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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专题研究     

新时代供销社系统对零售物流影响几何？ 
 

 2022 年 11 月 26 日 

 

供销社是农民集体所有制合作经济组织，通过向农民提供生产资料及日化用品，并从农民

处收购农副产品供给其他地区以实现城乡商贸流通。其围绕建立和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

系，为农业、农村、农民提供综合服务，全面推进乡村振兴。2021 年，供销社全系统销

售总额达 6.26 万亿元，同比增长 18.9%，其中农产品销售额为 27591 亿元，日用品销

售额为 14925 亿元，分别同比增长 24.3%与 17.1%。 

➢ 供销社伴随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而不断发展，通过搭建庞大体系打造农业全产业链。

①发展历程：1949-1957 年，供销社应运而生，步入黄金发展期。中国计划经济背景下，

供销合作社在全国得到迅速发展，形成上下连接、纵横交错的全国性流通网络。1958-1995

年，供销社分别经历三次分开、三次合并，陷入曲折发展期。从 1996 年至今，供销社持

续转型升级，在改革初期形成总体思路，全系统于 2000 年实现扭亏为盈。在改革过渡期

间，供销合作社加快建设“新农村现代流通服务网络工程”，2011 年初步建成覆盖县、乡、

村三级的经营服务网络，逐渐步入深化改革期。2022 年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第七届理

事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强调，全系统必须始终坚持为农服务根本宗旨，立足流通服务主责主

业，稳中求进推进综合改革。②组织架构：纵向看，全国供销社体系自上而下主要由中华

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省社、省辖市社、县社及基层社组成。截至 2020 年底，总社下设省

社 32 个、省辖市社 344 个、县社 2412 个及基层社 37652 个。横向看，各级供销社组织

架构与总社类似。其中，总社理事会内设机构 14 个，监事会内设机构 1 个，下辖 15 个

直属事业单位、15 家主管社团和中国供销集团。 

➢ 供销社：线下补充零售渠道，线上发展电子商务。①线下：补充现有零售物流渠道，

打通城乡“最后一公里”。供销合作社经营网点广布，线下资源丰富，立足公益属性，助

力乡村振兴。全国供销总社销售总额持续增长，畅通农产品上行与日用品下行的双向通道。

我国生鲜电商行业仍将延续多种商业模式并存的格局，供销社推进冷链物流与数字化建

设，具备为农服务网络优势、社有企业主体优势与存量社有资产等发展冷链物流三大优势。

依托供销合作社冷链物流的冷链骨干网模式、产地冷链物流模式、区域冷链物流模式、集

散地冷链物流模式及新业态下的冷链物流模式，随着供销社在冷链物流的发展创新，与农

产品流通新业态探索与融合发展，助力建设农产品集团的区域物流节点和冷链物流中心。

②线上：供销社立足现有网络基础，实现线上线下融合发展。供销合作社发展电子商务的

路径是以线下为基础发展线上，实现线上线下融合。供销社立足于区域立体网络基础，从

区域市场寻求差异化竞争优势，推进线下实体网络资源融合对接线上平台。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脱贫地区农副产品网络销售平台“832 平台”上线以来，截至 2022 年 10 月 31

日，“832 平台”累计入驻供应商 1.7 万家，在售商品 22.4 万款，注册采购单位超 61 万

家，累计销售额突破 300 亿元，助推 832 个脱贫县的近 300 万农户巩固脱贫成果。各地

的供销社呈现不同发展形式。其中，江西供销社通过自建、自营数字信息化平台，着力布

局“新仓储式超市+新农贸市场+新零售模式”为一体的商业新格局。而处于城市社区的

供销社经营职能主要为了满足居民日常的商品和服务需求，以北京的便民服务中心为例，

其产品种类较为丰富，超市的生鲜货品由供销系统统一配送，实现了“全方位+一站式”

便民服务进社区。 

➢ 未来供销社有绿色、金融、物流与电商四大发展方向。其中，绿色指推动再生资源回

收业务的高质量发展，金融指为农村合作社的融资提供桥梁与纽带作用，物流方面，逐渐

增强农村物流与冷链运输的能力，电商将对线下渠道起到补充的作用。我们认为，未来的

供销社将成长为补齐农村短板，做好保障作用的“打通最后一公里”的“综合服务中心”。 

➢ 风险提示：疫情反复的风险，各地供销社发展不均衡，政策变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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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供销社的概况 

供销社是农民集体所有制合作经济组织，通过向农民提供生产资料及日化用

品，并从农民处收购农副产品供给其他地区以实现城乡商贸流通。其在我国已有近

百年的历史，主要围绕建立和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为农业、农村、农民提供

综合服务，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2021 年，供销社全系统销售总额达 6.26 万亿

元，同比增长 18.9%，其中农产品销售额为 27591 亿元，日用品销售额为 14925

亿元，分别同比增长 24.3%、7.1%。 

1.1 供销社的发展历程：随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而不断发展 

1949-1957 年，供销社应运而生，步入黄金发展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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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信用、生产、渔

