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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时代的供销社是主要服务于农村的商业设施，在一定程度上承担起农村物流中转

站的功能，完善之前积累下来的以流通骨干企业为支撑、县城为枢纽、乡镇为重

点、村级为终端的三级县域流通网络，其核心作用在于构建农村和城市之间的双向

流通通道，让农产品走出去，让农资、日用消费品等引进来。 

⚫ 2020年全国供销合作社系统实现销售总额 5.3万亿元，同比增长 14.2%。其中，农

副产品类占比 42%；农业生产资料类占比 16%；消费品类占比 34%；再生资源类

占比 5%。2021 年，供销系统销售总额再攀新高，达 6.26 万亿元，同比增加

18.9%。截至 2020年年末，全系统有县及县以上供销合作社机关 2789个。供销社

系统为非盈利单位，对政府补助依赖度较大。从经费来源看，2020 年财政全额拨

款的 2517个，占 90.2%。 

⚫ 供销社对农村的影响可体现在诸多方面：（1）切入农资销售，降低农民种地成本。

种子、化肥、农药、农膜、农用机械租赁在内的农资费用占三大粮食总种植成本的

40%。2020 年以来，以化肥为代表的农资价格大幅上涨，压缩了农民的种植利

润。供销社可以切入农资销售领域，进行公益性农资销售，在保证农资产品质量的

基础上，降低农民的种地成本，增加农民收入。 

⚫ （2）产销对接，帮助农产品走出去。重启供销系统，推广“农社对接”“农超对

接”“农校对接”等直供直销模式，农民生产的农产品直供供销社，供销社再以相

对合理的价格卖给消费者，这样可以减去大量的中间环节，降低流通成本，平抑农

产品价格。此外，供销社可以通过直播带货等形式，打造地标农产品，树立农产品

品牌，利用数字商务振兴农业，从而提高农产品销售。 

⚫ （3）推进农村传统物流与冷链物流共发展。传统物流方面，加快农村物流快递网

点布局，实施“快递进村”工程，鼓励发展“多站合一”的乡镇客货邮综合服务

站、“一点多能”的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点。探索建设“蜂巢”自提、班车运

输、建设村级合作网点等多元模式，大力发展农村物流，推动县、乡、村三级物流

信息的高效整合和优化配置，切实解决工业品下行和农产品上行在物流方面的难

题。 

⚫ 冷链物流方面，推动冷链物流服务网络向农村延伸，整县推进农产品产地仓储保鲜

冷链物流设施建设，促进合作联营、成网配套。2022年 2月，供销社总社编制印发

了《全国供销合作社“十四五”公共型农产品冷链物流发展专项规划》，明确，“十

四五”期间，全国供销合作社系统将建成 600 个县域产地农产品冷链物流中心、

100个农产品冷链物流枢纽基地、200个城市销地农产品冷链物流中心。 

风险提示 

⚫ 农产品价格波动风险、疫病风险、政策风险、行业竞争与产品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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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农业板块跑输大盘 0.3个百分点 

图 1：本周农业板块跑输大盘 0.3个百分点   图 2：本周种业板块上涨 11.1% 

 

 

 

数据来源：Wind、东方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东方证券研究所 

本周关注：供销社“再度翻红” 

新时代的供销社是主要服务于农村的商业设施，在一定程度上承担起农村物流中转站的功能，完

善之前积累下来的以流通骨干企业为支撑、县城为枢纽、乡镇为重点、村级为终端的三级县域流

通网络，其核心作用在于构建农村和城市之间的双向流通通道，让农产品走出去，让农资、日用

消费品等引进来。 

2020年全国供销合作社系统实现销售总额 5.3万亿元，同比增长 14.2%。其中，农副产品类销售

额 22205.3亿元，增长 19.5%，占比 42%；农业生产资料类销售额 8667.1亿元，增长 10.1%，

占比 16%；消费品类零售额 18234.5亿元，增长 14.8%，占比 34%；再生资源类销售额 2824亿

元，增长 21.8%，占比 5%。2021 年，供销系统销售总额再攀新高，达 6.26 万亿元，同比增加

18.9%。 

图 3：2021年供销系统销售总额 6.26万亿元，同比+18.9%  图 4：农副产品占比最大 

 

 

 

数据来源：中国供销合作网、东方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中国供销合作网、东方证券研究所 

截至 2020年年末，全系统有县及县以上供销合作社机关 2789个，其中，省（区、市）及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供销合作社 32个，省辖市（地、盟、州）供销合作社 344个，同比增加 4个，县（区、

市、旗）供销合作社 2412个，同比增加 23个，全系统有基层社 37652个，同比增加 5187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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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加快供销社的发展，2021年安排了 3000万元用于支持 60个基层社的改造项目，共改造薄弱

