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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度广州市供销合作总社部门
重点项目绩效评价报告

一、评价项目概述

（一）项目背景资料。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

察广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

和市委“1312”思路举措，扎实推进“百千万工程”，积极发挥

供销社优势，市供销总社通过组织广州市及对口合作（帮扶）

地区供销社社有企业参加大型展销会、开展电商直播和培训

等活动，加强供销系统农产品的产销对接，促进消费帮扶，

推进“数商兴农”和“互联网+”农产品出村进城，扩大供销社品

牌影响力，实施本项目。

（二）项目资金分配情况。项目资金来源于广州市 2023

年一般公共预算资金，预算总额为 64.98万元，具体安排如

下：举办“十城联动 千品惠购—消费帮扶工惠行”暨广州市对

口帮扶（合作）地区特色产品展销活动，预算 20 万元；参

加西雅国际食品深圳展，预算 10万元；参加 2023中食展（广

州）暨广州国际食品食材展，预算 19.55万元；开展短视频

直播培训，预算 4.66万元；参加第三届直播电商节（中国·广

州）活动，预算 9.98万元；举办市供销总社特色农产品推介

交流会（白云），预算 0.79万元。

项目资金具体使用情况：参加西雅国际食品深圳展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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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万元，主要用于支付展位费；参加“十城联动 千品惠购—

消费帮扶工惠行”暨广州市对口帮扶（合作）地区特色产品展

销活动开支 20 万元，主要用于展销活动现场设计和搭建开

支 18.3 万元，活动现场直播服务开支及后期视频制作开支

1.7万元；参加 2023中食展（广州）暨广州国际食品食材展

开支 19.55 万元，主要用于展位费 14.37 万元，现场设计和

搭建开支 5.19 万元；开展短视频直播培训开支 4.66 万元，

主要用于 68 名学员，培训时间 3 天的住宿费、餐费及户外

拍摄开支；参加第三届直播电商节（中国·广州）活动开支

9.98万元，主要用于直播间搭建与运营、直播脚本设计与更

新、直播间开播与复盘等；举办市供销总社特色农产品推介

交流会（白云）开支 0.79万元，主要用于活动场地租用、会

务保障、宣传推介开支等。预算资金完成支出率 100%。

（三）项目政策依据。

1.《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支持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意见》

（国发〔2021〕3号）：持续加强消费帮扶，推进革命老区

特色农产品产销对接。

2.《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 2022 年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重点工作的意见》：合理保障农民种粮收益......聚焦关键

薄弱环节和小农户，加快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支持农业服

务公司、农民合作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基层供销合作社

等各类主体大力发展单环节、多环节、全程生产托管服务，

开展订单农业、加工物流、产品营销等，提高种粮综合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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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广州市委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做好

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实施方案》的通知（穗

乡村组〔2022〕4号 ）要求供销社发展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

促进农村消费提质升级，积极实施县域商业建设行动。

4.《广州市 2023年东西部协作工作要点》：通过广州博

览会、直播电商节等大型商贸展会以及消费协作“三专”（专

馆、专柜、专区）等平台，引导更多协作地区优质农产品进

入广州大型批发市场、连锁商超。

5.《中央财办等部门关于推动农村流通高质量发展的指

导意见》（中财办发〔2023〕7号）：规范发展农村直播电

商，打造一批县域电商直播基地、“村播”学院，发展网订店

送、即时零售等线下和线上融合新业态。推广农产品电商直

采、定制生产等模式，发展农副产品直播电商。

二、项目绩效目标和绩效指标设定情况

项目绩效目标为：推广供销社品牌，扩大农产品销售，

拉动农业生产，助农增收。

项目共设置 3个一级绩效指标，分别为：项目管理指标、

产出指标和效益指标，指标占权重分别为 20%、40%、40%。

项目管理指标中，“资金支出率”设定目标值为 100%，监管

有效性设定值为“监管项目顺利开展”；产出指标中，“培训人

员数量”的设定目标值为 30人次，参加“农产品促销活动的企

业数量”设定目标值为大于 4家，参加展销会活动带动“帮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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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品种数量”设定目标值为大于 5个；效益指标中，“培