业和手工业合作社，之后于 1954 年更名为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并建立了全国

统一的供销合作社系统。当时正处于中国计划经济背景下，国家对经济活动实行行

政指令的直接管理，供销合作社在全国得到迅速发展，形成上下连接、纵横交错的

全国性流通网络。 

1958-1995 年，供销社历经分合曲折发展。1958 年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

与国营商业首次合并，之后于 1962 年独立；1970 年第二次合并，之后于 1975

年再次分开；1982 年全国供销总社第三次与商业部合并，但保留总社牌子，设立

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理事会，并保留省以下供销合作社的独立组织系统。之后，

供销社先后进行恢复“三性“（即群众性、民主性、灵活性）、”五突破“（劳动制度、

农民入股、经营范围、内部分配、价格管理）、”六个发展“（发展系列化服务、横

向联合、农副产品加工、多种经营方式、农村商业网点、科技教育）三个阶段性改

革。进入 90 年代，二者于 1995 年第三次分开，恢复成立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 

从 1996 年至今，供销社持续转型升级，由扭亏为盈逐渐步入深化改革期。①

在改革初期，1998 年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组织大规模调查研究形成改革总体思路，

1999 年将工作重点转向扭亏增盈，并于 2000 年实现全系统扭亏为盈。②改革过

渡期间，2005 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全国供销

合作总社围绕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做贡献，提出加快建设“新农村现代流通服务

网络工程”（简称“新网工程”）。在“新网工程”的强力推进下，供销合作社业务得到

恢复和加强，并于 2011 年初步建成覆盖县、乡、村三级的经营服务网络。③深化

改革期，2018 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支持供销、邮政及各类企业把服务网点延

伸到乡村；2021 年中央一号文件聚焦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开展生产、供销、信用“三位一体”综合合作试点；2022 年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

第七届理事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强调，全系统必须始终坚持为农服务根本宗旨，立足

流通服务主责主业，稳中求进推进综合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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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供销社发展历程图 

 

资料来源：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官网，民生证券研究院整理 

 

1.2 供销社系统的组织架构: 庞大体系打造农业全产业链 

全国供销社系统以基层社为主，体系庞大而复杂。①纵向看，全国供销社体

系自上而下主要由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简称“总社”）、省社、省辖市社、

县社及基层社组成。其中，总社是全国供销合作社的联合组织，由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务院领导，省及省以下各级供销社由地方各级人民政府领导。截至2020年

底，总社下设省社32个、省辖市社344个、县社2412个及基层社37652个。②横

向看，各级供销社组织架构与总社类似。其中，总社理事会内设机构14个，监事

会内设机构1个，下辖15个直属事业单位、15家主管社团和中国供销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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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供销社组织架构 

 

资料来源：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官网，民生证券研究院整理 

注：数据统计截至 2020 年底；省（区、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供销合作社简称为“省社”，省辖市（地、盟、州）供销合作社简称为“省辖市社”，县（区、

市、旗）供销合作社简称为“县社”。 

 

中国供销集团重点发力五大领域，致力于打造农业全产业链服务体系。中国

供销集团是总社全资企业，重点围绕农业生产端、城乡居民消费端、再生资源回

收加工、电子商务、金融服务五大领域发力。①在农业生产端，中国供销集团构

建包括耕、种、管、收、烘、储、加工等全链条服务体系，重点聚焦于化肥、农

药、棉花、粮食的大宗贸易及农产品加工与销售、农业全程社会化服务业务；②

在城乡居民消费端，构建农产品、日用消费品批发、零售、冷链物流体系，打造

为城乡居民生活服务的销售服务网络，重点聚焦连锁超市、人防智慧商业、邻里

中心、农产品批发市场、冷链物流设施的建设与运营；③在再生资源回收加工领

域，参与美丽乡村建设，打造再生资源回收网络体系，重点聚焦危险废弃物综合

处置、电子废弃物拆解、废钢购销、城乡环卫一体化及乡村环境治理业务；④在

电子商务领域，以棉花等重要农产品大宗交易和农产品上行业务为重点，打造电

子商务交易平台，实现线上线下融合发展；⑤在金融服务领域，重点聚焦股权投

资及供应链金融业务，助力集团实现产融结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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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中国供销集团有限公司核心业务及相关下属公司 

 

资料来源：中国供销集团官网，各下属公司官网，民生证券研究院整理 

 

 

 

 

 

 

业务分类 相关公司 具体介绍

农资 中国农业生产资料集团公司

国内最大的农资流通企业，核心主业包括化肥、农药、石油、现代农业服务业务等，是国家化肥、农药救灾储备和

化肥淡季储备的主要承担单位。在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建有1个万吨级码头、9条铁路专用线、800个农资配送中

