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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点评（2022 年 11 月 09 日） 

市场无边联想，供销社低调助农 

近日，湖北日报“基层供销社恢复重建至 1373个”的新闻报道在

社会上引起广泛讨论。百度指数显示，近两周（10 月 23 日—11 月 8

日），全社会对于供销社的关注热度达到此前的 45倍。而这段时间里，

供销社除了发布一则招考通知之外，并未在官方渠道上出台围绕自身的

重大政策文件。供销社的低调和市场的热度形成鲜明反差。究其原因，

我们认为是部分评论文章为博眼球将“基层社重建工程”与“供销社消

失后重新回归”、“恢复计划经济体制”等字眼进行关联陈述，引发了舆

论的过度联想。事实上，供销社自 1950年成立以来就从未消失过，近

年来还持续深化综合改革以强调“为农服务”宗旨，与计划经济并无明

显关系，舆论热议的“基层社重建工程”在国内推开也有近 10年。展

望未来，随着乡村振兴上升至国家战略高度，供销社“为农服务”使命

将持续凸显，但同时也有重大挑战待其解决。 

图 1：“供销社”词条搜索指数 

 

资料来源：百度指数，招商银行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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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点评（2022 年 11 月 09 日） 

一、供销系统消失的只是“门市部”，商品流通体系并未退场，农

业农村领域影响力深远 

计划经济时代供销社曾是农村居民商品物资购销的唯一渠道，门市

部作为供销社与大众的主要触点也由此留下广泛记忆。后来随着市场准

入的放开，供销社门市部逐渐被更具经营活力的夫妻店、集贸市场和超

市所取代，大量的经营网点被出售或者是承包给个体经营。1992 年至

1998年，全国供销社基层网点以每年 10万个下降，从最初 100万个以

上缩减至 40多万个。这也就造成了“供销社消失”的假象。 

虽然门市部已经淡出，但是供销社建立的城乡流通体系仍被保留，

并且在农业农村领域发挥基础设施作用。通过自身长期积累的采购资源、

产品加工设施、运输仓储体系，供销社在全国范围发展起庞大的农资、

农产品、消费品、再生资源销售网络，2021 年全国供销系统实现销售

总额 6.26万亿元，四大品类销售占比（2020年）分别为 16%、42%、

34%、5%。此外，供销系统还提供大宗商品交易平台搭建、农批市场

运营租赁、物流仓储配送、土地托管流转以及农业技术支持等综合服务。 

相关数据也彰显供销系统在农业农村领域的影响力。例如，供销

系统在我国乡村社零总额的供应量中占比超过 10%，化肥供应量占全

社会使用总量的 70%，棉花采购量份额约 50%，再生资源回收总量占

比 50%，供销系统农批市场数量占全国比重 2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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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点评（2022 年 11 月 09 日） 

图 2：全国供销系统销售额 

 

资料来源：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招商银行研究院 

图 3：全国供销系统各品类销售结构（2020 年） 

 

资料来源：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招商银行研究院 

二、供销系统定位曾经出现摇摆，新一轮改革强调“为农服务”

宗旨，基层社重建可视为改革缩影 

供销社 1950年成立，直至 1978年之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执行农村

生产生活资料统购统销，为农村居民的日常生活提供基础保障。同时，

国家为了快速地建立完善的工业体系，也利用供销社将农村的资源销售

出去以“补贴城市”，客观上促进了城市和工业的发展。这一阶段供销

社在全国社会经济生活及为农服务领域方面的作用举足轻重。 

1978年-2015年期间，集体经济制度逐渐被市场经济制度取代，供

销社统购统销职能逐渐淡化并开始自我调整，产业布局延伸至非农领域

（如石油、汽车销售、房地产等），企业管理上重视市场化和自负盈亏。

这一阶段，在市场竞争以及业绩考核的压力下，供销系统“为农服务”

的工作主线受到干扰，例如系统内部分专业合作社的停止运营。尽管政

府已在 1995年出台《关于深化供销合作社改革的决定》，指示供销社应

“办成农民群众的合作经济组织”，但是实施效果受到各类条件所限制。 

2015 年至今，供销社持续深化综合改革，强调“为农服务”的根

本宗旨。2015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

革的决定》，明确指出将供销社打造成为服务农民生产生活的生力军和

综合平台。2020 年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作出重要指示“供销合作社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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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点评（2022 年 11 月 09 日） 

