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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的现状调查 

——以烟台市供销社为例 

董一诺 1 王媛 2  王军英 3* 

(中国农业大学烟台研究院 山东烟台 264000) 

 

 

摘要：我们采用实地调研的方式，以定性研究方法对烟台市供销合作社发展现状进行调查。研究发现，烟台

市供销社综合改革中存在几大痛点：外地经验本土化程度低，供需矛盾突出；历史原因造成的思维困境；供

销社与小农户及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联结较弱；改革与城乡一体化脱轨；政策传播缺失和偏差。我们认为未来

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应朝着支持农产品流通、深化合作机制和加强组织自我管理等方向寻求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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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以烟台市供销合作社为例，对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和发展现状进行研究。供销社综合改革涵盖面

广，包含农产品流通、农业产业化经营、基层供销社能力提升、供销社直属企业改革等诸多方面。我们选

择以城乡商品双向流通为抓手，探究其发展现状、存在问题以及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在分析过程中，我

们将兼顾农产品品牌、产业化经营、供销社自身能力和社属企业发展等要素。我们希望通过以小见大，为

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提供一个有代表性的地区研究案例，为相关研究理论提供更丰富的素材。 

1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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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有关合作社的研究发源于对集体合作经济的研究，且主要倾向于合作社引导的集体经济对促进产业

发展的作用研究。  

在集体合作经济研究方面，Thomas Hobbes 的《利维坦》提出，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合作要借助“国家政

府的集权体制机构”,合作经济组织是集体经济选择的结果[1]。Pei Xiaolu 指出，只要一个村的行政边界和集

体土地边界是重合的，并且这个村既是行政单位又是集体组织，那么就找不出一个更合适的人来取代村政府

集体经济管理者的地位。因此在非发达地区的农村，行政机构代替农民行使集体经济组织所有权有其存在道

理[2]。 

在合作社研究方面，国外学者通常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如，Verhofstadt 使用倾向性得分匹配

技术估计卢旺达合作社成员的平均收入和贫困效应，关注其农业合作社的包容性和有效性。他们发现，在一

般情况下合作社成员会增加收入并减少贫困，这些效果对较大的农场和较偏远地区的农场来说最大[3]。美国

学者 Downing M 等在明尼苏达相关案例中的研究显示，集体经济以合作社、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形式为农民

提供了企业化的管理机制，通过规范化的经营和现代化的管理，农村产业能够提升经营能力和市场竞争力，

实现可持续发展[4]。Joshi 和 Mahendra Lal 以阿拉巴马州的农林产业为案例的研究指出，农业产业多依靠国

家政府扶持才能发展壮大，合作社引导的集体经济能够促进农民开展农产品深加工和品牌建设，提高农产品

的附加值，农村产业能够向高附加值、高品质的方向转变，增加农民收入，进一步推动产业的振兴[5]。 

在供销合作社的发展改革史研究方面，苑鹏从纵向时间维度上梳理了供销合作社的创建过程，指出供销

合作社建立之初的组织宗旨是为农民服务，而不是剥削农民[6]。王军从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三个

方面，首先通过对相关政策文件的梳理总结将供销合作社的改革沿袭分为四个阶段。阶段一为新民主主义革

命时期供销合作社的诞生与初步发展，阶段二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为服务重工业优先战略供销合作社

进行的变革，阶段三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市场化为导向的供销合作社改革，阶段四为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的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其次，他从中外相关理论中分析出逻辑链条，论

证了新时代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最后，他从实践角度对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提出五

点具体建议分别为：加强党的领导建设、聚焦服务国家战略、提升为农服务能力、密切与农民的利益联结和

激发内生活力与动力[7]。 

在供销社综合改革的方向与路径研究方面，徐旭初、李艳艳将供销社出现的“组织旨趣盈利化、业务非

农化、产权‘悬浮化’、治理非民主化”等内部异化问题定义为供销社“内卷化”特征，分析其背后原因，

并以浙江省为例探讨该省在供销社综合改革“去内卷化”方面可供借鉴的实际经验[8]。孔祥智从推进小农户

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的角度出发，阐述三种农业经营户分别以什么形式与现代农业对接，进一步以山东省开