训人员满意度”设定目标值为大于 90%。

三、绩效评价指标分析情况

（一）项目管理绩效指标分析。项目由市供销总社流通

处组织实施，项目绩效管理严格，展销会和培训活动方案、项

目相关合同、三方报价资料、发票、支出凭证、满意度调查表

等佐证材料齐全，资金支出率为 100%，监管项目顺利开展。

（二）项目结果绩效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培训人员数量”的设定目标值为

30人次，实际培训人数为 68人；参加“农产品促销活动的企

业数量”设定目标值为大于 4家，实际参加的单位 80家；带

动“帮扶农产品品种数量”设定目标值为 5个，实际参展的帮

扶农产品数大于 30个。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培训人员满意度”设定值为满意

度大于 90%，实际调查结果显示培训人员满意度为 100%。

四、项目综合评价等级和评价结论

（一）项目综合评价得分及评价等级。综合评价 2023

年度广州市农产品流通服务项目绩效评价得分 92 分，绩效

评价为“优”。

（二）项目综合评价结论。项目充分发挥了供销社农产

品流通方面的优势，推广了广州及对口合作（帮扶）地区供

销特色产品，使参展企业更好把握住市场发展趋势、获得潜

在订单；利用直播、短视频、数字商店等新手段促进产销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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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助力农产品销售，推动全市供销合作社系统高质量发展，

为推进实施“百千万工程”和乡村振兴战略贡献供销力量，完

成了推广供销社品牌，扩大农产品销售，拉动农业生产，助

农增收的项目目标。

五、主要经验做法、存在的问题和改进措施

（一）主要经验做法。

1.通过大型展会和展销活动，将宝生园、生茂泰、小鲜

驿站、云供农业、天河供销优选、新从供、益农通等众多本

土供销品牌和龙里刺梨、佳穗大米、林芝藏香猪、洛川苹果、

安顺五行面、龙岩花生和梅州竹稻米等对口帮扶（合作）地

区的特色农产品推向粤港澳大湾区市场。

2.以参加大型展会活动为纽带，增进广大消费者及全国

各地渠道商对供销特色的农产品资源的了解，参展企业能直

观地感受广州及粤港澳大湾区市场消费者偏好，优化产品推

广和销售计划，改进完善产品结构，助力参展企业高质量发

展。

3.通过实施直播培训项目，发动市供销社系统从事农资、

农产品流通和农村电商工作的人员参加培训，邀请头部电商

企业管理人员、直播培训行业领军人物、全国总社商业干部

学院教授授课，引导学员积极创新营销模式，通过视频号、

微信小商店、公众号等平台，广泛宣传供销社品牌和服务理

念，提升公众知名度；通过短视频、直播、数字小店等方式，

丰富经营业态，拓宽农资、农产品销售渠道，提升供销社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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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为农服务能力。培训结束后，部分基层社开始实施运营短

视频账号，制作科普、宣传短视频，学员之间互关互助，分

享电商营销经验，合力打造供销社私域流量池。

（二）存在的问题。

1.展会筹划不够科学。几个展会在中秋国庆前夕举办，

虽经提前邀请，但贵州安顺和福建龙岩等对口帮扶（合作）

地区供销社，均因节前销售业务繁重且路途较远，未能参加。

2.绩效指标设置有待优化。一是部分绩效指标设定目标

值偏低，如“培训人员数量”的设定目标值为 30人次，但实际

参加培训人员为 68 人，工作预见性和规划性有所欠缺。二

是部分绩效指标结果不合理。满意度调查结果显示为 100%，

可能存在学员为了人情、面子或为了支持举办方的培训而刻

意 100%好评，无法准确、客观、真实地反应培训满意度和

接受培训人员的改进意见。

（三）下一步改进措施。

1.加强项目筹划的科学性。举办或参加展销会，充分考

虑时节、地域等影响，以农闲时节为主，不为参展单位增加

负担；

2.优化绩效指标设置。绩效指标设置需更加贴近实际，

增加指标的可操作性和约束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