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度天津市中央服务业发展资金
（农产品供应链体系建设）绩效自评报告

农产品供应链体系建设是“国之大者”。构建畅通高效、贯通

城乡、安全规范的农产品供应链体系，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树

立大食物观”，有效服务“三农”工作，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

的重要战略举措。2023年以来，在商务部、财政部大力支持下，

天津市围绕农产品流通集散地和销地两个关键节点，经由“申报-

初审-公示-复核-评审-验收-资金分配拨付”闭环管理流程，择优选

取 129个项目，引导相关企业聚焦补齐冷链设施短板，提高冷链

物流质量效率，加大冷链物流基础设施建设和冷链设备投资力度。

经过评估论证，全市农产品供应链体系建设项目已如期完

成，财政资金拨付有序，有效激发全市农产品冷链物流行业发展

信心和投资热情，农产品冷链物流进一步上规模、上效益，在提

高农产品流通效率、增进有效服务能力，降低农产品损耗、拉低

农产品流通综合成本等方面作用正在逐步显现，中央财政批复下

发的绩效目标保质保量完成。按照《财政部办公厅商务部办公厅

关于支持加快农产品供应链体系建设进一步促进冷链物流发展的

通知》（财办建〔2022〕36号）（以下简称财办 36号文）等文

件要求，结合我市工作实际，2024年 3月，开展了 2023年度中

央财政专项资金农产品供应链体系建设绩效终期自评工作，通过



实地走访调研、数据分析、案例整理，对工作推进情况、取得经

验成效、存在的不足以及下一步工作建议进行系统梳理和客观评

价，报告如下。

一、工作组织管理情况

该项工作启动以来，天津市政府高度重视，将其列入政府年

度重点工作安排。为适应农产品供应链跨部门、跨领域的发展特

点，形成协同联动的工作推进局面，我市建立跨部门、市区两级

联动的工作机制，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制定项目实施推进闭

环管理流程和较为全面的监督检查举措，推动各项工作按照序时

进度如期完成。

（一）构建多级联动工作协调机制

我市高度重视农产品供应链工作，突出“链条”治理，持续强

化部门之间以及市区两级协同协作，建立由市商务局、财政局牵

头，各区商务局、财政局负责人共同参与的农产品供应链联席会

议机制，在项目选取、工作推动中制定一揽子工作举措，通过公

共信息整合、监管资源、台账管理，定期召开联席会议，解决试

点工作推进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和难点，确保项目顺利推进。

（二）形成较为完备的制度规范

我市深入贯彻落实《中央财政服务业发展资金管理办法》（财

建〔2019〕50号）和《财政部办公厅 商务部办公厅关于支持加

快农产品供应链体系建设进一步促进冷链物流发展的通知》（财



办建〔2022〕36号）有关要求，资金使用立足于弥补市场失灵，

做好基础性、公共性工作，发挥对社会资本的引导作用，不断强

化资金使用和管理的规范化、机制化、协同化。与此同时，结合

工作进展和实际需要，将项目管理和资金管理合并，研究出台了

《天津市农产品供应链体系建设项目资金使用细则》，在工作推

动中，一以贯之落实项目资金使用细则有关要求，对支持方向及

标准、补助方式和申报条件、项目申报审核程序、项目和资金管

理、监督核查和责任追究等各个重要环节、重要节点，严格照章

办事，为项目有序开展和资金合规使用提供依据和保障。

（三）建立项目闭环管理流程

我市印发了《关于开展 2023年度农产品供应链体系建设进一

步促进冷链物流发展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津商流通〔2023〕5

号），保障各项工作有规可依。建立“申报-初审-公示-复核-评审-

验收-资金分配拨付”等工作流程：组织熟悉农产品供应链工作、

懂农产品冷链物流行业、知晓财政项目申报工作的政策研究专家，

做好支持政策宣介工作，组织各区有序开展项目申报和初评工作；

对入选的支持项目逐一建立项目档案，完整留存各环节相关材料；

在各区项目初审后的基础上，聘请第三方审核机构把关，对相关

项目进行复核公示；建立各项目汇总报告制度，定期跟踪梳理项

目实施情况，按照要求向商务部报告项目整体进展情况和各项目

建设进度情况；引入第三方机构对项目逐一评审和验收，强化对



项目推进的指导和督促推动，对各区形成有效正向激励；及时开

展绩效评价工作，主动向社会公示项目推进情况，做到财政资金

支持项目公开、公正、透明。以计划、组织、领导、控制闭环科

学有效管理，确保项目规范有序推进。

（四）强化对财政支持项目风险控制

在农产品供应链项目推进过程中，为充分用好财政资金、确

保资金使用取得实效，我市强化底线思维，建立项目退出机制，

加强对实施项目的风险管控。建立事前评审制度，对所选投资项

目在投资内容、规模、产业导向、科技含量、投资强度、发展前

景、建设时限、经济效益、社会贡献、资源利用等方面进行实时

跟踪和科学评估，确保项目落实到位。明确“事后验收、合格支持”

