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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力筑牢“三资”监管“防火墙”

高 峰,冷 媛,吕 挺/江苏省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站

为切实提高农村集体“三资”管理水平，江苏于 2017年开始在全省全面开展农村集体“三资”管理专项治理，采取“实地

+书面”调研的方式，排查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的主要风险点，同时组织力量对南京市审计局“百村审计”发现的 630个问题

逐一研究梳理。针对这些风险，制定《全省农村集体“三资”管理专项治理方案》，明确八项治理措施，并严格贯彻落实。目

前，专项治理效果在广大农村地区正逐步凸显，为全省推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重要保障和支撑。

聚力创新，各项工作深入推进

全省各地紧紧围绕专项治理方案，以八项治理措施为工作抓手，细化实施方案，压实工作责任，深入推进各项工作，全省

上下形成一片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

全面开展农村集体“三资”管理“阳光行动”试点。在全省 13个行政村开展试点的基础上，各地因地制宜，积极探索形式

多样的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公开方式。截至目前，全省 13个市的 6625个村开展了农村集体“三资”管理“阳光行动”试点，

超过全省总村数的 37%。扬州市大力推进“e阳光”手机 APP，目前已推广至 1081个村（占全市总村数的 98%)，录入数据 74万

多户，发布信息 15000多条。南京市开发市、区、镇、村、组、户六级一体的全市农村“三资”管理“E阳光”信息公开平台，

设计 9大模块，实现了管理平台和公开平台的互联互通，数据共享与数据专享并存，目前正在全市各区推广。

强力推动农村集体资产资源流转进场交易。各地按照交易范围全覆盖、市场交易全流程、社会监督全方位的工作要求，细

化交易方案，实施部门联动，强力推动工作开展。目前，全省超过 88%的村开展进场交易，总数达到 15586个。连云港市出台《关

于加强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建设的实施意见》和《关于开展乡镇农村产权交易中心标准化建设的指导意见》，加大县乡两级

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建设力度，目前己有 64个涉农乡镇建立了农村产权交易中心。苏州市在整合 7个县（区、市）产权分中

心的基础上，在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内建设农村产权交易中心，全面推行农村产权线上交易，通过开发线上交易系统，与农经

部门资产管理系统无缝对接，实现交易环节全程留痕可追溯，确保交易高效透明。

扎实推进村级资金管理非现金结算。自 2017年 7月部署“村务卡”试点工作以来，试点地区根据《关于开展村务卡试点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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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通知》要求，取消村里的现金收支，使用村务卡让每笔资金流动都留下痕迹。截至目前，全省 10016个村开展了“村务卡”

试点行动。宿迁市在全省率先推行“村务卡”村居全覆盖，全市 1447个村居（社区）己开设基本结算账户。泰州市通过规范村

级所有收入、支出全部采取非现金形式，实现所有对象、所有项目、所有金额三个“全覆盖”，目前全市实现非现金结算的村

达 1599个，占全市 99%，涉及农户 114.97万户。常州市通过“村银通”和“村务卡”进行一收一支两条线管控，最大程度减少

现金支付结算，形成“一卡通”的常州模式。

积极开展农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目前，全省已有 13个市的 95个县 13953个村启动了清产核资工作，占全省总村数的 79%。

苏州市在全省率先试点镇级集体资产清产核资工作。镇江市在试点先行的基础上，全面推进清产核资工作。南京市制定了《南

京市农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工作规程（试行）》等多项技术标准和规范，按照“三全八步、实测实查”要求，摸清了全市农村

