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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分析了当前农村财务管理的现状、存在的问题, 并提出了解决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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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村财务管理涉及到农村工作的方方面面和农民的切

身利益, 历来都是广大老百姓关注的焦点, 也是当前农村工

作的重点和难点。农村财务管理是否规范、民主、到位, 是农

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状况最根本、最直接的反映, 直接关系

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进程。

1  农村财务管理的现状

浙江省景宁县共有24 个乡镇、283 个村委会, 总人口17

万, 其中农业户籍人口15 .1 万人, 占总人口的89 % 。

农村财务管理事关农村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近年来 ,

该县以加强农村集体资产管理为着力点, 切实加强农村财务

管理, 县委、县政府一直十分重视农村财务管理工作 , 积极推

行村级会计委托代理制, 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健全

和完善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制度的意见》的文件精神, 使得

该县的农村财务管理得以逐步规范, 为该县农村财务“管理

民主”的进一步推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 .1 全面实行村级会计委托代理制 按上级有关规定, 从

2001 年起, 该县开始农村财务委托代理制试点, 目前全县24

个乡镇、283 个行政村的村账务已统一由乡镇村级会计代理

办公室代理。

按照县里对农村集体财务管理的统一规定, 经济业务发

生较为频繁的村每月做1 次账, 业务量较少的村每个季度做

1 次账; 对集体资金分村开设账户管理, 由村集体和乡镇代理

办公室分别预留相应人员的印鉴 , 日常开支根据实际情况实

行备用金制度。通过这些措施, 有效地防止了超限额库存现

金和随意支取集体资金的现象, 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挪用、

滥用集体资金的行为发生。

1 .2  规范会计核算 2005 年, 县农业、财政部门为落实财政

部颁发的《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的文件精神, 对全县乡

镇农经人员进行了集中培训; 各乡对村财务人员和民主理财

小组组长及村主要干部进行了培训。全县各村按照《村集体

经济组织会计制度》的规定和程序进行会计核算。

1 .3  严格管理票据 凡是农村集体的所有收入必须使用全

市统一印制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收款收据”。对收据运行

流程作了规范, 即市农业局统一印制→各县农业局到市农业

局购买并作单据号码登记→各乡农经部门到县农业局购买

并作单据号码登记→各村到所属乡农经部门领取并使用→

乡农经部门专人负责单据的登记和缴销。这样既规范了票

据使用, 又避免了收入不上账的现象, 堵塞了财务漏洞, 保证

了收入的真实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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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  加强资产管理  在农村集体资产的添置或处置( 除接

