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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村级组织财务管理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完善农村公共产品融资机

制的制度基础。对贵州省 7 个地州市 9 个县 31 个行政村的实地调研结果显示，贵州农村村级

组织财务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会计基础工作薄弱，财务管理制度不规范；会计人员选聘机

制不合理，人员素质亟待提高；民主监督职能弱化，审计监督乏力；村级债务较为严重等。为

了切实提高农村村级组织财务管理的水平，必须扎实推进“村财乡代管”制度，改革村级财务

人员选任模式，健全民主理财监督制度，加强村级财务审计监督，并努力化解村级债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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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村级组织财务管理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建立科学规范的村级组织财务管理

制度，有利于完善农村公共产品融资机制，引领农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农民增收致富；有利

于推动村级组织的良好运行，巩固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有利于完善农村的民主法治建设，建

设“和谐农村”。 

綦好东和王爱华（2004）探讨了我国农村税费制度改革背景下乡村财务规范体系建设的框

架体系，他们认为，乡（镇）村财务管理规范体系的建设目标是建立责权利明晰、科学民主、

运作规则、完善高效的乡（镇）村财务管理规范体系；国家在乡（镇）村财务管理规范体系建

设中的主要职责是进行制度供给，制定相关的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并指出了乡镇政府在村

级财务管理中的职责以及村民会议及村民委员会在村级组织财务管理中的主体地位。王丽芹等

（2006）深入分析了农村税费改革后财会工作的改革取向，即规范化、法制化和电算化；提出

了农村财会工作的管理模式，即村财、民理、乡代管。此外，梁瑞智（2007）探讨了村级财务

工作的监督体系建设问题，潘宪臣（2009）探讨了实行村级财务代理制应注意的六个问题，等

等。这些研究成果给我们研究农村财务管理问题提供了丰富的视角，遗憾的是绝大多数成果都

是理论推演和制度解读，没有进行深入的实地调研，说服力大打折扣。 

为了深入了解我国村级组织财务管理状况，我们以贵州省为切入点，于 2010 年 7-9 月对

遵义市、六盘水市、安顺市、黔东南州、黔西南州、黔南州、铜仁地区 7 个地州市 9 个县 31

个行政村 进行了广泛的实证调查，调查内容涉及民主理财与村级财务管理、财务预决算与财

务公开、农村财务管理模式、会计人员选聘机制与会计人员素质、会计基础工作与村级债务、

村组干部报酬与村级组织运转六个方面。此次调查采用访谈式问卷调查形式，调查对象为样本

村的村主任或村会计；在调查员的选择上，我们选取了既有一定会计专业素养又经过调查前专

门培训的大学生（其中大部分同学老家在贵州）；调查采取两人一组的形式，对于小部分老家

是外省的调查员，采用混搭形式，和一名本省的调查员一组，这样就能以农民接受的方言进行



交流，保证了调查结果的质量和准确性。 

 

二、贵州省农村村级组织财务管理的现状 

1.民主理财与村级财务管理 

（1）村民会议召开情况 

为了了解村级财务管理的基本情况，我们首先设计了“村里经常召开村民大会吗？”的问

题，调查结果显示：被调查的 31 个行政村中，有 15 个村定期召开村民大会，占 48.39%；16

个村只是临时有事才召开村民会议，占 51.61%。村级组织召开村民会议主要涉及以下内容：

乡镇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事宜（“一事一议”制度）（87.10%），通报村里近期工作动态（74.19%

），讨论修订乡规民约（74.19%），通报乡（镇）近期工作动态和工作打算（67.74%），选举

乡（镇）、村领导干部（64.52%）等。 

（2）民主理财情况 

民主理财是村级组织财务管理规范运行的基础。调查发现，31 个被调查的行政村中有

83.87%的村按规定设立了民主理财小组，但仍有 16.13%的村未按规定设立民主理财小组，给

村级组织财务管理埋下了隐患。在已按规定设立民主理财小组的村级组织中，民主理财小组大

多由 3～5 人组成（80.77%），有 15.38%的村由 7 人以上组成，仅有 3.85%的村由 2 人组成。

从村民主理财小组的产生机制来看，有 84.62%的村是由村民代表会议选举产生的，其余 15.38%

的村是由村民大会选举产生的，都是经过民主推荐产生。 

此外，我们还从调查对象的主观认识上设计了“您知道村民主理财小组的职责吗？”的问

题，调查结果显示，有 74.19%的受访对象知道民主理财小组的职责，有 12.90%的受访对象对

民主理财小组的职责有所了解，尚有 12.91%的受访对象压根儿就不知道民主理财小组的职责

。可见，民主理财制度还有待加强和普及。 

总的来看，民主理财制度调动了村民自治的积极性。但是在真正执行的时候，民主理财小

组的成员是不是“民主人士”是要画个问号的。调查发现，民主理财小组的成员中虽然有 84.62%

是由村民代表会议选举产生的，但是这部分村民代表往往只是代表了少数村民，甚至是直接由

村干部作为代表选举产生的。在调查中还发现，实际上有些村的民主理财小组成员就是各个小

组的村民组长兼任的。这样的民主理财小组实际上对工作就不能民主对待了，极大地影响了民

主理财的公平公正性，也打击了广大村民参与村级财务管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2.财务预决算与财务公开 

