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推进县域商业建设行动实施方案

根据商务部等9部门《县域商业三年行动计划（2023-2025

年）》（商办流通函〔2023〕419号），结合省委省政府《关于全

面推进“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

展的实施意见》（粤办发〔2023〕5号）相关工作安排，制定本

实施方案。

一、目标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促进广

东县域商贸高质量发展为目标，进一步发挥县域商业对畅通

城乡经济循环的促进作用。结合广东县域地区商贸流通短

板，重点聚焦完善县域商贸流通设施建设，持续推动供应链、

商品和服务下沉，培育县域商业主体。在全省范围内打造一

批县域商业建设行动示范县，推荐一批全国县域商业“领跑

县”。逐步解决县域地区村级消费不便利、镇级消费不丰富

短板问题。全省县域商业网络设施和业态不断完善，具备条

件的地区形成“县城有商贸中心、乡镇有商贸网点、行政村

有便民商店”县域商业体系，优质商品供给丰富，不断增强

县域地区消费体验。

二、基本原则

（一）锚定目标，分步推进。按照行动计划的总体要求，



锚定县县有连锁商超、乡镇有商贸网点、有条件的村有便利

店等工作目标，分步实施县域商业流通设施建设，条件成熟

地区先行一步，再通过辐射带动作用，提高周边地区县域商

贸流通网点覆盖率，提升县域商业体系建设整体成效。

（二）问题导向，实事求是。综合考虑当地实际，优先

解决关键问题，合理确定县域商业网点布局、功能业态、数

量规模、辐射范围等建设改造内容。坚持实事求是，不脱离

生产、经济发展实际，不搞大拆大建。

（三）市场主导，政府引导。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

定性作用，充分激发农村市场主体活力和内生动力，财政资

金聚焦市场缺位和薄弱环节给予适当引导支持。

（四）县级为主，分类施策。充分发挥县级主观能动性，

由各县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分类施策，省市加强对县级方案的

审核把关，每年评定一批示范县，推荐一批“领跑县”，一

县一策推进实施。

三、重点任务

（一）建设改造县城商贸中心。提档升级县城消费设施，

把县城打造成为农村消费升级的重要载体。鼓励支持县城商

贸中心、商业综合体、大型商超等消费设施的新建、改造、

扩建，提升服务能力，推动业态集聚和商圈形成，让县域居

民不出县区就能满足绝大部分消费需求。

（二）建设改造镇级商贸网点。发挥乡镇承上启下、紧



靠农村居民生活圈、服务农村常住人口的区域商业中心优

势，鼓励支持对乡镇商业设施的新建、改造、扩建，改善乡

镇集贸市场面貌，优化提升特色商业街，引导餐饮、商超、

娱乐等业态集聚，丰富生活服务供给，使乡镇能够满足周边

居民米面粮油菜、家居百货、美发、餐饮、休闲娱乐、亲子、

维修等一般性消费需求。

（三）建设改造村级便利店。健全完善县域商业的村级

末端，鼓励支持连锁经营企业新建、改造、扩建村级连锁商

店，接收夫妻店、小卖部进行标准化改造，为村民提供日用

消费品、米面粮油菜、电商、快递、废旧物资回收等多样化

服务，保障农村居民就近便利消费和基本生活服务。

（四）改善县域消费供给。支持引导购物中心、商超、

连锁经营企业等向县镇村下沉供应链，以数字化、连锁化、

标准化为方向，拓展经营网点，发展农村生活服务，加大优

质商品投放力度，丰富商品品类，增强县域居民消费品质。

（五）培育县域龙头商贸企业。鼓励支持有实力、有信

誉的农村商贸企业运用现代信息技术，促进业务流程优化重

组，创新商业模式，推动解决本地区商贸流通环节痛点堵点

问题。

四、具体做法

以开展县域商业建设行动示范县建设行动为抓手，压实



市县政府责任，激励引导各县（市、区）统筹用好中央财政

服务业发展专项资金、省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等

奖励支持，逐步实现对全省 57 个县级行政区（自治县、县

级市）、86 个享受均衡性转移支付政策的县（县级市、区）

示范县建设全覆盖。

（一）制定实施方案。由申报县区人民政府或商务主管

部门制订实施方案，摸底做实项目库。比照重点任务支持内

容做实项目基础，使用财政资金引导解决当地商贸流通业关

键短板问题。

（二）加强对实施方案的审核把关。对项目摸底充分、

关联性高、准备工作到位的地区予以优先支持。建立绩效评

价机制，对绩效评价结果为差的地区不予拨付财政资金，对

绩效评价优秀的地区追加财政资金。

（三）加强资金支持。鼓励申报县区将县域商业建设行

动纳入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资金支持范围，加强资

金配套投入，结合实际加强对县域商贸流通体系的支持力

度。

五、实施步骤

（一）组织申报。省级发布工作通知，各地级以上市指

导推荐示范县区制定实施方案，摸底做实项目库。由省商务

厅评定下一年度（N）示范县，并予公布。

（二）组织项目实施。在实施（N）年度，示范县落实



项目进展，完成项目建设任务，开展项目验收，评估是否达

成绩效指标。省级将支持资金列入下一年度（N+1）预算。

（三）绩效评价。N 年度末至 N+1 年度初，省级委托第

三方机构开展绩效评价。

（四）资金下达。省级根据预算额度、绩效评价结果下

达财政支持资金，对绩效评价结果为差的地区不拨付财政资

金，对绩效评价优秀的地区追加财政资金。若资金预下达，

则后期根据评价结果清算。

（五）资金拨付和清算。各示范县根据项目实施和验收

情况，结合下达资金额度，拨付奖励资金。对财政资金未能

全部使用完毕的地区，予以清算回收。

（六）复制推广。择优将部分工作成效明显、有示范效

应的县区推荐为国家县域商业建设行动“领跑县”，加强复

制推广。对评为国家“领跑县”的地区，争取进一步财政专

项奖励。

六、保障措施

（一）加强工作指导。不定期对示范县、推进县工作进

行督促指导，确保资金使用合规、项目实施符合工作意图。

通过召开会议、发布工作指引、发文提醒、电话/微信/粤政

易督促、项目实地检查、绩效评价等方式，跟踪各地工作开

展情况，指出存在问题，提出工作改进意见。



（二）加强工作宣传。指导各地在实践中汲取智慧，总结经

验，鼓励探索创新，推广好经验好做法，营造广东县域商业

建设发展的良好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