流服务网络
·继续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提高为农服务能力

2019 继续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制定供销合作社条例

2018
全面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深入推进集体林权、水利设施产权等领域改革，做好农村综合改革、农村改革试验区
等工作

2017
·加强农民合作社规范化建设，积极发展生产、供销、信用“三位一体”综合合作
·支持供销、邮政、农机等系统发挥为农服务综合平台作用，促进传统农资流通网点向现代农资综合服务商转型
·继续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增强为农服务能力

2016
·加强商贸流通、供销、邮政等系统物流服务网络和设施建设与衔接，加快完善县乡村物流体系
·支持供销合作社创办领办农民合作社，引领农民参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分享产业链收益
·深入推进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提升为农服务能力

2015
全面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坚持为农服务方向，着力推进基层社改造，创新联合社治理机制，拓展为农服务领
域，
把供销合作社打造成全国性为“三农”提供综合服务的骨干力量

2014

·发挥供销合作社扎根农村、联系农民、点多面广的优势，积极稳妥开展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试点
·按照改造自我、服务农民的要求，创新组织体系和服务机制，努力把供销合作社打造成为农民生产生活服务的生力
军和综合平台
·支持供销合作社加强新农村现代流通网络和农产品批发市场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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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厅关于印发〈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组建方案〉的通知》（国办发〔1995〕

39 号）与《中央编办关于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主要职责和内设机构调整等问题

的批复》（中央编办复字〔2017〕101 号）。 

图4：全国供销合作社总社职能 

 
资料来源：中国供销合作网，民生证券研究院 

 

对比职能表述，我们不难发现如今供销社职能发生了三大转变。 

其一，顶层设计上更突出服务“三农”工作方针。2017 年版文件第一条职责

就明确指出“宣传贯彻党中央、国务院‘三农’工作方针政策”。 

其二，服务上增加“公益性服务和其他服务”。在各级供销商的职能方面指出

“承担政府委托的公益性服务和其他服务”。 

其三、具体落实上指明了“电子商务”、“金融合作”、“资产管理”三大方

向。2017 版职责规划了供销社的未来发展大方向“支持供销合作社发展电子商务

和开展农村合作金融服务”。2017 版职责增添了一条“指导社有资产运营，确保

社有企业为农服务方向，履行社有资产监管职责，落实社有资产保值增值和安全责

任”。 

 

2.2 组织上，重点发展基层社 

根据机构性质划分，全国供销社系统可分为两类，县及以上供销社（各层级供

销社），基层社。 

县及以上供销社（各层级供销社）占比近 1 成，近年来数量保持稳定。它们主

1995版职责 2017版职责

(一)负责研究制订全国供销合作社的发展战略和发展

规划，指导全国供销合作社的发展和改革。

（一）宣传贯彻党中央、国务院“三农”工作方针

政策，指导全国供销合作事业发展。

(二)按照政府授权对重要农业生产资料、农副产品经

营进行组织、协调、管理。

（二）负责研究制定全国供销合作社的发展战略和

发展规划，指导服务全系统改革发展。

(三)维护各级供销合作社的合法权益。

（三）根据授权对重要农业生产资料、农副产品经

营进行组织、协调和管理，指导各级供销合作社承

担政府委托的公益性服务和其他任务。

(四)协调同有关部门的关系，指导全国供销合作社的

业务活动，促进城乡物资交流。

（四）推进供销合作社法治建设，研究提出促进农

村经济社会和行业发展的政策法规建议，维护各级

供销合作社的合法权益。

(五)宣传贯彻党中央、国务院有关农村经济工作的方

针、政策。

（五）协调同有关部门的关系，指导全国供销合作

社业务活动，支持供销合作社发展电子商务和开展

农村合作金融服务，领办创办农民专业合作社，更

好履行为农服务职责。

(六)代表中国合作社参与国际合作社联盟的各项活动

。

（六）指导社有资产运营，确保社有企业为农服务

方向，履行社有资产监管职责，落实社有资产保值

增值和安全责任。

(七)承办党中央、国务院交办的其他事项。
（七）代表中国合作社参与国际合作社联盟以及相

关国际组织的事务。

（八）承办党中央、国务院交办的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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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政府部门与事业单位，经费主要来自财政拨款。 

全国供销社系统上设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由国务院领导，属于正部级单位，

实行理事会主任负责制。 

2019 年，总社下设 32 个省社、340 个市社、2389 个县社，32465 个基

层社；2020 年，总社下设 32 个省社、344 个市社、2412 个县社，37652 个基

层社。 

结合近几年的数据来看，各层级供销社数量则基本稳定，基层社数量呈明显增

长趋势。 

2020 年当年，基层社数量增长 16%。 

2020 年，各层级供销社经费主要来自财政拨款。财政全额拨款的 2517 个，

占 90.2%；差额拨款的 93 个，占 3.3%；财政定额补贴的 44 个，占 1.6%；实行

自收自支的 135 个，占 4.8%。 

基层社占比超过 9 成，近年来数量呈明显增长趋势。它们主要是企业，集体

企业占比约 2/3。 

2020 年公报未发布基层社具体企业结构。根据 2019 年公报，截止 2019 年

末，全系统有基层社 32465 个，较上年增加 673 个。其中：集体企业 20503 个，

有限责任公司 3753 个，股份有限公司 764 个，股份合作公司 1395 个，农民合作

社 3317 个，其他 2733 个。 

就业方面，供销社系统就业人口接近两百万，其中县及县以上供销社（各层级

供销社）占主导，基层社就业人数较少。 

2020 年末全系统共有职工 326 万人，其中，实际从业人员 208.1 万人。各

级联合社机关 4.8万人，企业 114.1万人，事业单位 1.4万人，基层社 69.4万人，

社团组织 18.5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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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供销社系统组织架构  