原则，坚持财政资金事后奖补，对于验收过程中不符合建设要求、

不符合有关项目和资金标准的项目进行清退，做好后续项目储备，

确保财政资金得以有效利用。

二、项目进展及资金拨付情况

按照财办 36号文要求，在项目遴选和资金使用上，天津市将

支持方向严格限定在增强农产品批发市场冷链流通能力、提高冷

链物流重点干支线配送效率、完善农产品零售终端冷链环境和统

筹支持农产品市场保供四个方面，在财政资金拨付管理上，严格

规范资金拨付程序，压实区级财政对资金账户、支付手续等关键

环节的监督，使项目资金发挥更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一）项目建设情况

按照有关文件要求，2023年我市农产品供应链体系建设工作

分别围绕 3个支持方向展开，开展了 3批次项目遴选，初选 151

个项目，其中 144个项目复核通过，经专家评审、验收、合法性

审查、网上公示等环节，97家企业的 129个项目列入支持目录。

表 1 2023年天津农产品供应链体系建设支持项目情况

单位：个

批次 初选项目 复核通过项目 最终支持项目

第一批 50 49 41

第二批 34 30 24

第三批 67 65 64

小计 151 144 129

从项目建设方向看，天津农产品供应链体系建设支持方向主

要为“支持农产品冷链流通能力建设”与“支持提高农产品冷链配

送效率”两个方面。2023年三批次“支持农产品冷链流通能力建设”