心、2000家农药标准店和5000个农民专业合作社，辐射地域达1200多个农业主产县。

中华棉花集团有限公司

中华棉花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1993年，是目前国内最大的棉花流通企业，棉花行业首家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

业，棉花年经营量达百万吨以上，经营规模已跨入全球同行前列。公司现有国产棉、进口棉、供应链、平台及综合

五大业务板块，主营业务是以棉花（籽棉、皮棉）、棉副产品（棉籽、短绒）为主要品种的加工、物流和贸易，经

营品种现已逐步扩展至棉纱、PTA等相关纺织产品或原料，经营业态逐步扩展至生产种植服务、供应链（金融）服

务、平台增值服务及衍生品组合交易等。

北京全国棉花交易市场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立足于“棉花供应链综合服务平台”的发展战略定位，全力打造交易、监管物流、资金、数据信息等四大服务

板块，并相应建成覆盖全国的客户服务网络和体系、棉花第三方监管网络和体系、业务运营和风险防控体系以及技

术支撑体系等四大业务保障体系。自1999年至今，国家通过交易市场交易平台采购和投放政策性棉花4400多万

吨，开创了我国储备物资由计划分配转向利用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先河。目前，交易市场交易商总数超过5000家，

拥有覆盖全国主要棉花产销区和物流集散地的合作仓库100多家，为涉棉企业、合作银行等提供规范的棉花监管服务

3500多万吨，联合合作银行累计为交易商提供直接融资1000多亿元，涉及1000多家涉棉企业。

再生资源 中国再生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中再生公司在循环经济理念引领下，致力于打造专业化、产业化、规模化的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体系，构筑起完备的

废钢铁、废家电、废有色金属、废纸、再生塑料等再生资源品种的回收加工利用业务链条。公司拥有二级出资企业

49家，包括1家主板上市公司——中再资环（股票代码600217），1家新三板上市公司——森泰环保（股票代码

832774）。2020年，中再生公司回收各类再生资源2000万吨，全年营业额超过300亿元，创利税近30亿元，系统

内在职员工近12万人。

日用消费品 新合作商贸连锁集团有限公司

总社“新网工程”日用消费品网络建设的龙头企业，以“为农服务”为宗旨，坚持“走向农村，贴近生活，服务农

民”的发展方向，已建立起涵盖购物中心、大卖场、标准超市、便利店、专业店、农家店等多种业态的连锁经营网络

。公司抓住全国一二线城市提升城市品位、整治老旧菜市场的机遇，以“连接城乡、服务邻里”为经营理念，与地

方政府和社会优质企业开展合作，建设智慧社区服务综合体，打造农产品进城网络。

电子商务 中国供销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依托“供销e家”全国平台资源、技术、服务等综合优势，提供交易服务、农村金融、数据开发等业务支持，努力构

建以县域为基础、全国互联互通的供销合作社农村电商服务体系。其建设和运营脱贫地区农副产品网络销售平台(即

“832平台”)集“交易、服务、监管”于一体，截至2021年10月，“832平台”实现入驻供应商超1.3万家，上架

商品超22万款，注册预算采购单位超50万家，累计交易额突破150亿元。

农产品批发 中国供销农产品批发市场控股有限公司

农产品流通领域的国家级龙头企业，有效服务“三农”、搞活农产品流通、适应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农产品批发

市场开发建设和管理运营，包括建设农产品批发市场实体网络体系、农产品流通供应链管理体系、农产品流通大数

据管理体系，最终打造现代化农产品大宗交易公共服务平台。

冷链物流 中国供销冷链物流有限公司

集冷链物流平台、特色产业经营及供应链服务为一体的综合性服务商，其将紧紧围绕“仓储物流+特色产业经营+供

应链服务+增值服务”的商业模式，以“运营总部+主销区冷链物流园+主产区小型冷库和集配中心”配送体系为依

托，为上下游客户提供多样化、多层次的仓储物流、商品贸易和供应链管理等综合服务。

粮食收储 中国供销粮油有限公司

成立于1993年，是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出资设立的中国供销集团旗下的全资子公司。公司主营业务为政策性粮食

收储业务、市场化粮食收购以及交易业务，致力于成为卓越的粮食产业链集成服务商。在吉林、黑龙江、湖北、河

南、河北等地建有多个粮食收储基地，在华东、华南、中西部以及山东、江西、新疆等农业主产区和贸易集散地建

有多家全资、控股公司和分支机构，客户遍及海内外。

供销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公司稳步开展存贷款、支付结算、票据承兑与贴现等传统业务，为企业设计搭建资金池、提供高效便捷的金融服

务，配合中国供销集团做好专项资金专户管理，持续加强全面风险管理，累计为出资企业提供贷款、贴现等各类资

金支持合计227亿元，提供资金结算服务6248亿元，连续五年评为总社“先进集体”。

新供销产业发展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为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引导金融资本、社会资本、财政资金进入供销合作社系统，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于