 

资料来源：中国供销合作网，民生证券研究院 

 

2.3 业务范围上，消费品、农产品和农资为核心 

供销社系统主要经营生活消费品、农产品与农资，2020 年三者销售占比分别

为 34%、42%和 16%。 

2020 年，全系统实现销售总额 5.3 万亿元，同比增长 14.2%。其中：农业生

产资料类销售额 8667.1 亿元，增长 10.1%，农产品类销售额 22205.3 亿元，增

长 19.5%，消费品类零售额 18234.5 亿元，增长 14.8%，再生资源类销售额 2824

亿元，增长 21.8%。 

近年来，供销社系统销售额的增长主要来自农产品与日用消费品。对比 2013

年、2019 年和 2020 年的供销社全系统销售情况，农业生产资料占比变化不大，

主要农副产品、日用消费品的占比扩大。 

金融服务、生活服务、物流服务等服务销售占比虽小但增速较快。2020 年，

全系统金融服务营业额 987.6 亿元，同比增长 39.5%；居民生活服务业营业额 350

亿元，同比增长 105.2%；物流业营业额 116.3 亿元，同比增长 70%。 

 

 

 

基层社

县（区、市、旗）供销合
作社

省辖市（地、盟、州）供
销合作社

省（区、市）供销合作社

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

32个

344个

2412个

37652个

财政全额拨款30个
自收自支2个

财政全额拨款327个
自收自支17个

财政全额拨款2159个
差额拨款39个

财政定额补贴的44个
自收自支116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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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供销系统各类商品销售比重 

 
资料来源：中国供销合作网，民生证券研究院 

 

图7：基层供销社各类销售网点占比 

 
资料来源：中国供销合作网，民生证券研究院 

 

3 供销社发展的三大方向：物流、电子商务和金融 

政策规划层面，发展流通服务网络一直是供销社发展的重点，2006 年开始“新

网工程”上升为国家工程。 

2017 年《中央编办关于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主要职责和内设机构调整等问

题的批复》中强调供销社发展的重点：“电子商务”、“金融合作”、“资产管理”。 

“支持供销合作社发展电子商务和开展农村合作金融服务”。“指导社有资产

运营，确保社有企业为农服务方向，履行社有资产监管职责，落实社有资产保值增

值和安全责任”。 

结合全国供销合作网的具体案例，我们认为未来供销社未来至少有三大方向。 

其一，物流层面，加快构建现代化的农村物流体系。 

物流网络建设一直以来都是供销社体系发展的重点。以广西为例，广西区社按

照“1 个县级冷链物流集配中心+N 个产地保鲜仓（地头冷库）+N 个移动冷库”

模式，引导冷链物流经营主体在每个县（市、区）至少建设 1 个具备加工、质检、

项目 2013 2019 2020

农业生产资料类 20.74% 17.11% 16.35%

日用消费品类 28.77% 34.53% 34.40%

再生资源类 0.07% 0.05% 0.05%

主要农副产品 19.59% 30.97% 41.90%

其他 30.83% 17.34% 7.30%

项目 2013 2019

日用消费品网点 50.32% 50.00%

农业生产资料网点 33.88% 34.45%

农副产品收购网点 15.80% 7.62%

再生资源回收网点 0.00% 7.93%

其他网点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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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级、包装、冷储、冷运等功能的县级冷链物流集配中心，打造衔接县乡村、兼顾

淡旺季的公共型基础冷链物流体系。大力推广“气调包装+冷藏”等冷链保鲜技术

模式，推动冷链配送服务网络向乡镇、农村下沉，打通高品质生鲜消费品下乡进村

通道。以冷链物流为代表的现代化物流或是未来供销社发展的发力点。 

其二，金融层面，基层社成立合作平台为三农提供信用支持。 

2006 年习近平同志在浙江提出建立供销合作、信用合作、农民专业合作的“三

位一体”农村新型合作体系的构想。2017 年和 2021 年，中央一号文件均提出发

展生产、供销、信用“三位一体”综合合作。信用合作是其中重要一环。 

浙江省温州市社成立了全国供销合作社系统内首家农信担保公司，该公司建

立收益共享机制，在基层社建立办事处，赋予代办点金融支农功能，从“供销贷”

收取的小额担保费中，返还 50%至基层社，缓解基层社发展的资金困难。该公司

还推出了“政银担”金融支农合作模式，最显著的特色就是发挥了财政资金“四两

拨千斤”的功效，首期注入省、试点地财政风险补偿金 400 万元，建立政府、省

市担保公司和合作银行四方共担的增信分险机制，地方政府通过“风险共担、财政

补助”联合金融机构，对“政银担”业务实行优惠利率，让农民的融资成本比以前

下降了近 40%，形成了省、市、县高效联动的三级协同支农生态圈，撬动更多金

融资本下沉乡村。这种模式可能得到更大范围的推广。 

其三，电子商务层面，构建城乡电子商务公共服务平台。 

重庆市社牵头建设的市级农村电商综合服务平台“村村旺”上线三周年，通过

社区拼团、企业团购、电商代运营、直播带货等多种营销方式，联结 1800 家企业

用户、7 万多个人用户及 20 多家机关、企事业单位、金融机构，“购正宗农特产

品，上村村旺平台”的态势已逐步形成。构建具有地方特色的电商平台或是未来各

地供销社的工作重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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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风险提示 

1）疫情发展超预期。新增确诊人数出现大幅度的波动，可能超出我们预期。 

2）地产政策效果不及预期。地产牵动上下游产业链与内需，地产政策效果受

多重因素影响，可能超出我们预期。 

2）海外地缘政治超预期。海外地缘冲突发展不确定，可能超出我们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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