与“支持提高农产品冷链配送效率”合计项目数占每批次项目总数

比重均超过 80%。



表 2 2023年天津农产品供应链体系建设各方向项目情况表

单位：个

建设方向

第一批项目 第二批项目 第三批项目
项目

总数
投资方向 数量 投资方向 数量 投资方向 数量

支持农产品

冷链流通能

力建设

冷库改造 6 第三方冷库 2 第三方冷库 16

60

新建冷库 3 加工配送中心 2 加工配送中心 6

加工配送中心 2 中央厨房 3 中央厨房 8

设施设备购置 1

冷链园区 1 冷链园区 4

农产品批发市场内

冷库
1 商超冷链设施 1

冷链运输车购置 3
农产品批发市场内

冷库
1

小计 12 小计 12 小计 36

支持提高农

产品冷链配

送效率

加工配送中心 4 中央厨房 1 第三方冷库 10

51

冷库改造 1 第三方冷库 3 冷链园区 4

冷链运输车购置 3 商超冷链设施 1 冷链运输车购置 2

设施设备购置 16 冷链园区 3 加工配送中心 3

小计 24 小计 8 小计 19

支持农产品

冷链销售终

端建设

终端设备购置 5 商超冷链设施 4

商超冷链设施 8

18
农产品批发市场内

冷库
1

小计 5 小计 4 小计 9



（二）资金支持情况

从资金拨付方式看，2023年，为加强财政资金调度，进一步

强化对重点项目保障，我市采用项目法划拨资金，待项目建设完

成、通过验收后，以事后绩效评价结果为依据，由市级财政部门

分配资金，并直接拨付至项目单位。

从资金拨付进度看，2023年天津农产品供应链建设中央财政

支持金额为 17000万元。截至 2024年 3月底，已全部完成拨付

程序。2023年农产品供应链体系建设第一批次 41个项目中，罗

森、优冷智联、海食界等 17个项目使用 2022年结余资金拨付，

使用后 2022年无剩余财政资金。2023年中央财政下发的 17000

万元财政资金中，第一批剩余的 24个项目、第二批以及第三批项

目分别使用财政资金 4477.2万元、2885.2万元、9673.6万元。

从各支持方向看，2023年，农产品冷链流通能力建设、提高

农产品冷链配送效率和支持农产品冷链销售终端建设三个方向财

政资金支持金额分别为 12191.5、3967.6和 840.9万元，占已拨付

财政资金金额比重分别达 71.7%、23.3%、5%。其中，支持农产

品冷链流通能力建设方向中第三方冷库支持金额较多，占该方向

支持金额的 55.4%；提高农产品冷链配送效率方向中冷链园区、

商超冷链设施支持金额较多，占该方向支持金额的 35.7%、24.1%；

农产品冷链销售终端建设方向基本投向商超冷链设施建设。



表 3 2023年天津市农产品供应链体系建设各支持方向资金支持情况

支持
方向

具体内容
第一批项目
支持金额
（万元）

第二批项目
支持金额
（万元）

第三批项目
支持金额
（万元）

总计金额
（万元）

各建设方向支
持金额占已拨
付资金比重（%）

支持农
产品冷
链流通
能力建
设

第三方冷库 2698.84 39.29 4017.92

12191.5 71.70%

加工配送 231.84 94.9 1470.98

中央厨房 — 172.3 1525.92

冷链园区 — 850.99 108.01

商超冷链设施 — — 59.81

农产品批发市场内
冷库

— 73.96 846.73

小计 2930.68 1231.44 8029.37

支持提
高农产
品冷链
配送效
率

第三方冷库 255.11 100.58 533.45

3967.6 23.30%

冷链园区 — 733.92 681.95

冷链运输车购置 234.85 213.36 64.99

加工配送中心 17.11 — 58.69

中央厨房 — 117.7 —

商超冷链设施 944.82 11.1 —

小计 1451.89 1176.66 1339.08

支持农
产品冷
链销售
终端建
设

商超冷链设施 94.66 477.1 267.46

840.9 5%农产品批发市场内
冷库

— — 1.66

小计 94.66 477.1 269.12



三、项目绩效目标及实现情况

2023年，中央财政批复下达我市上报的财政资金支出绩效目

标。我市以绩效目标为导向，将绩效目标与项目推进紧密衔接，

对项目全过程进行跟踪问效，及时掌握项目资金支出进度和绩效

目标完成情况，防止项目运行与预期偏离。

（一）2023年绩效目标及其完成情况

2023年度，中央财政批复下达我市绩效总体目标为：

（1）增强农产品批发市场冷链流通能力。

（2）提高冷链物流重点干支线配送效率。

（3）完善农产品零售终端冷链环境。

该年度绩效指标划分为三个维度，分别为产出指标、效益指

标和满意度指标。产出指标划分为数量指标、质量指标、时效指

标和效益指标四个方面。

数量指标：

（1）农产品批发市场公共冷库库容增长≥3%

（2）农产品批发市场加工配送中心冷库库容增长≥5%

（3）销地冷链集配中心库容增长≥5%

（4）低温配送中心库容增长≥3%

质量指标：农产品冷链流通率提高 5个百分点

时效指标：按时拨付

成本指标：不超过预算≤17000万元



效益指标划分为经济效益指标和社会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完善农产品零售终端冷链环境（建设改造连

锁超市、农贸市场、社区菜市场、生鲜电商前置仓等零售网点冷

链设施数量）≥80个

社会效益指标：增强农产品流通主渠道冷链服务水平：建有

冷链流通基础设施的农产品批发市场占比≥80%

满意度指标：消费者对冷链流通的农产品满意度≥90%。

表 4 2023年天津市农产品供应链体系建设绩效目标表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完成情况

产出
指标

数量指标

农产品批发市场公共冷库库容增长 ≥3% 5.70%

农产品批发市场加工配送中心冷库库容增长 ≥5% 11.20%

销地冷链集配中心库容增长 ≥5% 8.90%

低温配送中心库容增长 ≥3% 6.90%

质量指标 农产品冷链流通率提高 5个百分点 6.60%

时效指标 按时拨付 按时拨付 按时拨付

成本指标 不超过预算
≤17000
万元

不超过预算拨付

效益
指标

经济效益
指标

完善农产品零售终端冷链环境
（建设改造连锁超市、农贸市场、社区菜市场、生鲜

电商前置仓等零售网点冷链设施数量）
≥80个 141个

社会效益
指标

建有冷链流通基础设施的农产品批发市场占比 ≥80% 100%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满
意度指标