2017年发起设立新供销产业发展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搭建了推动供销合作社产业发展的投资平台。新供销产业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发挥产业基金和供应链金融专业优势，重点服务集团战略，通过投贷联动，促进产融结合，为中

国供销集团和供销合作社系统企业的发展提供金融支持，打造中国供销集团综合金融服务平台，助推中国供销集团

实现“实业+金融”双轮驱动，让产业链上下游共享发展成果，成为农村金融领域标杆。

棉花

金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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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中国供销集团的农业全产业链服务体系 

 

资料来源：中国供销集团官网，民生证券研究院 

 

中国供销集团在多个领域占据领先优势。中国供销集团在农资、棉花、再生资

源、日用消费品、农产品批发市场等领域皆具领先优势，在电子商务、冷链物流、

农产品加工、粮食收储与农村金融服务快速发展。未来，中国供销集团将继续聚焦

主业，坚持为农服务宗旨，致力成为三农领域重要领军企业和综合性、规模化、可

持续发展的大型企业集团，在农业社会化服务和农村现代流通体系发挥重要作用。 

图5：中国供销集团核心板块经营数据  

 
资料来源：中国供销集团官网，民生证券研究院 



行业专题研究/商贸零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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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2 供销社对零售物流的影响 

2.1 供销社：线下补充零售渠道，线上发展电子商务 

2.1.1 线下：补充现有零售物流渠道，打通城乡“最后一公里” 

1.供销合作社经营网点广布，线下资源丰富，立足公益属性，助力乡村振兴。 

全国供销总社销售总额持续增长，畅通农产品上行与日用品下行的双向通道。

据中国供销合作网的统计数据，2010-2021 年，全国供销总社销售总额持续增长。

在实施县域流通服务网络建设提升活动中，出台供销社参与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

设的实施方案，推进“供销系统农产品冷链物流体系建设工程” ，供销社基层经

营网点数量不断提升，从 2014 年的 24950 个增长至 2020 年的 37652 个，进一

步畅通农产品上行、日用品下行双向通道，推动综合改革不断深化。 

表1：供销社全系统销售情况 

年份 销售总额（亿元） 
农业生产资料类销

售总额（亿元） 
日用消费品类销售额

（亿元） 
再生资源类销售额

（亿元） 

2010 15637.0 2680.9 4265.9 924.7 

2011 20251.6 4886.0 5662.4 1321.0 

2012 25861.3 5892.5 7400.8 1784.6 

2013 32128.5 6664.6 9243.4 2201.7 

2014 37646.0 6941.0 11392.8 2299.1 

2015 43052.5 7274.4 13232.9 2369.1 

2016 47760.6 7986.7 15435.3 2664.6 

2017 54218.1 8831.8 17587.7 2711.0 

2018 58925.9 9191.9 19142.7 2989.3 

2019 46409.8 7872.0 15883.7 2318.6 

2020 53000.0 8667.1 18234.5 2824.0 

2021 62600.0 - - - 

资料来源：全国供销合作社系统统计公报，民生证券研究院整理 

 

图6：2014-2020 年我国各级供销社数量情况（个）  图7：2014-2020 年我国供销社连锁配送企业情况 

 

 

 

资料来源：中国供销总社官网，民生证券研究院  资料来源：中国供销总社官网，民生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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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供销社推进冷链物流与数字化建设，打通农村物流的“最后一公里”。 

我国生鲜电商行业仍将延续多种商业模式并存的格局。农产品电商的可持续

发展需要有高性价比的产品和高水平的冷链物流模式，为了满足消费者的农产品

新鲜度要求，电商平台面临竞争环境下的自营还是第三方冷链物流模式策略的选

择问题，如盒马鲜生的线上订单通过门店自营冷链物流完成配送，而每日优鲜则通

过第三方的京东物流进行配送。现阶段，生鲜电商行业处于多种商业模式共存的局

面，包括主要分布在一二线城市的前置仓、店仓一体化，满足下沉用户要求的社区

团购模式等，不同类型的商业模式可以满足不同消费群体的需求，多种商业模式并

存的格局仍将持续。 

表2：生鲜电商商业模式分类 
 O2O 平台模式 前置仓模式 到店+到家模式（店仓一体化） 社区团购模式 

模式简介 

平台与线下商超、零售店

与便利店等合作，为消费

者提供到家服务 

在离用户最近的地方布局

集仓储、分拣、配送于一

体的仓储点，缩短配送链

条，降低电商配送成本 

到店消费+线上购物+即时配送，提供线

上线下一体化消费体验 

团购平台提供产品供应链

物流及售后支持，团长负

责社群运营，用户在社区

自提商品 

布局城市 一二三线城市为主 一二线城市为主 一二线城市为主 二三四五线城市 

覆盖范围 1-3 公里 1-3 公里 1-3 公里 500 米-1 公里 

配送时长 1-2 小时 30 分钟-1 小时 30 分钟-1 小时 1-2 天 

代表企业 京东到家、美团闪购 每日优鲜、美团买菜 盒马鲜生、7 Fresh 兴盛优选、多多买菜 

资料来源：艾瑞咨询，民生证券研究院 

 

