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苏省省级部门整体预算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

单位名称 江苏省供销合作总社（机关）

单位

主要职能

一、贯彻落实国家和省关于农业农村农民工作的法律法规、方针政策，研究拟订全省

供销合作社发展战略和规划并组织实施。二、组织指导全省供销合作社系统发展农村

合作经济组织，引导成员社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和以农民为主体的综合性合作

社。 三、参与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发展城乡社区综合性为农服务平台，推广

土地托管等多种形式的社会化服务。四、组织实施新农村现代流通网络工程和全省系

统农村电子商务综合服务网络建设。负责供销社系统农产品市场建设，参与公益性农

产品批发市场建设、运营和管护。五、根据省政府委托，对重要农业生产资料、重要

农产品及其他商品的生产、经营、储备进行组织、协调和管理。 六、指导全省供销

合作社的组织建设和制度建设。组织实施对成员社的工作考核及资产监管，协调成员

社间关系。维护供销合作社合法权益。开展行业对外交流与合作。七、负责制定全省

供销合作社系统人才队伍建设规划和教育培训规划，组织实施供销合作社从业人员、

农民社员和农民经纪人技能教育培训。八、依法监管社有资产，确保社有资产保值增

值。发展社有企业，完善治理结构，推进联合与合作。九、承办省政府交办的其他事

项。 

机构设置及

人员配置

机构情况：省总社机关内设9个处室，分别为：办公室、发展规划处、合作事业处、

财会审计处、资产管理处、监事会办公室、组织人事处、机关党委、离退休干部处。

直属事业单位有江苏商贸职业学院 、江苏省供销社机关服务中心 、江苏省供销信

息中心 。人员配置：截至2023年12月，省总社机关共有事业编制76个，实

有参公管理在职人员73人，离退休人员90人。

部门整体

资金（万

元）

收入

全年

预算数

资金总额 5989.24

一般公共预算资金 5689.24

政府性基金 300

国有资本金 0

社保基金 0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0

上年结转资金 0

其他资金 0

支出

半年

计划执行数

全年

预算数

基本支出 2000 4579.79

项目支出 800 1409.45

江苏省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300 300

江苏省农副产品展示展销中心运营补贴 500 500

供销合作社综合运维经费 100 415.25

名优农产品展示展销会 0 100

信息化建设与运维经费 10 94.2



中长期目标

一、总体目标：“十四五”期间，生产、供销、信用“三位一体”综合合作取得重大

突破，服务农民生产生活的综合平台基本形成，系统经济发展始终保持与江苏经济社

会发展相匹配，深化综合改革、服务乡村振兴和推动高质量发展走在全国系统前列。

与农民利益联结更紧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强化合作经济组织属性，突

出农民主体地位，通过利益联结、指导服务、宣传引导等多种方式，进一步密切与农

民的联系，助农增收机制、与农民的利益分配机制更加有效更加长效。为农服务功能

更完备。加快构建现代流通网络，推进线上线下融合发展，提高绿色农产品供给和保

障能力，畅通城乡双向流通渠道。全方位提升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解决好“谁来种

地”“地怎么种”、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问题。服务领域、服务方式不断

创新、拓展，服务农民生产生活的综合平台作用更加彰显。市场化运作更高效。坚持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加快培育一批竞

争能力强、带动能力强的企业集团，为农服务支撑引领能力显著提升。进一步深化社

有企业改革，优化资本布局，推进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市场运行更加高效，高质量

发展走在前列。治理机制更协调。坚持改革强社，建立健全“三会”制度，加强行业

指导，强化社有资产监管，进一步完善联合社机关主导的行业指导体系。加快建立现

代企业制度，健全法人治理结构，加强联合合作，推进上下贯通，进一步完善社有企

业支撑的经营服务体系，加快推进供销合作社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社会影响

更凸显。供销合作社为农服务国家队作用进一步彰显，农业社会化服务的骨干力量、

农村现代流通的主导力量和农民专业合作的带动力量进一步提升 。供销合作社与农民

的生产生活更贴近，服务品牌、社会影响力进一步提升。二、经济发展目标：到“十

四五”末，系统年销售总额突破7000 亿元，其中农产品销售额突破3000 

亿元；资产总额达到3000亿元，利润总额超50 亿元。三、系统建设目标：“

十四五”期间，创建“三位一体”综合合作组织100 个，改造升级基层社500

 个，新建乡村为农服务综合体350 个，培育农业社会化服务主体600 个，

投资建设重大项目30 个。

年度目标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这是“三农”工作

重心的历史性转移。乡村振兴的关键是产业振兴，而产业振兴离不开农业社会化服务

、农产品流通、农产品冷链物流等服务体系的有力支撑。面对我国大国小农的基本国

情农情，供销合作社必须充分发挥在农业社会化服务、农产品流通体系、农产品冷链

物流建设方面的独特优势和良好工作基础，坚定不移坚持为农服务的根本方向，坚定

不移走市场化之路，通过加强专业化、规模化服务，帮助小农户解决一家一户干不了

、干不好、干起来不划算的事，以服务过程的现代化促进农业现代化，在服务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中发挥更大作用。主题教育开展以来，省社在“以学促干”中摸清自身家