（1）财务预决算情况 

财务预、决算制度是现代财务管理的主要内容和科学方法之一，在公司理财中亦已得到广

泛应用。受访的 31 个行政村中，有 58.06%的行政村实行了财务预算和决算制度，村级财务管



理逐渐走向正规化和科学化，坚持有计划的管理，避免了随意开支；但 41.94%的行政村仍未

实行财务预决算制度，财务管理制度不健全，亟待加强。 

（2）财务公开情况 

对村级组织财务公开频率的调查发现，100%的村都是定期公开村级财务状况的，并且多数

是每个季度公开一次。对于财务公开形式，有 93.55%的行政村采用公告栏的形式予以公告，

有 22.58%的行政村选择在村民大会或者村民代表会议上通报，有 29.03%的行政村经村民理财

小组审查同意后予以公告。 

3.财务管理模式 

2002 年以来，贵州省各地按照中央、省的统一部署，贯彻“减轻、规范、稳定”的方针

，认真落实农村税费改革政策，突出“减负增收”这个主题，加大撤村并村的力度，实行村级

干部交叉任职，大幅度精简村组干部职数；加强村务管理，实行村务公开，建立“村财乡代管

”的管理模式。为了进一步掌握贵州省农村实行“村财乡代管”财务管理模式的情况，我们对

此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被调查的 31 个行政村中有 21 个村实行了“村财乡代管”制度，占

67.74%；但是仍有 10 个村未实行“村财乡代管”制度，占 32.26%。在实行“村财乡代管”制

度的样本村中，具体的代管方式又有所不同。其中，38.1%的村是资金和账务都由乡镇财政所

代管；61.9%的村属于资金由乡镇财政所代管，账务仍由村办会计办理。 

对于实施“村财乡代管”制度必要性的认识，有 82.76%的村干部认为是很有必要的，只

有 17.24%的村干部认为没有必要。对于实施“村财乡代管”制度的好处，受访对象认为：有

利于合理控制开支（67.74%）；有利于堵塞财务漏洞，抑制干部挥霍浪费甚至贪污腐败（67.74%

）；有利于精简村干部职数（29.03%）。 

但是，我们仍应看到，“村财乡代管”制度也存在弊端，在受访对象中，高达 48.39%的

人认为“工作不方便，经常往返于村乡之间费时又费力”，32.26%的人认为“影响村经常性活

动的正常开展”，16.13%的人认为“不符合村民自治原则，侵害村的自治权利”，另有 3.23%

的人认为“乡镇财政所或其他部门可能侵害村的经济利益”。这些问题亟待正视。 

4.会计人员选聘机制及会计人员素质 

科学合理的会计人员选聘机制及高素质的财会人员是确保会计信息质量和财务管理规范

运作的基石。在受访的 31 个行政村中，21 个村会计是由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会议选举产生的

，占 67.74%；有 7 个村会计是由乡镇政府委派的，占 22.58%；另有两个村是经公开竞聘上岗

的，占 6.45%（见表 1）。 

 



