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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度广州市供销合作总社部门
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一、基本情况

（一）部门概况

广州市供销合作总社为正局级参照公务员法管理事业单

位，是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广东省供销合作联社的成员社，

是广州市委、市政府领导下的全市供销合作社的联合组织。主

要职责包括：贯彻执行中央、省、市有关的法律、法规和方针、

政策；研究制订全市供销合作社的发展战略和发展规划，指导

协调全市供销合作社的改革和发展；组织指导全市供销合作社

建立和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指导全市供销合作社经贸合

作、招商引资和组织参加商品展销（交流）会工作，推动产销

对接；指导本级企业深化改革，加强管理，提高管理水平和经

济效益；代表市总社参与省和全国总社的各项活动，承办市交

办的其他事项。

（二）年度总体工作和重点工作任务

部门履职总体工作目标：以贯彻落实《中共广州市委 广州

人民政府关于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的实施意见》为核心，

按照《关于加快推进供销合作社改革发展的若干措施》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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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步推进综合改革；着力推进社有企业改革和基层社改革发展，

关键环节改革不断深化；加快“三大”服务网络建设，推动整

体发展水平跃上新台阶。

总体工作和重点工作完成情况：2022 年，我社认真贯彻落

实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按照全国供销总社和省供销联社工

作安排，聚焦主责主业，坚持党建引领，加强社有企业经营管

理，扎实开展为农服务，持续深化综合改革，推进可回收物加

工处理，严密组织安全生产、疫情防控、应急保供和综合业绩

考核，较好完成年度工作任务。

（三）部门整体收支情况

我社 2022 年收入、支出年初预算 7,047.41 万元，调整预

算 7,122.45 万元，本年收入、支出 7,104.05 万元，年初结转

和结余 2.08 万元，预算执行率 99.74%。

（四）部门整体绩效管理情况

部门整体绩效目标和指标设定情况:

本部门结合年度重点工作任务，设定总体绩效目标，具体

设定绩效指标 7 个，其中产出指标 5 个、效益指标 2 个，推动

部门高标准实现履职效能和管理效率。

绩效运行监控制度执行情况：

按照“谁支出、谁负责”原则，我社对部门整体支出和项

目支出预算执行情况和绩效目标实现程度开展日常和年中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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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及时掌握财政资金支出进度和绩效目标实施情况，分析绩

效监控中发现的问题原因，及时采取督促和纠偏措施，确保部

门整体和项目能够如期完成绩效目标。

1.日常监控。对照项目和部门整体绩效目标，由财务处组

织对当年度部门整体和所有预算项目的绩效目标执行情况以及

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动态、实时跟踪监控，每月通报所有预算项

目支出进度情况。

2.年中监控。在日常监控的基础上，对年中预算资金执行

情况和绩效目标实现程度开展绩效运行监控汇总分析，包括收

集、分析绩效监控信息，填报绩效监控情况表等。

二、综合评价分析

（一）自评结论综述

2022 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 89.49 分，自评等级“良”。

主要扣分原因如下：

1.部门整体绩效目标产出指标完成情况扣 4 分。本指标满

分为 20 分，总共有 5 个产出指标，其中 3 个指标为 100%完成，

另外 2 个产出指标完成率超过 150%：一是“电商直播 4 场次”

指标，农产品流通服务项目实际开展直播电商 10 场次，指标完

成率 250%；二是“宣传活动 20 场次”指标，垃圾分类与再生资

源回收利用宣传项目实际开展宣传活动 97 场次，指标完成率

485%，各扣 2 分，共扣 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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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部门预算资金支出率指标扣 0.01 分。本指标满分为 10

分，根据全年财政局通报的 4 次预算资金支出进度，我单位加

权平均计算分数为 9.99，扣 0.01 分。

3.绩效管理制度建设指标扣 3 分。本指标满分为 5 分，已

制定《广州市供销合作总社社有资本经营预算管理办法》及《广

州市助农服务综合平台(中心)建设补助办法》，对绩效管理提出

了规定，但在绩效目标管理、绩效运行监控、绩效评价管理和

评价结果应用等内容有缺漏，扣 3 分。

4.采购意向公开合规性指标扣 1.5 分。本指标满分为 1.5

分，指标要求预算单位应当在部门预算批复后 40 日内，在政府

采购系统填报采购意向要素，各主管预算部门通过政府采购系

统汇总本部门、本系统所有预算单位的采购意向（涉密信息除

外）后，在部门预算批复后 60 日内予以公开，本单位未按时间

要求完成公开，扣 1.5 分。

5.绩效管理制度执行指标扣 2 分。本指标满分为 7 分，受

新冠疫情影响，未及时报送相关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材料，

扣 2 分。

（二）各项工作任务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持续深化综合改革。根据全国总社和省供销联社深化供