展的以土地托管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为例，说明供销社综合改革怎样从村级、乡镇、县级三个

层面来解决农业经营户面临的土地流转、劳动力不足、纵向协作机会不足等问题[9]。 

总体来说，国内外关于供销合作社改革和城市一体化研究成果如“城乡一体化连锁经营”的思路和“人

才强社”等综合改革方向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借鉴和参考。但是，以往有关供销合作社改革对城乡一体化的

作用研究大都停留在中国刚刚加入世界市场的时期，少有在当今新形势下，专门针对某一地区的供销合作社

来探寻其如何依托综合改革促进城乡统筹发展，以面向乡村振兴等战略要求的研究。 

本研究从烟台市供销合作社的发展情况出发，以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中畅通城乡商品双向流通渠道为抓

手，了解烟台市供销合作社当前的发展现状、供销社及其下属企业运作方式、从居民和村民的实际需求与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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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度出发，分析其在促进“日用品下行，农产品上行”方面的具体举措成效，希望找到其中存在的矛盾与问

题，探讨合理的解决路径。 

2.研究目的和重点 

我们的研究目的包括如下几个： 

(1)通过询问相关工作人员、社区居民以及农村村民了解人们对供销社的整体印象，和对供销社综合改革

的需求与期望，了解人们对烟台市供销社当前举措的满意度，找出其中矛盾点。 

(2)通过了解烟台市供销社为城乡一体化建设提供的支持和作用，探寻供销合作社在促进城乡统筹发展中

的优势和不足，掌握其作用程度和作用机制。 

(3)通过对烟台市供销社目前困境进行总结，逐条对应其背后的逻辑关系与深层原因。 

(4)对烟台市供销社依托供销社综合改革，促进本市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可行办法进行讨论。 