消费者对冷链流通的农产品满意度 ≥80% 98.40%



2024年 3月底，针对 2023年度农产品供应链体系建设绩效

目标完成情况，我市在项目实施企业报送、专家评估、重点企业

抽检的基础上，对全市农产品骨干批发市场开展了深度分析调研，

经分析，2023年农产品供应链体系建设绩效目标全部完成。与此

同时，我市针对重点批发商，就输津肉类、禽蛋、蔬菜、水产品

进入我市后冷链流通情况进行了跟踪调查，经过评估论证，我市

冷链流通率在去年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 6.6个百分点，经过两

年支持，我市农产品供应链冷链物流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迈向新的

台阶，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充分释放。

四、取得的主要成效

在政策引导和市场激励双重作用下，我市农产品现代流通体

系建设进一步完善，农产品流通效率加速提升，特别是在农产品

供应链补短板、强弱项方面，树立了政策导向，坚定了市场主体

投资农产品供应链建设的信心，进一步增强天津市农产品供应链

体系的韧性，全市冷链物流行业衔接供需、连接城乡、引导生产、

促进消费作用持续突显。

（一）农产品冷链服务能力迈向新台阶

一是农产品批发市场冷链有效供给持续增强。农产品批发市

场是我市农产品流通主渠道，经由农产品批发市场分销的占到

70%左右。该项工作启动以来，我市抓住农产品批发市场冷链基

础设施改造升级这个“牛鼻子”，在政策上向集散地和销地骨干农



产品批发市场倾斜，支持骨干市场，建设公共冷库、加工配送中

心等基础设施，持续完善物流集散、加工配送、质量安全等功能，

不断增强农产品流通主渠道冷链服务能力。两年以来，全市共改

造升级农产品批发市场 54个，其中，公共冷库 16个，加工配送

中心 15 个。新增农产品批发市场冷库库容 88478.4m3（折合

21234.8吨，下同），其中，公共冷库库容 42288.8m3（10149.3

吨），加工配送中心库容 46189.6m3（11085.5吨），有效增加了

冷链物流市场供给能力。

二是销地冷链配送中心区域集散能力稳步提升。销地冷链配

送中心是农产品供应链重要枢纽，在鲜活农产品集散、保障安全

有序供应、促进农产品流通效率提升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建

设高效畅通农产品供应链核心力量。农产品供应链体系建设工作

实施以来，我市加快新建及提升改造一批销地冷链集配中心与低

温配送中心，集成流通加工、区域分拨、城市配送等功能，为农

产品跨区域配送提供中转基地，区域分拨配送水平进一步提升。

试点开展以来，共建设销地冷链集配中心 72个，低温配送中心

53个，新增销地冷链集配中心（多温区）51029.8m3（12247.1吨），

低温配送中心库容 48000m3（11520吨），推动区域分拨配送效

率提升近 3倍，冷链集配中心“串点成网”的基础支撑作用充分发

挥。

三是冷链物流服务功能不断延伸拓展。在政策引导和带动



下，部分冷链物流企业加快向上下游延伸拓展产业链条，实现产

供销一体化运营。中农批冻品交易市场、中牧、天津港北建通成

等在有序推进国内项目的同时，积极布局保税仓、海外仓等基础

设施，将冷链服务前置，持续增强海外优势资源导入能力。天津

融万、天津食品集团、康佳怡食品等向下游延伸服务链条，与本

地连锁超市、仓储式商场等联合，为其配送统一标准的鲜活农产

品，提供运输、包装、加工、存储、交易结算等多样化服务。与

此同时，适应消费市场发展趋势，我市加快农产品冷链加工设施

及符合餐饮服务经营条件的中央厨房建设，两年以来，累计投入

3203.2万元推动中央厨房及冷藏设施应用，新增中央厨房 23个，

中央厨房冷藏能力提高 28000m3（6720吨），补齐农产品冷链物

流设施短板，进一步完善冷链物流服务运行体系。

（二）农产品冷链集约化发展水平显著提升

一是标准化单元器具促进供应链上下游衔接成效明显。一方

面，我市积极引导商贸连锁、电商物流、商贸批发等农产品流通

企业使用标准化托盘、周转筐、周转笼，加快开展标准化、机械

化作业，大幅减少了企业物流成本。两年以来，项目企业托盘购

置投资额达 1681.9万元，人工成本、托盘运营成本、年度物流费

用分别平均下降 17.9％、20.9%、17.4％。另一方面，大力支持批

发市场、商贸连锁企业、电商物流企业、商贸批发企业等从标准

化托盘入手，协同供应链上下游企业，推动标准化箱盘匹配、盘



车匹配、盘库匹配，加快标准化设备在农产品冷链配送中的使用

比例。据统计，重点企业设施设备购置投资额 8788.2万元，标准

化设施设备使用率达 80%。同时，以标准化单元载具在供应链上

下游开展一贯化作业，车辆和货物周转率快速提升，农产品供应