底、学习先进经验、分析发展形势，围绕“供”和“销”，逐步形成了“一体两业三

网”的新发展思路，即：锚定构建全省上下贯通、整体协调、高效运转的现代经营服

务体系目标，聚焦农业社会化服务和农产品流通两大主业，以省本级社有企业为龙头

、市县供销合作社为抓手、基层供销合作社为阵地，打造覆盖全省的农业社会化服务

网、农产品现代流通服务网、农产品冷链物流骨干网。一是积极推进供销合作社农业

社会化服务网建设。以苏合农服为龙头、农服中心为依托、多种力量参与的供销合作

社农业社会化服务网建设，通过3—8年努力，形成以苏合农服为龙头、农服中心为

依托、多种力量参与的供销合作社农业社会化服务网络，真正成为示范引领农业社会

化服务发展、助力农业强省建设的生力军。力争到2025年，全系统农业社会化服

务面积达2000万亩；到2030年，全系统农业社会化服务面积达2500万亩

，其中，苏合农服服务面积500万亩，实现“农民外出打工，供销社给农民打工”

，以服务规模化推进农业现代化。二是积极推进供销放心农产品直供配送体系建设。

围绕县域商业体系建设要求，按照“上下贯通、产销对接、联农带农”的目标，坚持

“线下实体配送+线上电商平台”相结合，统筹整合全省供销合作社农产品生产服务

、冷链物流、销售渠道等资源，发展“省级运营平台+区域配送中心+直供基地”的

直供配送模式，将农产品配送至机关、学校、医院、部队、企业等单位，构建从田头

到餐桌的全程标准化可溯源的供销放心农产品直供配送体系 ，保障重要农产品有效供

给和质量安全，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力争到2026年底，建成1

个省级运营平台、60个区域配送中心、600个以上供销放心农产品直供基地。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半年指标值 全年指标值

决策

计划制定
中长期规划制定健全性 健全 健全

工作计划制定健全性 健全 健全

目标设定
绩效目标合理性 合理 合理

绩效指标明确性 明确 明确

预算编制
预算编制科学性 科学 科学



决策

预算编制
预算编制规范性 规范 规范

过程

预算执行

预算调整率 ＝0% ＝0%

支付进度符合率 ＝100% ＝100%

预算执行率 ＝45% ＝100%

结转结余率 ＝0% ＝0%

公用经费控制率 ≤100% ≤100%

“三公经费”变动率 ≤0% ≤0%

政府采购执行率 ＝100% ＝100%

非税收入预算完成率 ≥100% ≥100%

预算管理

预算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健全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合规

绩效管理覆盖率 ＝100% ＝100%

基础信息完善性 完善 完善

预决算信息公开度 公开 公开

非税收入管理合规性 合规 合规

资产管理

资产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健全

资产管理规范性 规范 规范

固定资产利用率 ＝100% ＝100%

项目管理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健全

项目管理制度执行规范性 规范 规范

人员管理

人员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健全

人员管理制度执行有效性 有效 有效

在职人员控制率 ＝100% ＝100%

机构建设

组织建设工作及时完成率 ＝100% ＝100%

业务学习与培训及时完成率 ＝100% ＝100%

纪检监察工作有效性 有效 有效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重点工作 三级指标 半年指标值 全年指标值

履职

推进供销合作社

综合改革

召开理事会、监

事会会议
会议召开频次 ≥1次 ≥1次

召开经济运行暨

年度重点工作调

度推进会

会议开展频次 ≥0次 ≥1次

推进基层组织建

设
基层社升级改造个数 ≥10家 ≥60家

推动农业社会化

服务体系建设

开展土地流转及

托管等农业社会

化服务工作

土地流转及托管等农业社会化服务

面积
≥900万亩 ≥1500万亩

构建农产品现代

流通体系

召开供销放心农

产品直供配送体

系建设现场推进

会

会议展开频次 ≥0次 ≥1次

举办长三角供销

合作社名优农产

品展销会（简称

长三角农展会）

举办活动场次 ≥0次 ≥1次



履职

推动乡村绿色发

展

省级供销合作发

展专项资金支持

开展农药、配方

肥集中采购统一

配供工作

支持开展农药、配方肥集中采购统

一配供的市县数量
≥35个 ≥35个

省级供销合作发

展专项资金支持

开展农药废弃物

、废旧农膜回收

工作

支持开展农药废弃物、废旧农膜回

收的市县数量
≥40个 ≥40个

强化社有资产监

管

企业经营发展 研究苏合集团年度发展目标 ≥0次 ≥1次

企业经验交流
组织系统社有资产监管暨现场交流

会
≥0次 ≥1次

企业绩效管理
研究苏合集团负责人年度经营业绩

考核
≥0次 ≥1次

强化机关政治建

设和人才队伍培

训工作

人才队伍培训

社有企业经管人才培训 ≥0次 ≥1次

省总社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专题培训 ≥0次 ≥1次

开展监事会主任（监事）业务培训 ≥0次 ≥1次

机关政治建设

党组织书记培训 ≥1次 ≥1次

党员发展对象培训 ≥0次 ≥1次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半年指标值 全年指标值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全系统实现销售总额 ≥3200亿元 ≥6620亿元

社会效益

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件数 ≥4500万亩
≥11000万

亩

长三角农展会参加农产品及加工品

数量
≥0种 ≥1000种

肥药集中采购统一配供服务面积 ≥350万亩 ≥880万亩

生态效益

县（市、涉农区）级农药集中采购

统一配供或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置覆

盖率

≥60% ≥65%

可持续影响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基层社满意度 ≥0% ≥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