基层社 2892家，2022年将继续加大扶持，改造 2000家薄弱基层社，打造 1000家基层示范社。 

供销社系统为非盈利单位，对政府补助依赖度较大。从经费来源看，2020 年财政全额拨款的

2517 个，占 90.2%。其中，省社机关 30个，省辖市社机关 327个，县社机关 2159个。差额拨

款的 93个，占 3.3%，均为县社机关。财政定额补贴的 44个，占 1.6%，均为县社机关。实行自

收自支的 135个，占 4.8%，其中，省社机关 2个，省辖市社机关 17个，县社机关 116个。 

图 5：截至 2020年全系统有县及以上供销合作社机关 2789个  图 6：供销社对政府补助依赖度较大 

 

 

 

数据来源：中国供销合作网、东方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中国供销合作网、东方证券研究所 

供销社对农村的影响可体现在诸多方面： 

切入农资销售，降低农民种地成本。种子、化肥、农药、农膜、农用机械租赁在内的农资费用占

三大粮食总种植成本的40%。2020年以来，以化肥为代表的农资价格大幅上涨，压缩了农民的种

植利润。供销社可以切入农资销售领域，进行公益性农资销售，在保证农资产品质量的基础上，

降低农民的种地成本，增加农民收入。 

图 7：农资费用占三大粮食种植成本的 40%  图 8：供销系统农业生产资料类销售额 

 

 

 

数据来源：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东方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中国供销合作网、东方证券研究所 

产销对接，帮助农产品走出去。重启供销系统，推广“农社对接”“农超对接”“农校对接”等

直供直销模式，农民生产的农产品直供供销社，供销社再以相对合理的价格卖给消费者，这样可

以减去大量的中间环节，降低流通成本，平抑农产品价格。此外，供销社可以通过直播带货等形

式，打造地标农产品，树立农产品品牌，利用数字商务振兴农业，从而提高农产品销售。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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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供销社系统从农业生产者购进的农产品 16133.2 亿元，同比增长 20.3%；农产品类销售额

22205.3亿元，同比增长 19.5%。 

图 9：供销系统农产品购进额  图 10：供销系统农产品类销售额 

 

 

 

数据来源：中国供销合作网、东方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中国供销合作网、东方证券研究所 

推进农村传统物流与冷链物流共发展。传统物流方面，加快农村物流快递网点布局，实施“快递

进村”工程，鼓励发展“多站合一”的乡镇客货邮综合服务站、“一点多能”的村级寄递物流综

合服务点。探索建设“蜂巢”自提、班车运输、建设村级合作网点等多元模式，大力发展农村物

流，推动县、乡、村三级物流信息的高效整合和优化配置，切实解决工业品下行和农产品上行在

物流方面的难题。2020年供需合作社系统物流业营业额 116.3亿元，同比增长 70%。 

冷链物流方面，推动冷链物流服务网络向农村延伸，整县推进农产品产地仓储保鲜冷链物流设施

建设，促进合作联营、成网配套。2022年 2月，供销社总社编制印发了《全国供销合作社“十四

五”公共型农产品冷链物流发展专项规划》，明确，“十四五”期间，全国供销合作社系统将建

成 600 个县域产地农产品冷链物流中心、100 个农产品冷链物流枢纽基地、200 个城市销地农产

品冷链物流中心。 

风险提示 

农产品价格波动风险：农产品极易受到天气影响，若发生较大自然灾害，会影响销售情况、运输

情况和价格走势； 

疫病风险：畜禽类价格的阶段性波动易受到疫病等因素影响； 

政策风险：农业政策推进的进度和执行过程易受非政策本身的因素影响，造成效果不及预期，影

响行业变革速度和公司的经营情况； 

行业竞争与产品风险：公司产品（种子、疫苗等）的推广速度受到同行业其他竞争品的影响，可

能造成销售情况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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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投资评级的量化标准： 

看好：相对强于市场基准指数收益率 5%以上； 

中性：相对于市场基准指数收益率在-5%～+5%之间波动； 

看淡：相对于市场基准指数收益率在-5%以下。 

未评级：由于在报告发出之时该行业不在本公司研究覆盖范围内，分析师基于当时对该行业

的研究状况，未给予投资评级等相关信息。 

暂停评级：由于研究报告发布当时该行业的投资价值分析存在重大不确定性，缺乏足够的研

究依据支持分析师给出明确行业投资评级；分析师在上述情况下暂停对该行业给予投资评级

信息，投资者需要注意在此报告发布之前曾给予该行业的投资评级信息不再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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