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信息失真的治理对策 

文/刘慧翮 

   一、实行多种监督措施，构建严密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 
   实行多种监督措施并举，是建立健全监督制约机制的内在要求。第一,坚持民主理财，强化民
主监督。切实把民主理财放到农村财务管理的首要位置， 不断深化以民主集中制为基本原则的民
主理财制度改革，健全完善民主理财制度，规范民主理财组织的职责、权限以及监督范围、方式、
程序等，村民主理财小组成员由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会议选举产生，通过科学的民主决策、民主理
财、民主管理，来不断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实力。第二,突出重点，强化对村“一把手”的监督。研
究和探索加强对村“一把手”监督管理的有效措施，坚持“三个重点”、强化“三项监督”，即：
坚持以财务制度执行情况审计为重点，强化财务监督；坚持以实行任期经济责任和离任审计为重
点，强化政绩监督；坚持以实行农民负担专项审计为重点，强化专项监督。纪检、检察、公安要加
强协作，充分发挥各自职能，形成合力，管辖权限内的案件不互相推诿，以避免打击不力现象，从
而增强法律的威慑力，保障农村社会的稳定，促进农村经济健康发展。第三,健全法律、法规，完
善监督保障措施。通过立法程序，强化监督职能，充分发挥各级农村经济经营管理部门在农村财务
管理工作中的主导作用，努力构建法律监督、农经审计监督与群众民主监督协调配合、相互作用的
监督体系和工作格局，有效遏制和惩治村组干部的违规、违纪行为，避免和挽回集体经济损失。第
四,加大农村审计监督力度。开展农村集体经济审计工作，以《审计法》、审计署《关于内部审计
工作的规定》、农业部《农村合作经济内部审计暂行规定》和农业部、财政部、审计署出台的有关
政策规定为依据，不断充实审计内容，拓宽审计领域，规范审计行为，逐步做到农村审计法制化、
规范化、制度化。 
   二、不断提高农村财会人员素质, 为村集体财务监督提供强大的人才支持 
   加大对农村会计人员的培训和管理力度,建立一支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农村财会人员队
伍, 为村集体财务监督提供强大的人才支持。建立专业会计队伍的管理体制，设立会计服务站或会
计服务公司，全权负责对农村会计的选聘、任免、考核、奖惩、培训和业务指导。每年年终由经管
站组织一次对村级会计的考核，考核实行百分制，根据分数分为优秀、称职、不称职三个等次，考
核采取评议和工作实际相结合的办法进行。对于考核不称职的，按照“动态考核、末尾淘汰”的规
定，予以免职并重新聘任会计。继续推行会计持证上岗制度。  
   三、建立健全各种财务会计制度,做好会计基础工作,提升财务监督水平 
   第一,建立健全一整套村集体经济组织财务管理的制度。建立健全一整套村级财务管理的制度
是当前加强村级财务管理的当务之急。通过制度来规范村级财务管理中的违法违纪行为，需制定
《财务管理制度》以及相配套的《票据管理制度》、《民主理财制度》、《财务公开制度》、《财
务收支预决算制度》、《开支审批制度》、《货币资金管理制度》、《固定资产管理制度》、《财
务档案管理制度》、《财会人员管理制度》、《"一事一议"筹资筹劳等制度》、《债权债务管理制
度》、《奖惩制度》、《审计监督制度》，《农村干部任期和离任审计制度》等方面的规章制度，
并严格监督执行。重点探讨以下两种制度。第二,做好会计基础工作。要按照国家财会制度的统一
要求，设置“四账二簿一柜”，即：总分类账、明细分类账、现金日记账、存款日记账、用工登记
簿和救济物登记簿、会计档案柜。按规定的格式、内容、填制方法、审核程序及核算方法使用会计
凭证进行会计核算，按期把账簿、凭证、报表等会计资料整理造册、登记、归档、妥善保管。同时
实行“三个统一”，落实“四项制度”，即统一账簿、统一凭证、统一科目和民主理财制度、资金
审批制度、现金管理制度和档案管理制度。从根本上杜绝徇私舞弊行为的发生，铲除滋生“流水
账”、“包包账”的土壤。 
   四、全面深化财务公开，构建民主公开的经营管理机制 
   财务公开是民主理财的重要手段，是新形势下加强农村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进一步扩大
基层民主，保证农民依法行使民主权利，推进村民自治的一项具体措施。其实质是让群众参与财务
管理，强化村集体经济组织自身管理能力。财务公开是民主监督农村财务的有效方法。为切实加强
财务公开工作，必须按照“健全制度、民主决策、强化监督、规范动作”的总体要求，尽快建立、
完善农村财务管理的民主监督机制，提高农民群众的主动监督意识，增强村干部的接受监督意识，
全面深入地推进财务公开工作。通过财务公开，增强财务收支的透明度，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
权益(作者单位：河南纺织高等专科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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