销合作社综合改革工作部署，对照《广州市关于加快推进供销

合作社改革发展的若干措施》，制定任务清单，建立工作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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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督办督导，推进各项措施落地见效。持续跟进指导各区供

销社加快完善“三会”制度，重点指导南沙区供销社召开第二

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南沙区供销社第一届理事会、监事会。

截至 2022 年底，全系统市、区两级供销社均已设立理事会、监

事会，建立完善理事会、监事会相关工作制度，“三会”制度运

行日渐规范。

2.大力开展农业生产服务。深入开展实施“绿色农资”行

动，积极做好农资供应储备调运和稳价工作，2022 年全系统销

售化肥近 30 万吨、农药 4,976 吨。依托系统内 42 家庄稼医院、

36 个助农服务平台（中心），整合市、区农资企业 578 家，全面

开展农资供应、测土配方施肥等农业社会化服务，完成农业面

源污染治理项目和农业生产服务 6 万亩。开展农技服务、农业

种植等培训 20 场次和农资打假宣讲 8 期，受益农户 3,068 户，

辐射面积 11,519 亩，提供涉农信息服务 6,440 人次。农资公司

开展田间试验示范及农化服务和志愿宣讲活动共 58 场次，发布

推送农资农技相关文章及视频 110 余篇（个），累计点击播放 10

万次，助力产品营销推广和农技服务。

3.推进再生资源回收处理工作。2022 年全系统再生资源回

收总量约 363.9 万吨，其中低值可回收物约 174 万吨，番禺会

江循环经济产业园废纸、废塑料、废旧纺织品等项目加工处理

量约 10 万吨。优化“穗回收”信息平台，大件家具预约上门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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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服务覆盖 6 个中心城区，截止 2022 年底，“穗回收”平台累

计注册用户约 64 万人。

4.做优做强社有企业。一是加强企业发展规划，出台“1+3”

政策措施。二是推进资产优化整合,通过资产划转、股权投资、

股权划转等方式，将 7 家社有企业和 2 处社有物业重组到广供

公司。三是注重企业品牌建设。坚持擦亮供销名优品牌，将“扩

大供销合作社品牌影响力”纳入年度工作要点，实施“全渠道、

多媒体”品牌宣传策略，重点开展“老品牌、新活力”品牌建

设活动。四是加快经营业务拓展，农业集团正在打造占地约

18805 平方米现代农业综合性平台，广供公司投资经营供销农场,

星洲源公司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养生食材交易中心。

（三）各重点任务项目支出完成情况分析

1.农产品流通服务项目。项目年度预算数 100 万元，年度

预算执行数 98.55 万元，执行率 98.55%。指标完成情况如下：

设置三级指标 7 个，其中 3 个指标完成率为 100%，2 个指标完

成率在 100%-150%之间，1 个指标完成率为 250%，1 个指标完成

率为 70%。

2.农业生产服务项目。项目年度预算数 80 万元，年度预算

执行数 75.9 万元，执行率 94.87%。指标完成情况如下：设置三

级指标 7 个，其中 4 个指标完成率为 100%，2 个指标完成率超

过 200%，1 个指标完成率为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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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信息系统运行维护项目。项目年度预算数 96.66 万元，

年度预算执行数 90.43 万元，执行率 93.55%。目标完成情况如

下：设置三级指标 18 个，其中 13 个指标完成率为 100%，3 个

指标完成率在 100%-150%之间，2 个指标完成率小于 60%。

（四）主要工作成效

1.勇于担当作为，坚决打赢大仗硬仗。一是持续深化综合

改革。对照《广州市关于加快推进供销合作社改革发展的若干

措施》，制定任务清单，建立工作台账，加强督办督导，推进各

项措施落地见效。持续跟进指导各区供销社加快完善“三会”