供销社在发展冷链物流方面具备为农服务的网络优势、社有企业主体优势与

存量社有资产优势。供销社在长期发展中，已初步建立起联合社主导的行业指导体

系和社有企业支撑的经营服务体系的双线运行机制，具备发展冷链物流的三大优

势。供销社全系统积极参加“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物流设施建设工程”，通过成立

专业化冷链物流企业、加大项目建设力度等方式，加快推进冷链物流基础设施建设。 

图8：供销社发展冷链物流的三大优势 

 

资料来源：《中国供销社冷链物流蓝皮书》，民生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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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供销合作社冷链物流的五种发展模式，打通农产品供应链“最后一公里”。

截至 2022 年上半年，供销合作社的冷链物流可总结为五种发展模式：冷链骨干网

模式、产地冷链物流模式、区域冷链物流模式、集散地冷链物流模式及新业态下的

冷链物流模式。随着供销社在冷链物流的发展创新，与农产品流通新业态探索融合

发展，助力建设农产品集团的区域物流节点和冷链物流中心。 

图9：供销社冷链物流的五种发展模式 

 

资料来源：《中国供销社冷链物流蓝皮书》，民生证券研究院 

①冷链物流骨干网模式：业务相互衔接+网络全省覆盖+数据互联互通 

以广东省供销社为例，其建设了“运营中心+冷链物流产地网、冷链物流销地

网+冷链物流资源整合平台、冷链运输配送平台、公共型智慧冷链物流信息服务平

台”为主要内容的农产品冷链物流基础设施骨干网。广东省社直属企业广东新供销

天业冷链集团公司与供销社为农经营服务体系相融合，融入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

大局，形成闭环运转的产供销体系，实现协同发展，构建覆盖全省特色优势农产品

主产区和主销区，从田间到餐桌的公共型农产品冷链物流基础设施骨干网，冷链骨

干网已在全省 19 市 42 县布局项目 44 个，主要服务农业主产区的特色优势农产

品，如汕头濠江、揭阳惠来和汕尾马宫的特色海产品，茂名的荔枝和龙眼，湛江的

菠萝和红橙，梅州的蜜柚和脐橙，韶关的生猪等。 

图10：广东省公共型冷链物流骨干网布局 

 

资料来源：《中国供销社冷链物流蓝皮书》，民生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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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产地冷链物流模式：布局产地农产品冷链物流中心，提供冷库仓储服务 

在农产品主产地，供销社积极布局县域产地农产品冷链物流中心，建设地头冷

库，为农户提供冷库仓储服务。以广西自治区供销社为例，其围绕当地特色优势产

业推动地头冷库建设，既起到冷藏保鲜的目的又解决了产销矛盾。一是解决了农产

品保鲜难的问题，调节农产品上市时间，提高经济效益；二是发挥辐射示范作用，

提供就业岗位，带动农业增收增效。 

③区域冷链物流模式：完善区域内销地冷链集配中心+冷链配送网点服务网络 

多地供销社已建成或者正在建设区域冷链物流体系，完善面向区域内销地冷

链集配中心、冷链配送网点的区域分拨服务网络，以及销地冷链集配中心面向大型

商超、农贸市场等冷链物流网络。如截至 2022 年 8 月，山西省临汾市供销合作社

设立 5 个县级分拣中心，依托 20 个重点仓储物流配送企业，共建设仓储仓库 103

个，建设冷库 25 个，运输车辆 267 辆，初步实现了农村生产生活物资“门到门”、

“点对点”的直供式服务，畅通了“工业品下乡，农产品进城”渠道。 

④集散地冷链物流模式：围绕节点城市与农产品交易中心，建设配送仓储体系 

在农产品重要集散地区，围绕节点城市和供销社的农产品交易市场，以此为牵

引建设冷链物流配送及仓储体系，建设农产品冷链物流枢纽基地。辽宁省供销社基

于此模式发展其冷链物流体系，一是立足生产环节，整合冷链基础资源；二是创新

冷链经营方式，通过自有冷链物流配送，缩短流通环节，完成“最后一公里”服务

功能。 

⑤新业态下的冷链物流模式：供销社创新与新业态探索融合发展 

随着农产品流通不断涌现新业态，各地供销社在冷链物流模式中也不断创新，

与新业态不断探索融合发展。例如，浙江社平湖市供销社构建智慧冷链物流体系，

打通农产品供应链最后一公里；浙江省金华市供销社推广“中央厨房+食材冷链配

送”等服务模式；河北省衡水市桃城区供销社与秦皇岛“新鲜到家”电子商务公司

合作，瞄准半成品菜这一新领域，集冷链物流与电子商务特色于一体，打造“中央

厨房”。 

 