链体系建设两年来，货物周转量平均提升 35.0%，车辆周转率平

均提升 1.8倍，装卸货时间平均提高 4.1倍。

二是冷链物流运输质量不断提高。冷链物流快速发展的背

后，是不断增长的用车需求。我市重点支持安全、节能、可追溯

冷藏车发展，推动专业化、规模化冷藏运输建设。试点两年来，

共新增冷藏车 235辆，中心城区配套的中小型专业冷藏车以及新

能源冷藏车使用比例逐步提升，冷藏车跟踪定位、全程监控系统

以及可追溯系统等加快推广应用，推动冷链物流运输质量效率不

断提高。

三是冷链物流行业头部效应逐渐凸显。在政策支持下，我市

冷链物流重点企业切实得到实惠，解决了冷链物流投资大、回报

周期长、综合收益低的矛盾，助推我市冷链物流行业加快形成集

群效应和规模效应。天津港物流发展、海吉星农产品物流、华润

万家、天津物美、首农天津、泰达行冷链、海河乳品等代表的农

产品冷链物流龙头企业迅速发展，冷链物流行业集中度持续提升。

根据测算，我市前 20强冷链物流企业营收规模不断扩大，2023

年总营业收入是 2018年的 2.5倍，年均增速超过 25%，市场占有



率由 2018年的 12.3%提升至 2023年的 24.9%，提升了 12.6个百

分点。

（三）农产品冷链零售终端建设日益完善

一是冷链终端网点提升改造步伐加快。作为衔接鲜活农产品

消费“最后一公里”“最后一百米”的重要支撑，生鲜商超、农贸市

场、便利店等冷链物流基础设施，在惠民生、促消费方面发挥重

要作用巨大。在政策支持下，我市加快建设或改造农贸市场、菜

市场、社区菜店、连锁超市、便利店、末端配送站，完善末端销

售网络，满足社区、高校、商务区等末端农产品配送需求。据统

计，两年以来，全市共建设改造连锁超市、农贸市场、社区菜市

场、生鲜电商前置仓等零售网点冷链设施数量 212个，支持连锁

商超冷链设施升级改造 181个，农贸市场、菜市场冷链设施升级

改造 11个，生鲜电商等社区前置仓 20个。新增连锁商超终端冷

藏能力 5000m3（2160吨），农贸市场、菜市场冷藏能力 13000m3

（3120吨）。截至目前，我市 100%的大型超市和 80%的连锁便

利店等零售终端网点实现冷链设备配备，全市农产品零售终端冷

链环境进一步完善。

二是新业态新模式加快涌现。两年以来，为更好满足日益增

长的个性化、品质化消费需求，我市积极引导企业加大新业态新

模式探索，运用大数据、云计算、AI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更好保

障消费便利性、食品安全性以及质量可控性，全市冷链物流数字



化转型取得显著进展，“冷链共同配送”“生鲜电商+冷链宅配”“中

央厨房+食材冷链配送”等模式创新，逐渐成为活跃全市农产品供

应链的重要推动力。以天津乐乐果鲜企业为例，在农产品供应链

体系建设推动下，首创研发了 24小时智能无人生鲜柜，利用智能

控温技术锁住生鲜商品新鲜度，通过重力感应系统称重及计算价

格，运用 AI行为识别技术了解用户购买行为。居民购买时仅需

通过微信扫码开门、自由选购、关门自动结算三步即可完成整个

购物流程，提升了居民智慧购物体验。调查数据显示，目前全市

仓储设施温/湿度监控系统、物流信息管理系统应用率分别达 60%

和 35%，约 70%的物流企业采用了智能运输管理系统、配送车辆

远程监控系统。

（四）农产品供应链体系建设为应急保供提供有力保障

农产品供应链企业在疫情期间积极参与农产品应急保供工

作，在疫情后时期，积极复工复产，助推社会经济有序恢复，整

体表现优异，承担起了重要的社会责任。一方面，各大农产品批

发市场、商贸流通企业、商超及连锁便利店等企业均在疫情期间

积极参与农产品市场应急保供工作，如天津创世界科技有限公司

疫情期间累计为 4个区提供了 293个保供点位，交易额为近 1.2

亿元，完成交易量近 100万单。天津正中农贸市场开发有限公司

积极落实洋葱、土豆、白菜等蔬菜储备工作，为封控区以低于市

场同期价格配送蔬菜、鸡蛋、米、面、油等生活物资，共计配送



2200余份，累计配送金额 20余万元，保障了人民生活物资的充

足供应。静海海吉星农产品批发市场积极发挥一级批发市场辐射

功能，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基础上，积极调运货源，组织产销对接，

日库存农产品达到 5000吨。另一方面，部分企业践行社会责任，

免费捐助各类物资或资金，助力疫情防控工作。例如，天津韩家

墅海吉星农产品物流公司坚持支持抗疫一线，向小淀镇免费送达

20.6吨生活物资，同时还为天津海河医院、北辰医院、北辰中医

医院捐赠了 45.6万元的物资，募集善款 4.9万元，总价值约为 50.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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