表 1 显示，目前贵州省村级组织会计人员的选聘机制基本是科学合理的。但是，受访的

31 个行政村的村会计都没有取得会计从业资格证书，不具备会计从业资格，这是村组织财务

管理工作的隐忧。同时，村会计的文化程度偏低，有 80.56%的村会计只具有高中文化或中等

文化程度，仅有 16.13%的村会计具有大专文化程度，还有 3.23%的村会计只有小学文化。总体

而言，贵州省村级组织会计人员文化素质较低，不但学历较低，而且缺乏会计专业知识。除城

郊结合部的部分村会计拥有中专或大专学历外，其他地方大多数是初、高中文化，也没有经过

专业培训，更没有“持证上岗”。有的村会计不会记账，甚至没有听说过借贷记账法，大多数

是记“流水账”；同时，村级会计人员年龄老化，年轻人不愿意在村里干，又找不到合适人选

，只能赶鸭子上架。由于没有规范的账簿记录，因而在编制报表时也只是胡编乱造，甚至凭空

捏造；由于没有经过专业培训，部分会计人员职业道德低下，法律意识淡薄。 

5.会计基础工作和村级债务 

（1）会计基础工作 

调查结果显示，贵州省村级组织会计基础工作比较薄弱，具体体现在：会计和出纳没有分

设（占 29.03%），缺乏监督和制衡；会计人员离任时没有办理严格的交接手续（占 29.03%）

；出纳没有严格按照收付款凭证办理款项收支（占 3.23%）；会计档案保管制度不健全（占 22.58%

），“包包账”、“捆捆账”较为普遍。 

（2）村级债务问题 

在受访的 31 个行政村中，近半数的村（48.39%）仍然存在村级债务，这些债务的形成原

因包括：村集体兴办公益事业（86.67%）、开办村办企业（6.67%）、维持村集体正常运转（

26.67%）以及村民欠缴各种税费形成的债务（20%）等。 

关于“村级组织财务管理仍然存在的主要问题”，高达 93.55%的受访对象认为“村集体

缺乏收入来源，村级组织经费紧张”，22.58%的人认为“村级债务仍然比较严重”、“缺乏严

格的村干部离任审计制度”，19.35%的人认为“缺乏良好的财务管理制度”，6.45%的人认为

“缺乏对村干部使用资金的有效监督”，3.23%的人认为“部分村干部存在以权谋私，贪污腐

败问题”。由此可见，贵州省绝大多数村级组织缺乏收入来源，严重掣肘着贵州农村的经济社

会发展和农民增收致富。另外，审计监督机制的缺失也是应当引起高度关注的问题。 

6.村组干部报酬与村级组织运转  

（1）村组干部报酬情况 

在村组干部报酬的发放方式方面，调查结果显示，74.19%的村是按月定期发放，19.35%

的村按年发放（表 2）。 

 



实际调查显示，村干部的报酬大多按月发放，月工资 400～600 元不等，而组干部报酬大

多是按年或者按季度发放的，每月平均 150 元～200 元不等。村组干部的工资水平较低，尤其

是组干部。他们大多数也是农民，以种地为生，但是越到基层工作就越细越繁杂，数目有限的

报酬却要承担繁重的工作任务，尤其是某些偏远地区，工作的开展耗费了村组干部大部分的时

间，严重影响了村组干部的工作积极性。 

（2）村级组织运转情况 

关于“村级组织运转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有 80.65%的受访对象认为“县、乡镇

的财政补助太少”、“村集体经济发展缓慢、收入少”；77.42%的人认为“村组干部报酬低，

干部工作积极性不高”；另有 6.45%的人认为“供养的村组干部过多，人浮于事”，3.23%的

人认为“村民困难补助、民兵训练、各种达标升级活动等非生产性开支过大”等。总的来看，

在被调查的 31 个行政村中，除少数城镇周边村集体有一定集体经济收入来源外，绝大多数村

级组织经济收入来源有限，收入较少，甚至难以维持村集体正常的业务活动，为了开展正常工

作，不得不借债，村级组织运转困难。 

 

三、当前村级组织财务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1.会计基础工作薄弱，财务管理制度不规范 