3.我国供销社存在着经营效率低与盈利能力有限、各地发展步调不均衡等问题。 

  我国供销社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逐渐发展为网络遍及全国各地的网络体系。

但我国供销社在生产经营中还存在着以下几点问题。1）经营效率与盈利能力较低。

供销社主要覆盖传统商超没有触达的农村地区等，相较于传统商超，供销社体系对

于盈利能力的要求较低，对现有的商超体系的冲突有限，更多起到的是对现有市场

体系的补充与完善、保障与支持性的作用。 2）各地发展步调不一致。供销社经营

的商品种类有限，主要为农民生产与生活所需的资料，经营范围较为有限，而有些

地区还存在着交通不通畅、经营环境不良、服务效率低下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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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线上：供销社立足现有网络基础，实现线上线下融合发展 

立足线下网络，对接线上平台。供销合作社发展电子商务的路径是以线下为基

础发展线上，实现线上线下融合。供销社立足于区域立体网络基础，从区域市场寻

求差异化竞争优势，推进线下实体网络资源融合对接线上平台。依托于供销社遍布

城乡的基层社，构建网上交易、仓储物流和终端配送一体化经营的农村电商经营服

务体系，促进社有企业转型升级，努力提升农村现代流通水平和服务功能。只有发

展好区域电商，才能为“供销 e 家”打造全国“一张网”提供有力支撑，才能为供

销社电子商务持续发展提供坚实基础，走出一条具有供销社特色的电商发展之路。 

电商与物流协同发展，打通农产品与工业品通道。供销总社依托“供销 e 家”

电商平台，指导建设脱贫地区农副产品网络销售平台（“832 平台”），为政府采购

脱贫地区农夫产品提供线上交易服务；2021 年，全系统开展电子商务活动的企业

有 4570 家，农产品电子商务销售额达 2276.1 亿元，“832 平台”交易额达 115 亿

元，全系统进一步落实加快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的实施方案，整合邮政、快递企

业等各类资源，促进农村电商与快递物流协同发展，助力打通农产品出村进城和工

业品下乡通道。作为全国供销社的统一的综合性电商平台，“供销 e 家”发挥其一

网多用、双向流通、供销并举、综合运营的独特优势，既把日用消费品、农业生产

资料供应下去，又把农副产品、再生资源收购销售上来，实现了供给与需求的有机

对接，着力构建服务“三农”的综合性、可持续的农村电子商务交易服务平台。 

“832 平台”助推脱贫地区农副产品销售突破 300 亿元。“832 平台”是在财

政部、农业农村部、国家乡村振兴局、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四部门的指导下，由

中国供销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建设和运营的脱贫地区农副产品网络销售平台。根据

中国供销集团，自 2020 年 1 月 1 日 “832 平台”上线以来，截至 2022 年 10 月

31 日，累计入驻供应商 1.7 万家，在售商品 22.4 万款，注册采购单位超 61 万家，

累计销售额突破 300 亿元，助推 832 个脱贫县的近 300 万农户巩固脱贫成果。 

图11：“供销 e 家”互联网平台 

 
资料来源：供销 e 家官网，民生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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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销 e 家”作为全国性的电商平台，逐渐形成以县域为核心的全国互联的

农村电商生态。主要经营农资和农产品、生活用品等，系统开通了 PC 端和 APP

端，为农村电商提供强大的后台支持，实现了统一结算、统一数据、统一服务标准，

增强全国供销业务的服务能力与水平。重点围绕农产品、农业生产资料和日用消费

品、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等供销合作社传统经营业务，主要采用 B2B 大宗和批发交

易、B2C 零售交易、O2O 在线业务等交易方式，包括农产品商城、农资商城、日

用品商城、批发商城、再生资源在线回收、大宗交易中心与创新电子商务模式。 

农村电商物流仍存在基础设施不完善，技术水平低，耗资巨大等问题。农村电

商物流网点少，配送难度大，成本过高，因农村居民居住分散，各个收货点距离较

远，物流配送需要耗费更多的时间与精力。其次，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信

息化水平低的背景下，农村物流很难吸引人才。而供销社发展电商业务时区别于其

他的电商平台，需要面对专业人才储备不足、流通方式不熟悉以及潜在的资金缺口

问题，需要经历一段时间的磨合才可以在竞争中更具优势地位。 

 

2.2 供销社具体案例：各地供销社“多点开花”，发展各具

特色 

2.2.1 江西省供销社——“新仓储式超市+新农贸市场+新零售模式” 