坚持从三农工作大局出发，牢记为农服务根本宗旨”。可以说，供销社

的长期目标已完全明确，未来将继续以“三农”做为工作主线。近期热

议的“基层社重建工程”也是本轮改革中的一项基础工作，新建的基层

社将致力于构建综合性、规模化、现代化、可持续的为农服务体系。 

三、乡村振兴战略凸显供销系统助农使命，农业生产支持、农产

品流通和金融服务等方面有望发挥更多作用 

近年来乡村振兴被提到国家战略高度，供销系统长期作为“三农”

工作的重要力量，既拥有庞大的资源网络也沉淀了深厚的经验，我们预

计其在未来将承担更多职责，尤其是在强化农业生产支持、补充农产品

流通短板、协调金融机构扩大农业支持等方面有望施展身手。 

1）农业生产支持。除了传统的农资供应保障以外，供销系统目前

也在发展土地托管/流转、配方施肥服务、统防统治服务、农机作业服

务等综合型农业生产服务。但是，目前我国农业生产依然大而不强，农

业的产业化、标准化、品牌化存在较大提升空间，这有望成为供销社未

来发力的方向。 

2）农产品流通。这一领域痛点多，例如“小农户”与“大市场”

对接机制不顺畅、冷链运输基础设施不足、基层机构数字化建设水平落

后等等。供销系统已经形成相对完备的大宗农产品流通体系，未来可以

倾斜更多资源用于建设小农产品的购销体系、升级冷链配套设施、打造

基层数字化系统等。目前，广西、重庆供销社已分别在冷链物流、电子

商务领域探索出有效模式。 

3）金融服务支持。由于农业领域大部分主体经营规模小、加工产

品附加值低、投资回收周期长、自然灾害风险较多等原因，农业企业长

期面临着融资难的困境。目前供销社正在多方位尝试突破。一是供销总

社积极对接人行、农发行以及各类金融机构，并对系统内有融资需求的

项目进行统计摸底，探索建立融资项目库以争取金融资源支持；二是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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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点评（2022 年 11 月 09 日） 

市供销社也通过参股或是合作的模式撬动金融支持。例如浙江省依托供

销社组建农合联执行机构，单一年度获取融资支持超过 100亿元，湖北

利川供销社开发出“香菇贷”产品促进当地特色产业发展。 

四、“为农服务”工作任重道远，供销系统内外挑战仍待解决 

从内部而言，供销系统的管理体制、运营机制和人才团队有待进

一步完善以释放出更强的经营活力。虽然供销系统的整体销售额庞大，

但是规模效应并不明显，长期以来供销系统的利润率始终在 1%左右徘

徊，低于社会商品流通行业的平均水平。这一现象与供销系统主心骨不

突出、资源网络未形成合力、人才队伍断层等因素有关。 

图 4：全国供销系统运行架构 

 

资料来源：《中国供销合作社年鉴（2020）》，招商银行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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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社有企业
（2.3万个/114万人）

供销集团
物资集团
物流公司

……

各级事业单位
（217个/1.4万人）

培训中心
科研院校

……

全国供销总社

省级供销社

市级供销社

县级供销社

行政指导

行政指导

行政指导

基层供销社
（3.8万个/70万人）

指导、监督

各类社团组织
（20万个/18.5万人）

农业产品协会
流通经纪协会
电子商务协会

……
棉花合作社
果蔬合作社
茶叶合作社

供销社机关单位
（2789个/5万人）

存在股权关系
或

纯粹指导关系

出资、管理

组织、领办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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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经营，上级社对下级社影响力度有限。同时，部分供销社机关还存在

着对农业指导工作不足、项目审批机制僵化的问题，影响了相关工作开

展的效率。 

2）当前社有企事业单位在产权上无直接联系（例如中国供销集团、

地方供销集团分别隶属于全国、地方供销社），整体呈现分散经营的局

面。因此供销系统可观的销售额背后，存在着系统内企业各自为战、缺

少合力、甚至内部竞争的问题。目前系统内企业平均销售额低于 1亿元。 

3）“三农”工作复杂，高端农产品培育、营销渠道建设、数字化系

统构建都需要高水平人才支持。但供销系统存在着人员老化严重，专业

水平欠缺的问题。在供销系统 200多万人的职工队伍中，具有大专及以

上学历的人员数量占比不足 25%。 

从外部环境而言，“三农”工作的开展涉及到政府和各层面多部门，

需要协调如发改委、城乡建设、农业农村、国土资源、财政、工商、

商贸、科技等多个部门。目前国内尚无明确的单一牵头部门也并未建立

联席会议等制度，且各行政部门一般是从自身职能出发来开展工作，在

这种背景下，供销社在开展“三农”工作时将面临着跨部门合作方面的

考验。 

（评论员：王海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