因此，我们的研究分为几个重要的部分： 

(1)从宏观角度获取对烟台市供销社发展状况的初步感知。这个部分包括烟台市供销社目前活跃程度、社

属企业经营状况和改革动态等，了解当前供销社及其社属企业员工、社区居民和农村村民对供销社综合改革

与城乡一体化建社的认知程度和未来展望。 

(2)从中观角度以畅通城乡商品双向流通为抓手，了解烟台市供销社在促进城乡一体化建设方面的具体举

措和现存问题。这个部分包括烟台市供销社及其社属企业的人员组成和运作情况、针对三农问题开展供销社

综合改革的实际情况，以及烟台市供销社围绕“2023 供促消费年”创办的供销便民店、供销社农贸市场、供

销社社区食堂三类销售服务终端等方面。 

(3)从微观角度分析烟台市供销社综合改革现存问题背后的深层原因。这个部分包括供销社人才稀缺、社

属企业自主性较低、城乡一体化建设具体举措与居民实际需求不符、“外地路子”未经主观能动性转化在本

地“水土不服”等问题及其原因。 

3.过程和结果分析 

3.1 烟台市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现状 

2023 年，烟台市供销社重点依托市供销社便民服务公司、联民公司、茶业公司、万通公司等直属企业及

全市各级供销合作社，开展“一揽子”促消费活动。重点建设“供销社便民店”，统一视觉识别、统一选品

比价、统一采购配送、统一数据支撑、统一总部支持，以加盟连锁方式，搭建覆盖全域的供销流通服务网络，

用规范、统一的标准推进全是供销社建设进度。烟台市供销社计划将在市中心和各区市建成 20 个便民店，并

利用节假日集中开展两次促消费专项活动。经过前期的文献研究和预先调查，在掌握烟台市供销社综合改革

的基本情况后，开展实地调研，调研团队成员与两名供销社工作人员、供销便民店店长和店员、五名附近四

眼桥社区居民开展访谈，并开展代填式问卷的调研工作，问卷结果主要在下一部分的分析中使用。最终收集

了 36 份问卷。 

整体发现如下： 

第一，关于供销社综合改革计划落地情况。烟台市供销社原计划年底前在全市开设 20 余家供销社便民

店。但经过调研发现，仅有上夼东路的总店开张，其余分店杳无音信。上夼东路总店于今年 3 月开始筹备，

4 月 11 日开始营业。在此之前，该店铺为供销社的茶叶销售中心，店铺所在地为社内房屋财产。该供销便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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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并非其宣传的“统一视觉识别、统一选品比价、统一采购配送、统一数据支撑、统一总部支持”，而是以

一般的招投标方式，用社内房屋来出租给一般商店经营者，其货源、物流与普通商店别无二致。计划中提到

的供销社农贸市场也没有正式挂牌营商。 

第二，关于居民和村民满意度现状。通过访谈和实地观察，我们认为该社区为典型的老年社区，居住者

中的中老年人占六成甚至更多。居民普遍购买欲望不高，整体需求低，且居民常年在附近的四眼桥农贸市场

进行生活用品和食品的采购，不容易接受作为新形式的便民店等。供销便民店因其并未实现统一选品比价、

统一采购配送，其商品与其它商超市场缺乏异质性，且价格不占优势，甚至高于其它商超市场。此外，货源

非直采且未与烟台农副产品品牌搭建合作关系，村民主体彻底缺失，所谓供销便民店无法实现连接城乡，促

进农产品上行的作用。 

第三，关于相关人员对政策措施了解现状。基于对供销社工作人员的访谈结果，我们认为相关工作人员

对供销社今年的供促消费年、双向四车道等措施了解浮于表面，且对国家整体的供销社综合改革政策知之甚

少，对整体的大政方针把握不足。这也是在调研中我们不断感受到的一点：政策传播的缺失和偏差。 

    最后，我们认为烟台市供销社在综合改革和促进城乡一体化方面有其自身优势，当前也发挥出了一部分

潜力，比如，在经营网络方面，供销系统设置了大量的网点与企业，致力实现小网点大网络的构成，打通供

销社在全市的流通，如栖霞已被列入全省县域流通服务网络示范县；在人才聘用方面，雇佣具有专业技能的

职工。2023 年 2 月份，烟台供销社便在官网发布了向全社会公开招聘运营供销社便民店总经理的公告，对人

才有着较高要求。这种高标准招聘，一是提高了供销社的运作效率，二是在其带领下，不断扩展工作业务，

促进了供销社在社会生活的参与，提供了一批就业岗位。 

3.2 烟台市供销社综合改革出现困境原因分析 

3.2.1 外地经验本土化程度低，供销社与农户主体联结较弱 

我们的主要实地调研对象为烟台市供销社、供销社便民店及其周边社区，分析其中供销社便民店落地成

效不佳、供需矛盾突出的原因。我们发现，原因可能有：移植外地经验过于死板，未能因地制宜，与烟台市

当地的实际需求无法实现对接。 

 

 

 

图 1 购买农副产品途径 

实地调研结果显示，附近社区居民平时购买蔬菜、水果、鸡鸭禽类等农副产品的途径从高到低排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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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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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生活超市

网购团购

供销社经营点

您平时从哪里购买农副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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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市场(82.6％)、大型生活超市如家家悦(52.2％)、网购团购(26.1％)、供销社经营点如供销社便民店(8.7％)。