仓储式会员店成为国内新零售领域的发展方向。位于江西南昌小蓝经开区泰

豪 VR 众创园区内的“江西供销·万花百合 VR 仓储超市”正式开业，通过自建、自

营数字信息化平台，着力布局“新仓储式超市+新农贸市场+新零售模式”为一体

的商业新格局。万花仓储超市可以让当地消费者实现一站式购物，拥有丰富的产品

种类，涵盖生鲜、粮油、日用品等生活全品类商品，以及 OEM 自有产品、上百种

品类的进口食品。超市以全省优质农产品产业为依托，以“互联网+大数据’”为载

体，以创新型的专业化和标准化服务为手段，打造的优质农产品新零售平台，可以

实现数据动态存储更新，采用“进销存一体”预警机制，动态掌握货品存量、单日

销售额、顾客偏好、顾客日常消费水平等。 

打造连锁仓储超市，供销模式推动乡村振兴。以“江西供销·万花百合”品牌

为引流，采取“合营+合伙人”模式布局全省市场，在全省范围打造类似泰豪店的

连锁仓储超市，搭建起“品牌自持、渠道自建、产品自有”的供销社仓储商店集群，

建设江西供销·万花百合数字化运营平台，致力成为江西优质农产品品牌运营商、

代言人和推广者，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贡献供销力量。在产品层面，由总部的商品

采购部统一采购，由货品供应商送货到配送中心，再配送到各门店补货；对于确定

采购的商品实施信息跟踪，变质或过期的商品坚决下柜；下属的全部连锁店统一店

招和装修风格，树立起“供销合作社”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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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江西供销·万花百合 VR 仓储超市 

 
资料来源：中华合作时报，民生证券研究院 

 

2.2.2 北京市便民服务中心：“全方位+一站式”便民服务进社区 

处于城市社区的供销社经营职能主要为了满足居民日常的商品和服务需求。

供销社主要的范围覆盖在广大农村地区，以县域及以下地区为主要的经营范围，但

是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也出现了供销社，其与主要经营在乡村的供销社的职能定

位不同，重点涉及“邻里中心”和“中央厨房”。其中，“邻里中心”指的是以社区

的居民作为主要的服务对象，以满足日常商品和服务需求为主要的目标，集多种业

态和功能于一体的社区便民商业中心。以北京的便民服务中心为例，其产品种类较

为丰富，超市的生鲜货品由供销系统统一配送。 

图13：北京市供销便民服务中心 

 

资料来源：中国供销合作网，民生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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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上海市供销社：企业化发展路线之下，打通城乡要素流通“最

后一公里” 

打造城乡综合服务站，发挥要素“最后一公里”流通作用。对于供销社而言，

利用现代互联网、物联网技术对于传统农贸商店进行升级改造，进一步打造“综合

服务站”，通过信息技术、资金、产品等多方面的要素流通，可以让生产生活全方

位地现代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①打通流通服务“最后一公里”。供销社

的重要作用为商品流通，除了将肥料、农药、农具等从城市向农村地区输送，更重

要的是把农村地区高品质的农产品向城市推介，实现城市与农村的“双向流通”；

②打通生活技术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服务站内专门配备肥料配方机和科技咨询

台，农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不同的配方肥料；③打通金融服务“最后一公

里”。农村居民与农业经营主体难以享受与城市同等的生活便捷和金融服务，造成

了城乡发展不平衡，综合服务站内设置一体式金融服务终端，并在农业贷款方面进

行业务创新，并为有农业保险或其他保险需求的农户提供便捷的保险咨询与服务。

④打通信息服务“最后一公里”。服务站内整合了各种信息服务，如供销社与上海

农村产权交易所合作将农村产权交易信息在站内大屏上滚动播放，帮助农业经营

主体寻找合作机会，在站内放置了“农民一点通”服务终端，普及支农惠农政策。 

图14：智能配肥机  图15：科技咨询台 

 

 

 
资料来源：上海供销合作网，民生证券研究院  资料来源：上海供销合作网，民生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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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供销社的未来发展趋势 

未来供销社有绿色、金融、物流与电商四大发展方向。其中，绿色指推动再生

资源回收业务的高质量发展，金融指为农村合作社的融资提供桥梁与纽带作用，物

流方面，逐渐增强农村物流与冷链运输的能力，电商将对线下渠道起到补充的作用。

我们认为，未来的供销社将成长为补齐农村短板，做好保障作用的“打通最后一公

里”的“综合服务中心”。 

3.1 绿色：深化供销社综合改革，推进再生资源业务的发展 

加快建立与健全绿色低碳经济发展体系，引导再生资源回收行业的良性发展。

在“碳达峰、碳中和”背景下，加快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持续改善环境质量、提升

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全面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成为重要发展方向，再生资源行业