受捐赠、项目配置外) 上作做了制度性规定。添置或处置农

村集体资产要事先经乡镇村级财务规范化管理工作领导小

组办公室审查, 作价转让的, 要合理估价或公开出让 , 并及时

收回价款。要确保集体财产的安全完整, 不得随意用村集体

财产抵押贷款、为他人担保, 确需用村集体财产抵押贷款、为

他人担保的须经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

1 .5  认真开展审计 该县农村财务审计工作由乡镇村级经

济审计办公室牵头, 农经、财政、纪检等部门配合共同办理。

实行委托代理的村财务原则上每年度审计1 次。2005 年, 全

县各乡镇对村级财务进行了全面的清理和审计, 促进了村级

财务规范化建设 , 有力地遏制了贪污、侵占、挪用、拖欠集体

资金的不法和不良现象。

1 .6  强化“两会一组”监督  农村财务管理离不开民主监

督。村民( 社员) 大会、村民( 社员) 代表大会和民主理财小组

是对农村财务实施监督的有效载体。全县各村都建立了由3

～5 人( 由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无记名投票选举产生) 组

成的民主理财小组, 并明确了统一的权利和义务。

民主监督中, 要求对每一笔开支 , 经办人均要在票据背

后注明开支事由, 定期提交民主理财小组审核 , 经民主理财

小组成员讨论通过, 组长签字后, 村主要负责人才能签字审

批。改变了过去“开支不民主、财务不公开、群众意见大、干

群关系紧张、各项工作难以开展”的状况, 通过加强农村财务

管理推进了村内其他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

1 .7  财务公示公开 广大群众对农村集体财务有着广泛的

知情权和监督权 , 包括财务计划、各项收入、各项支出、各项

财产、债权债务和收益分配情况等。公开的程序: 代理部门

对财务做账—编制集体财务公开工作底稿—民主理财小组

审核并签注意见—向村民( 社员) 公开。公开的时间: 实行按

月做账的在下月5 日前公开 ; 实行按季度做账的在下季度头

月5 日前公开; 重大财务事项在结束后及时公布。公开的方

式: 以固定的村务公开栏或公开表上墙的方式向村民或社员

公布。从实施情况看 , 全县的农村财务公开制度执行较好。

该县农村财务管理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开创了难得

的多赢局面。实行村级会计委托代理制后, 财务管理得以逐

步规范, 得到了4 个方面的满意 : 一是因财务管理问题引起

的群众上访明显减少, 工作量、工作难度减小了, 业务部门满

意; 二是财务监督关口前移, 从源头上管住农村集体资产, 集

体资产能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 村社随意挥霍集体资金的

现象减少了, 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得到加强 , 乡镇党委、政

府满意; 三是实行农村财务委托代理和财务公开, 还干部一

个清白, 给群众一个明白 , 群众的疑惑减少了 , 干部的威信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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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了, 村干部满意; 四是集体和群众利益都能得到切实的保

护, 烦恼少了, 心情舒畅, 群众满意。

2  农村财务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农村财务管理是一项系统、复杂、琐碎、专业性强的工

作, 涉及的工作面广、量大、人多、事杂, 通过近几年来的探索

和实施 , 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集中表现在以下方面。

2 .1  个别地方不够重视  个别地方的领导对当前党在农村

工作上的方针政策学习不够, 研究不深, 对加强农村财务管

理促进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推动农村社会发展和稳定大

局的意义没有足够的认识, 从而对农村财务管理工作重视不

够, 或管得不细不实, 对工作人员配备、经费落实、工作中的

矛盾等解决不好。一些地方的领导认为, 农村税费改革后 ,

村级基本没有收入 , 多数地方都成了“空壳”, 对农村财务多

管、少管都一个样 , 出不了什么大问题。还有的认为, 村级组

织是自治组织 , 加强村级组织财务管理是干扰基层的正常

工作。

2 .2  制度执行不到位 尽管县里对农村财务管理制定了较

为规范和全面的管理办法, 但有的地方对这些制度的执行不

到位, 仍然存在以支代收、账款不清、白条支出等现象。个别

村前几年因缺少收入, 村干部误工费长期未兑现, 致使村干

部们谁收钱谁就掌管, 出现了村干部个个都是出纳的怪现

象, 财务收支也不交会计做账。

2 .3  农村财务多数虚空  当前农村财务多数虚空的主要原

因是村集体没有企业等经济实体, 无经济收入。全县村集体

收入1 万元以下的有221 个村, 占全县行政村的78 % 。许多

村几年无收入, 村账务上只有几笔上级下拨的专项应付款。

2 .4  民主理财不规范 理财小组人员虽经村民大会选举产

生, 但由于种种原因造成部分人员文化素质不高、法制观念

淡薄, 责任意识不强, 没有认真履行权利和义务; 要么以村支

“两委”的意见为理财依据, 要么以自己的好恶为评判标准 ,

不按规范程序理财, 个别地方公开内容不完整、不全面、笼

统, 没有按规定逐项逐笔公开, 群众看不懂; 有的地方没有做

到每年至少公开4 次的要求 ; 有的地方意见箱形同虚设, 没

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2 .5  乡镇缺少农经干部  全县24 个乡镇, 有7 个乡镇没有