在菜市场商贩(包含农民自行采摘售卖)、生活超市和供销社三个农副产品购买渠道中，因调查地临近农贸市

场和大型商超，居民购买需求基本通过这两种方式得到满足，且已形成惯性。供销社经营点作为一个新主体，

没有找到自身独特的价值站位，进一步无法深入附近居民的生活。 

“选购农副产品时您主要看重哪些方面？”这一问题的结果显示了附近居民的购买农副产品的消费倾向，

主要有两个方面：重视性价比且最为注重价格实惠(新鲜程度 78.2％、价格实惠 86.9％)，希望购买熟悉的品

牌产品(知名或大品牌商品 60.8％、本地品牌或来源的农副产品 39.1％、供销社推荐产品 0％)。实地观察和

问卷结果显示，该社区居民多为 40 岁以上的中老年人，60 岁以上的老人占比大。这一年龄段的人群对价格

敏感度高，农副产品作为一类价格弹性较大的商品，容易因为微小的价格差异导致该年龄段居民的需求情况

出现较大波动。且人们对具有品牌信誉和品牌效应的驰名品牌、大品牌的信任度更高，更愿意购买熟悉的品

牌商品。供销社推荐商品的购买意愿出现无人选择的情况，我们认为主要是因为烟台市供销社在供销社便民

店中的推荐产品仅有烟台茶叶一种，本身需求低，且宣传力度不足。在被调查者中曾在供销社便民店中购买

过商品的仅占 8.6％。 

 

图 2 购买农副产品的重视因素 

由于城乡二元体制的限制和村庄建设规划的不合理，导致村庄外延的异常膨胀和村庄内部的急剧荒芜，

人口外流、宅基地废置、农村服务缺位、精神文化虚空导致农村空心化加剧(姜绍静，2014)，形成了农户在农

闲时进城务工，农忙时在村务农的“半工半耕”结构，农户兼业化趋势明显，虽有利于扩大农民个体的土地

经营规模但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村庄经济迟滞(向国成，2005)。总体言之城乡统筹协调发展的难度不降反增，

城乡一体化发展越来越需要城市企业、品牌与乡村小农户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相对接。供销社在此之中应当

联络广大乡村，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以及村两委密切合作，彼此协助，推动相关品牌代加工、原材料采购以

及企业入驻。 

总而言之，位于上夼东路的供销社便民店基本使一个“套壳”普通商超，本质上难以将其划分为供销社

经营点。农民和市民位于两端，供销社应发挥将这两方主体彼此连接的作用。外地如上海“供享 e 家”的成

功经验说明，市民并非对供销社的专营店、供销社品牌直营店没有需求，而其主要成功因素在于供销社是否

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充分发掘本地和附近的农产品资源，将供销社的各方资源在经营点上充分调动和发挥，

真正搭建起农民与居民之间的桥梁。 

烟台市供销社便民店的收效不佳主要原因在于：第一，商品缺少异质性，社属品牌资源较为匮乏，难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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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鲜程度

大品牌商品

本地品牌或本地农产品

供销社推荐产品

选购农副产品时您看重哪些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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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上海供享 e 家模式靠拢；第二，“面子工程”照搬外地经验，落地后“水土不服”，结果与原本计划有较

大差距，未充分发挥供销社的采购渠道、流通渠道优势，商品价格不够亲民；第三，供需矛盾未能解决，且

因当地居民年龄结构、购买心理、地理位置的限制，下一步改进难度较高。 

3.2.2 历史原因造成思维困境 

实地调研的结果显示，附近受访者中 40 岁以上的居民对供销社仍存在一种普遍认知：供销社与计划经

济的关系是约等于甚至等于。大部分居民受访者谈及供销社，都会说出计划经济的诸多不足、不便；当继续

追问他们对供销社在当今新时代开展综合改革的问题时，受访者中的大部分也持消极态度，或并不关心。结

合我们对济南、滨州、河北农村的前期调研，农村村民对供销社的思维和态度比较保守，与当今农村供销社

仍以农资为主要商品的现实情况是相匹配的。 

这样的思维困境不仅发生于中老年群体之中，以另一种形式也作用于青少年群体。因调研地年龄结构限

制，我们调查到的 40 岁以下样本数量仅有 3 份，其中有一人(15 岁)在问题“您对供销社的了解程度如何？”