一是账簿设置不健全，账务处理混乱。大多数村账簿设置不健全，除一本流水账外，没有

总账、明细账，更不用谈往来账、财产物资账、现金日记账和银行存款日记账。大多数村没有

按国家统一规定设置相应的会计账目，会计科目设置不规范，记账方法不科学，多数采用单式

流水账， 甚至把财务账目变成了票据粘贴簿，不能正确反映财务收支的来龙去脉，不便于查

账和稽核。 

二是原始凭证不规范甚至不真实。原始凭证的填写不规范、取得途径不合理，主要表现在

业务往来活动中未开具正式票据，票据上经办人签章不全，白条抵库现象严重。 

三是会计人员交接手续不规范，会计档案保管制度不健全，会计岗位缺乏制衡。很多村会

计离职时，交接手续不健全或没有交接手续，也没有将相应的资料移交。这种在会计交接上断

档、账随人换的现象非常普遍，由此造成会计档案保管不善、损毁、丢失现象严重，为以后会

计工作的核实和查阅带来相当大的困难。此外，不少的村级组织没有实行钱账分管，会计和出

纳由一人担任，内部控制制度缺失。 

2.会计人员选聘机制不合理 

大多数的村会计是村支书从本村村民中指定，还有部分是村支书或者村主任的亲戚，所谓

的村级会议选举大多数是走过场，因而财会人员出于任职资格、自身利益的考虑，都要受到村

干部的牵制。这种“任人唯亲”的现象直接导致村级财会队伍的不稳定，每当村支两委换届选

举时，财会人员也随之变换，出现了“一朝天子一朝臣”的现象。村会计的更换甚至有一定的

随意性，出现一届村干部多任村会计的现象。 



3.会计人员素质偏低 

由于财会人员大多是在本村村民中产生的，文化水平大多较低，在一些较落后的村落，甚

至是只要认识字的人就“赶鸭子上架”，担当村会计，更甭说经过正规的专业会计知识的学习

了。无证上岗的现象普遍存在，会计业务知识匮乏，对会计职业道德一无所知，法律意识淡薄

，素质普遍偏低。 

4.民主理财监督弱化，审计监督缺失 

部分村民主理财小组成员不是经村民民主选举产生的，有的即使是经过了村民会议选举，

也只是走形式，多数是由村干部指定的。实际调查中还发现，有部分村民组长兼任民主理财小

组成员的情况，而村民组长大多是由村干部指定，这样民主理财小组失去了意义，根本起不到

民主监督的作用。村级财务监督主体不明，缺乏上级组织监督和社会监督，自我监督又执行不

到位或者流于形式，财务方面的政策、规章制度没有得到很好地贯彻落实。 

5.村级债务较为严重 

贵州农村经济整体发展较慢，在村提留、农业税被取消后，村集体没有其他经济收入，村

级财务状况较差，有的村集体甚至难以维持正常业务活动。不但如此，为了一些集体的公共事

业，还不得不举债，再加上多年积累下来的旧债务，造成村级财务状况恶化，运转艰难。 

 

四、完善村级组织财务管理的对策 

1.推进“村财乡代管”制度，规范村级财务管理 

“村财乡代管”制度是指坚持村级财务的集体性质不变、资产所有权不变、资金使用权不

变、财务审批权不变的原则，在村集体经济组织审议通过的前提下，委托乡（镇）设立专门的

会计机构对村级财务进行记账、算账，代理村会计职能；而村级不再设会计岗位，只设报账员

；报账员承担报账、出纳、统计及其他经济管理事项等职能；取消村级会计岗位、存款账户和

会计档案保管，由乡（镇）对辖区内村级组织的各项财务收支实行账、钱双代管。这一制度的

实施有利于规范村级会计核算体系，加强村级财务管理；有利于提高村账质量，加强会计基础

工作；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益，规范干部行为；有利于提高管理透明度。但是在具体实施这

一制度的时候，应该明确委托人的具体职责，防止越权操作；村干部也应该履行好监督职责，

保持村集体财产“四权不变”。 

2.改革村级会计管理体制，推行会计委派制 

会计委派制是由村组织推荐会计候选人员，县级农经部门集中培训、考试合格后，颁发《

村级会计证》，乡（镇）政府在合格人员中择优录用的一种制度安排。委派会计的任免，由村

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报乡（镇）农经部门审核，乡镇政府决定任免，列入乡（镇）管干部，

统一下文，委派到各村。推进村级会计委派制，有利于提高村会计人员的专业素质，规范村级

财务管理。委派会计的任职资格和报酬等切身利益不受制于村干部，有利于增强其工作的自主



性和相对独立性，保证会计信息的真实性。会计人员身份和地位的变化、素质的提高，也有利

于加强会计基础工作，提高会计工作的质量。 

3.建立健全民主理财监督制度，堵塞村级财务管理漏洞 

村级组织应当定期如实地向群众公开会计账目，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公开账目要清楚，最

好能细化到有总账也有明细项目；不单是公告栏，要运用多种公开形式，比如定期在村民会议

上通报、传阅，加大财务公开力度；每次公开后，及时听取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对于反馈质疑

，应细心解释，以便总结经验，提高财务公开的质量。同时，应加强民主理财小组的监督，推

进村级民主制度建设。选拔有一定会计专业知识、懂财务的人担任民主理财小组的成员，并进

行进一步的专业培训，提高其民主监督的能力；坚决杜绝“任人唯亲”现象，要真正民主选举

产生。民主理财小组应当充分履行监督职责，制定相应的议事规则，定期举行民主理财活动，

并有完整的活动记录，真正做到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 

4.加强村级财务审计监督 

加强村级审计监督是规范财务管理必不可少的重要措施。要按照财务管理要求，切实建立

起审计监督制度，增强审计力量。各乡镇应根据实际情况配备专职的农村财务审计人员，坚持

定期和不定期地组织人员深入村、组检查、指导和监督工作。杜绝不规范的会计操作，对于审

计中发现的违规违纪现象，加大惩戒力度。有条件的村还可以运用社会审计力量，如注册会计

师参与审计。 

5.采取切实措施，化解村级债务 

要妥善化解农村不良债务，特别是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要认真搞好村级财务清理工作，决

不能盲目举债，形成新一轮的乡村债务。在核实债务、分清责任的基础上，对于村级组织运转

形成的债务，如拖欠工资和日常经费、公款接待费用等，县、乡（镇）政府要先单位后个人量

力化解；对于因兴办村办企业等形成的经济性债务，要因循利导，引导债权债务双方采用债转

股等适当方式进行重组；对于那些确因人为操作形成的债务要严格追究责任人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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