农经干部, 如: 沙湾、大地、大际、秋炉、家地、陈村等, 这些乡

镇的农经工作, 有的是农技干部、有的是乡镇其他干部临时

代做。农经工作是业务性很强的工作 , 要有一定的业务基

础, 尽管这些代理人员工作肯负责, 也做得很辛苦, 但很难达

到较好地完成农经工作任务的要求。特别是通过大量人力、

物力、财力搞起来的村级会计委托代理制, 有的乡镇村级会

计代理办公室处在关闭半关闭的状态,1 年多未接过村级的

账务, 有个别乡镇代理办公室只是在成立时接过几笔村级的

账, 以后就一直未接过, 办公室形同虚设, 给该县的村级财务

管理工作带来了负面影响。

3  对策

3 .1 提高思想认识, 加强组织领导  村级财务是农民关注

的焦点 , 是农村工作的难点之一。这项工作点多面广, 工作

量大, 其管理的规范与否 , 不仅影响农村社会的稳定 , 而且直

接关系到党和政府在群众中的威信及形象, 进而影响农村经

济社会的发展。各级领导和有关部门必须高度重视, 切实加

强组织领导。要建立健全组织领导机构 , 完善相关法律制

度, 明确职责, 认真落实好人员配备、经费保障、设施配备等

措施, 保证农村财务管理工作的正常运转。

3 .2 全面实行农村财务委托代理  实践证明, 实行农村财

务委托代理是加强农村财务管理、规范财务行为、遏制农村

财务管理混乱的有效办法。一是实行村级财务委托代理, 实

现了管理重心下移, 监督关口前移, 加大了财务监督的力度 ,

改变了以前的事后监督为“事前、事中、事后”全程监督 , 从源

头上遏制了财务混乱状况的发生。二是实行村级财务委托

代理, 促使了钱、账分管, 规范核算, 强化了会计、审计监督等

内控制度和外部监督机制的建立 , 能够更好地贯彻落实财务

制度, 执行财经纪律。三是实行村级财务委托代理制度 , 有

利于民主管理和制约机制的建立 , 从而杜绝村干部腐败现象

的发生, 促进农村其他工作的顺利推进。因此 , 各级党委、政

府要提高对农村财务委托代理工作的认识和重视程度 , 把这

项工作纳入日常工作的重要议程 , 切实解决工作中的各种困

难, 进一步规范农村财务管理, 增强基层组织的凝聚力、号召

力和战斗力, 为农村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新农村建设做出积

极贡献。

3 .3 理顺管理体制, 完善管理制度  农村财务管理工作涉

及农村集体经济活动的方方面面, 专业性、政策性强 , 点多面

广量大, 是农民群众最为关心的事项之一。要进一步强化农

村财务预决算、货币资金管理、财务审批、票据管理、财产物

资管理、财会人员管理、民主理财及财务档案管理等方面的

措施, 用制度管财、管人、管事。

3 .4  切实加强队伍建设  一是建议每个乡镇必须配备1 名

农经干部或安排1 名有一定农经业务基础、相对稳定的干部

做农经工作。同时适当安排资金, 加强农村财会人员、农经

干部的业务培训工作。二是要使村级财会队伍相对稳定, 不

能随意调换村级财务工作人员。有的村财务人员调换频繁 ,

村事务的决策、管理权集中在村支书、主任等少数人手中, 有

的财会人员被“精简”, 有的被村干部“交叉任职”, 权力高度

集中, 少数人说了算, 这种缺乏监督制约的权力, 是滋生腐败

的温床。要按规定配好村级财务管理人员, 防止村干部直接

管钱、管物。

3 .5 健全监督机制, 强化财务监督  对农村财务管理工作 ,

要开展广泛的事前、事中、事后监督 , 机制要进一步完善 , 监

督要有力, 措施要到位。一是要切实推行财务公开, 强化民

主监督, 加强对村财务公开工作的指导、检查、督促, 防止有

名无实搞假公开, 充分实现群众对财务的知情权、参与权和

监督权。二是完善民主理财制度, 强化民主理财小组的监督

作用。三是要规范会计核算, 强化会计监督, 加强票据管理 ,

强化内部监督制约机制。四是要加强审计监督。农业行政

主管部门要进一步加强农村财务审计、村干部离任审计和日

常工作的检查力度, 认真贯彻落实农村财务管理的各项规章

制度, 规范财务管理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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