时候，他选择了不了解，另外两人各选择了比较不了解和比较了解。而在我们调查的 40 岁以上群体中，受访

者全部选择非常了解或比较了解，且两个选项选择人数差距不大。诚然样本数过少，主观性较强，无法基于

这个结果来得到比较肯定的结论。但是，我们还是从访谈中感受到，年轻人群体对供销社的了解程度较低，

且进一步了解的意愿不高。 

 

图 3 年龄分布 

实际上，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供销社合作社便开始推进市场化艰难转型。1995 年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

社恢复成立，推行以市场化为特征、扭亏增盈为目标的改革。多年以来，在政策的支持和市场化机制倒逼下，

供销合作社逐步构建起以企业为龙头、以连锁经营为主要业态的遍布城乡的经营网络。而供销社的形态也随

之变化，通过全资、入股等，以超市、农贸市场、农资店、餐饮店、合作社等形式，与其他市场主体一起，

参与市场经济发展。 

从这两方面来看，目前供销社综合改革仍面临群众基础力量不足，人们对供销社的发展改革仍受各自年 

龄和经历的影响囿于一定的困境之中，这对于国家和地方的供销社综合改革措施落地是一个消极的信号，也

20岁及以下

4%

21～39岁

9%

40～59岁

39%

60岁及以上

48%

您的年龄是？

20岁及以下 21～39岁 40～59岁 60岁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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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3.2.3 政策传播的缺失和偏差。 

从三农相关大政方针到 2020 年中华全国供销合作社第七次代表大会提出供销社综合改革，再到 2023 年

中央一号文件正式提出深化供销社综合改革，中央对供销合作社发展改革和城乡一体化建设进行了细致的政

策规划。改革和一体化政策能否有效传播至基层社，尤其是高质量地传播至基层社工作人员和各地方村民、

居民群体，直接关系到相关政策落实的效率和效果。政策从中央到各级地方供销社需要通过狭长的传播渠道，

容易发生堵塞和缺失，而基层供销社到村民和居民又对国家政策解读存在过度分散，出现失真和偏差的问题。 

 

图 4 了解政策的渠道 

分析造成政策传播缺失、偏差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政策传播存在多种渠道，政策辨别和理解

困难。在对四眼桥社区的调研中，受访者对“您通过什么渠道了解国家有关供销社改革、城乡一体化以及乡

村振兴的政策措施？”一问题的回答按数量从高到低排序为：电视(60.8％)、政府宣传(52.1％)、与其他村民

亲戚交流(39.1％)、收音机(21.7％)、互联网(13％)、报纸(4.3％)。我们可以可以将结果分为三类，即大众传

媒渠道、政府正式宣传渠道、市民自发交流渠道。结果揭示，在受访者中老年人群体占比较大的情况，对相

关政策的了解渠道主要是电视、政府宣传和自发交流；因智能机使用率在这一中老年群体中较低，数据中所

体现的互联网占比主要是受访者中的供销社工作人员所答，新媒体形式的宣传效力无法展现在数据之中。这

规避了一部分政策传播失真的问题，短视频平台等自媒体的自发宣传容易出现对政策片面理解和批评，而缺

乏正确科学的认识和理解。电视、政府宣传等官方渠道则在这一方面较为规范和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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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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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亲戚朋友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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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对政策的了解程度 