迎来新的发展机遇。2021 年底，我国废钢铁、废有色金属、废塑料、废纸、废轮

胎、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报废机动车、废旧纺织品、废玻璃、废电池十个品种再生

资源回收总量约为 3.81 亿吨，同比增长 2.4%，我国十个品种再生资源回收总额

约为 1.37 万亿元，同比增长 35.1%，所有品种的再生资源的回收额呈现增长态势。 

持续深化供销社综合改革，加快推进再生资源业务高质量发展。再生资源回收

利用是供销社的传统主营业务，加快推进再生资源行业转型升级是供销社综合改

革的一项重要任务。到“十四五”末，全系统共发展标准规范的城乡回收网点 8 万

个，建设分拣技术先进、环保处理设施完备、劳动保护措施健全的绿色分拣中心

2000 个，综合利用园区（基地）300 个，年销售额超过 10 亿元的龙头企业达到

30 家，形成“村级收集+乡镇转运+县域处理+再生资源基地综合利用”覆盖城乡

的供销社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体系。 

 

3.2 金融：建全服务体系，为农村合作社融资提供更多机会 

供销社在“三社融合”中发挥桥梁作用，为农村合作社的融资提供更多机会。

“三社融合”，即以供销社为桥梁和纽带，把供销合作社、农民合作社和信用社（银

行等金融机构）有机联结在一起。农村合作社与金融机构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带来的

农村合作社的“融资难”与“融资贵”等问题一直是制约其发展壮大的重要原因之

一，通过“三社融合”可以为农民合作社融资提供更多机会，依托于“兴农易贷”、

“创业贷”等金融产品，以“低、简、快”的方式，引导资金供给，巧妙化解资金

供需双方不对称的突出问题。如长寿区汇鸣供销社在“三社融合”中，积极发挥“桥

梁”作用，为银行找业务，为合作社和农户找资金，同时对贷款户实施技术服务与

销售服务，监督银行资金的合理使用，同时降低银行贷款风险与贷款户的生产风险。

长寿区供销社与区农商行联合开展“兴农易贷”，深化与农保公司的金融合作，创

新涉农专项担保业务进行风险补偿，确保农业经营主体享受贴息政策，保障农村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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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发展的资金要求。 

重庆供销社逐渐建立了全产业链的服务体系，用实践证明供销社的积极作用。

重庆供销社发挥网点多、组织强、基层情感深的优势，多维发力，办加工厂、建设

“村村旺”、创公用品牌，打通全产业链，实践证明供销社由传统流通购销服务向

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延伸，逐渐构建起覆盖产前、产中和产后的全产业链服务体系。

在产前充分了解市场行情与需求，以“订单式”生产创新解决“谁来种，种什么，

怎么种”的问题，根据产业链的形成规律打造上下贯通、横向与纵向联合的专业合

作社，拓展农业产业链的规模，并有效发挥供销社和涉农金融机构对市场引领和金

融服务的经营组织优势，促进传统农业生产种养销模式的提档升级，释放供销社助

力乡村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效应。 

 

3.3 物流：加快供销社冷链物流建设，畅通农产品流通体系 

加快推进供销社冷链物流的数字化建设，进一步畅通农产品的流通服务体系。

供销社冷链物流的数字化建设可以从三个方面进一步推进。①运用大数据、物联网、

云计算、移动互联等新技术新手段，加快搭建全国供销社农产品采购销售平台，推

动全系统各类农产品市场主体有效对接，促进信息共享、供需匹配，构建高效运转

的农产品流通服务网络。②在农产品主产区、消费集中地、重要集散地布局建设农

产品坑立案物流中心和产地冷链物流设施，推进全系统冷链物流骨干网的建设；③

推进系统农批市场、连锁超市、电商平台数字化建设与经营网点的数据化运营，实

现与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产品生产基地、冷链物流仓储企业对接、互联互通与协调

发展。 

 

3.4 电商：立足线下零售渠道，拓展区域实体网络电商功能 

立足丰富的实体网点资源，推动区域电商的快速发展。随着电子商务的快速深

入发展，线上与线下的融合互动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供销社立足于线下渠道的同

时，积极发展线上渠道，实现线上与线下的融合。为了进一步发展具有供销合作社

特色的区域电商，主要通过电子商务等互联网信息技术改造区域实体网络，对农村

生产生活服务、农产品加工流通、日用消费品连锁经营等传统业务进行全方位整合

与提升，构建起以网络预订为主要承载方式，以区域内城乡居民、机关团体企事业

单位为服务目标客户，以销售本地农产品为主要任务，以构建智慧物流配送网络为

支撑的区域电商发展格局。①拓展区域实体网络电商功能，推动传统物流业转型升

级。②做实做强区域电商，打造供销电商“本地生活”。③把握区域农产品资源和

品质，发展农产品电子商务。④挖掘物流资源，构建智慧物流配送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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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风险提示 

1）疫情反复的风险。若疫情反复，将影响到线下与线下经营，对于供销社的

零售渠道建设及冷链物流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2）各地供销社发展不均衡。我国供销总社对基层社的传达层级较多，经营效

率相对有限，存在各地发展不一致的问题。 

3）政策变动。如果市场政策发生变动，不确定性将影响整体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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