制度，重点指导南沙区供销社选举产生南沙区供销社第一届理

事会、监事会。截至 2022 年底，全系统市、区两级供销社均已

设立理事会、监事会，“三会”制度运行日渐规范。二是打好应

急保供硬仗。以农业集团、农产品公司等社有企业为主力，出

动人员 1 万多人次、车辆 3,354 台次，向白云、花都、荔湾、

海珠等 6 个区 42 个街道社区供应生活物资 4,093 余吨、服务订

单数超 27 万单，完成社区和方舱物资保供任务，受到市委市政

府的高度肯定。三是综合业绩考核持续出彩。在 2022 年全国供

销合作社系统综合业绩考核中，市供销总社再次荣获一等奖，

连续三年获此殊荣。

2.牢记宗旨使命，扎实做好为农服务。一是大力开展农业

生产服务。深入开展实施“绿色农资”行动，积极做好农资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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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储备调运和稳价工作。开展农技服务、农业种植等培训宣讲。

二是全力推进农产品流通。强化线下节点，提升农产品流通速

度；优化门店配置，开发新渠道。强化线上渠道，组织直播专

场活动，带动荔枝销售 2,500 多吨。强化产销对接，组织系统

内企业参加 2022 年世界食品广州展。三是持续拓展农村金融服

务。加强与中国人寿财险广州分公司、广发银行广州分行等合

作，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推进政策性保险和“穗供易贷”“穗

供农服贷”普惠金融产品落地见效。指导涉农区供销社结合本

区实际，推出具有本地特色的农村金融服务。2022 年，开展业

务培训19场次，指导农业经营主体申领普惠贷款7,128.6万元，

新投保政策性农业保险保额 1.93 亿元。

3.注重扎根基层，加强城乡综合服务。一是加强基层服务

组织建设。指导基层社积极与属地村两委合作，全年新建村级

供销社 19 家，累计建成 52 家，超额完成省社赋予任务；扎实

推进基层社提升工作，升级改造薄弱基层社 6 个，创建省级以

上标杆社 9 个，打造镇级供销社 4 个；全年新增农民专业合作

社 42 家、农业产业化联合体 33 家，打牢全方位服务好“三农”

工作的基层组织阵地。二是开展便民生活服务。抓好门店渠道，

为市民提供平价生鲜、茶叶、蜂蜜等生活服务。开展消费帮扶，

积极参与东西部协作对口帮扶，通过供销社消费帮扶采购推介

会和扶贫馆、扶贫专柜和“832”平台销售帮扶地区产品超 7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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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推进再生资源回收处理工作，2022 年全系统再生资源回收

总量约 363.9 万吨，其中低值可回收物约 174 万吨。优化“穗

回收”信息平台，大件家具预约上门回收服务覆盖 6 个中心城

区。三是开展城乡社区服务。指导系统各社工机构积极配合当

地街道社区，服务居民、村民超过 441 万人次。指导村级社区

综合服务中心推进助农服务，服务 84.6 万人次，助农销售约

47.4 万元。

4.坚持创新发展，做优做强社有企业。一是加强企业发展

规划。出台政策措施，明确社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目标、路径、

举措和办法。二是推进资产优化整合。推进社有企业及物业重

组，投资广州顺生农业科技公司，推动农化服务全产业链集聚

发展。三是注重企业品牌建设。推广旗下老字号品牌“宝生园”

“生茂泰”，激发老字号新活力。持续培育做优“森·空间”等

新品牌。四是加快经营业务拓展。打造集总部经济、冷链仓储

配送、供应链金融服务等为一体的现代农业综合性平台。合作

投资经营以丝苗米种植、稻花鱼养殖、特色果木与生态家禽为

主的供销农场，统筹管理、复垦、耕种农村撂荒耕地累计 700

余亩。

三、存在的主要问题

1.指标设置有待优化。一是绩效指标设置欠科学。如效益

指标占比偏低，结合本年度的工作任务不够紧密。二是部分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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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预期值不合理，如产出指标中“直播电商 4 场次”实际开展

直播电商 10 场次，指标完成率为 250%，预期与实际偏离较大。

2.个别项目未能执行。“安全生产责任制协调管理和教育

培训工作”项目实施进度滞后，原计划 2022 年 10 月份开展的

应急分队员培训受疫情影响未能实施。

四、下一步改进措施

1.落实全过程绩效管理。在年度预算编制、调整、实施过

程中，全过程开展绩效管理工作，提高绩效指标与年度工作任

务、工作目标的契合度，提高绩效指标和标准的规范性、准确

性。

2.强化绩效实施监督。加强绩效日常监控，对于实施进度

或支付进度滞后的项目，督促项目负责单位提高建设进度，预

留完善时间，加快资金支付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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