其次，政策传播不连贯，政策无法全面精准到达基层。调研中所提问题“您是否听说过目前国家对供销

社开展综合改革，发挥基层供销社作用，推进城乡商品流通和融合发展的政策举措？”的结果显示，没有听

说过的受访者占 65.2％，仅知道一些政策名词的受访者占 26.1％，能够知道一定政策内容的受访者占 8.7％。

对政策的了解也多浮于表面，问及政策具体举措等深入问题时，大多数受访者包括供销社的工作人员只表示

“只听说有这个政策”，“具体说不上来”，“看到过没有更多了解”，“供销社改革/乡村振兴几年就能实

现”。这说明政策在层层传播中不仅“音量变小”，很多群众对政策没有认知，且从政策传播的结果上来看

其过程中发生了缺失和扭曲。 

4 讨论 

4.1 基本结论 

我们从供销社供给与需求两个方面考察了烟台市供销社改革历程中的情况与问题。研究发现几个重要问

题：第一，外地经验本土化程度低，供销社与农户主体联结较弱。例如作为供销社便民商店，我们通过实地

采访发现其在当地社区的融入度较低，甚至可以说几乎没有参与到社区居民的日常生产活动中，这反应了其

价值定位出现了问题。本身作为一个新形式的商业主体，如果没有较大、较明显的优势，是无法正常发展下

去的，再加之其没有即时满足居民需求，没有充分利用当地资源，由此可见，供销社便民店自然无法获取收

益。第二，历史观念使然。大部分居民受访者谈及供销社，都会说出计划经济的诸多不足、不便，当继续追

问他们对供销社在当今新时代开展综合改革的问题时，受访者中的大部分也持消极态度，或并不关心。通过

问卷数据也可见，供销社综合改革仍面临群众基础力量不足，人们对供销社的发展改革仍受各自年龄和经历

的影响囿于一定的困境之中，这对于国家和地方的供销社综合改革措施落地是一个消极的信号，也是一个迫

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第三，政策传播的缺失和偏差政策从中央到各级地方供销社需要通过狭长的传播渠道，

容易发生堵塞和缺失，而基层供销社到村民和居民又对国家政策解读存在过度分散，出现失真和偏差的问题。

烟台市供销社存在的问题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也是其余地区推进改革值得思考的方面。 

4.2 对策建议 

第一，支持农产品流通。加强农产品市场准入和监管，提高质量安全标准，建立健全的农产品流通网络，

保障农产品顺畅销售。作为供销社最主要的特色之一，农产品流通问题是重中之重，准入、准出以及中间的

流通都需要第三方监管，对于农产品流入，要加强对其的监管和控制，保证农产品的高质量；要建立起完善

的流通体系，形成购买方、供给方、监管方的三方平衡；对于农产品的准出，要做到能满足确切的需求，拒

65.2%

26.1%

8.7%

没有听说过

仅知道政策名

词

知道政策内容

您是否听说过供销社改革/城乡一体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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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形式交易，做到真正有收益、有效益。 

第二，深化合作机制。促进供销社与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农业科研院所等多方合作，形成产供销一

体化的农业产业链。通过多方主体的共同参与，增强供销社活力，利用好多方主体带来的先进技术、有效经

验，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鼓励农民参与，壮大农民力量，利用好农民主体的积极性和主观性。除此之

外加强与龙头企业的合作，提高供销社在市场中的竞争力。 

第三，加强组织和管理。根据当地具体发展情况改进供销社的组织架构，增强其市场竞争力和服务能力，

对内加强内部管理，提高效率和透明度。如部分地区所采用便民商店模式无法满足民众需求，活力较低，作

为供销社改革在该地的实体成果已经没有应有的存在感，就该考虑是否应改进便利店经营模式或采用其他经

营形式如与企业合作。其他因素也该纳入考虑，是否应该健全相应的设施基础，加强与周围基础环境的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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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e used field research to investigat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supply and marketing cooperatives development 

in Yantai City with qualitative research.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re are several major pain points in the comprehensive 

reform of supply and marketing cooperatives in Yantai City: low localization of foreign experience and prominent 

supply and demand conflicts; thinking dilemmas caused by historical reasons; weak linkages between supply and 

marketing cooperatives and small farmers and new agricultural business entities; reforms out of step with urban-rural 

integration; and missing and biased policy dissemination. We believe that future comprehensive reforms of supply and 

marketing cooperatives should seek improvements in supporting agricultural product circulation, deepening 

cooperative mechanisms and strengthening organizational self-management. 

Keywords: Supply and marketing cooperatives, Comprehensive reform, Urban-rural integr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