集体资产，目前全市村组集体资产清产核资己全面完成。盐城市按照“资产清查、权属界定、确权登记”三步走的策略，在各

县（市、区）全面开展清产核资，目前己全面完成第一阶段工作，预计上半年可以全面完成该项工作。

强化审计监督和责任追究。督促各地通过县级抽审、镇级互审、联合专门部门审计、委托第三方审计等多种形式，开展专

项审计。对村级财务收支、村干部任期与离任经济责任以及农民群众反映强烈的集体“三资”问题开展专项审计。对审计发现

的问题，要求及时整改，并追回集体经济损失，对涉嫌重大违法违纪违规的，移交有关部门处理。以县（市、区）为单位制定

岗位责任清单和问责办法，建立健全农村财务管理岗位责任追宄制度，明确各自职责和追究形式，按照工作内容、工作职责和

工作程序，从最终环节层层查起，实行“谁失责，谁担责”。专项治理以来，淮安市有 885 个村完成了农村集体经济专项审计

工作，盱眙县与南京审计大学合作开发了农村集体“三资”在线审计平台，金湖县计划用三年时间对全县所有的行政村进行轮

审，目前己完成首批 36个村的审计任务。如东县建立了县委农办财务科和退职镇农经干部组成的农村集体“三资”专项治理审

计小组，对全县 15个镇的村交镇代管资金进行全面审计。

亮点频现，专项治理成效显著

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各地紧紧围绕相关实施方案，大力推动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制度化、信息化和规范化建设，成效显

著。

有效维护了农民的知情权、决策权和监督权。老百姓参与民主管理的积极性大大提高，村群、干群关系得到大大改善，促

进了农村地区的和谐稳定。试点情况充分证明，“阳光行动”是搭建农村基层民主平台、拓宽农民参与民主管理渠道、密切党

群干群关系的有效举措。各地通过以“互联网+”为手段，以民主、公开为途径，以公开推送、公开交易、公开操作为主要内容，

切实解决了一些地方财务公开流于形式、“三资”管理不到位、农民群众的民主权利得不到保障等突出问题。

有力促进了农村集体资产财务管理水平提升。专项治理督促各地从制度上找出漏洞，有效预防了群众身边的腐败行为，农

村自治水平得到显著提高，乡村治理得到极大改善。通过推进村级资金管理非现金结算，健全了村级收支预算管理、村级开支

审批报账等各项配套制度，明确了审核、报销、接待、支付等资金管理关键环节的具体要求和规定，强化了资金管理全流程监

控，通过银行办理转账结算、痕迹管理，从源头上杜绝了收不入账、坐收坐支等违法违纪现象，提高了村级支出透明度。通过

对农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将集体资产按照资源性、经营性、非经营性分类登记，实行台账管理，保护用好资源性资产，盘活

用好经营性资产，管护好非经营性资产，全面加强了农村集体资产财务管理，有效解决了集体资产管理不规范、监督不到位、

核算不准确、分配不公开等突出问题。

切实壮大了农村集体经济。通过进场交易，进一步规范了全省农村集体资产资源交易行为，杜绝了场外交易和暗箱操作，

有效盘活了农村闲置资源，实现资产资源溢价增值，更好发挥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提高了农村集体资产资源的

利用效率和经营效益，进一步增强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造血”功能，提高了农民财产性收入。2017 年全省农村集体经济经

营性收入增长近 5%，农村人均收入有了一定的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比进一步缩小。



3

突出重点，固化治理工作成果

全省各地积极推进农村集体“三资”管理专项治理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还存在着部分地区认识不够深刻、工作推进

不平衡、制度落实不到位、工作队伍不健全等方面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围绕遏制农民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突出重点，

继续深入推进各项工作，全面总结，先行先试，夯实农村改革基础。

创新方式，着力提升农村集体“三资”管理信息化水平。加快农村集体“三资”管理信息化建设，拓展农村集体“三资”

管理平台内容，完善记账、管理、预警、监督功能模块，及时将清产核资后的数据、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名册等信息录入信息平

台，实行动态管理，促进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平台互联互通，实现数据资源兼容共享。全面开展“阳光行动”试点，以“互

联网+”为手段，引导各地探索以手机 APP、微信公众号等载体定期推送农民关心的信息，切实保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知

情权、决策权和监督权。指导各地完善平台功能，优化推送内容，提升“阳光行动”实施效果，持续扩大“阳光行动”试点范

围，扩大农户覆盖面。

多措并举，努力提高农村集体资产财务管理能力。加快建设农村集体资产监督管理信息平台，推动农村资产资源大数据平

台建设，定期公开农村集体资产资源市场交易情况，在总结成功经验模式的基础上，继续推进村级资金管理非现金结算，大力

推动农村集体资产资源流转进场交易。全面推行村级资金管理非现金结算，扩大“村务卡”试点范围，对村级经费实行预算管

理制度，与农户发生的往来结算走农民“一折通”渠道，资金流向全程留痕，提高各地资金管理使用的安全性和透明度。指导

各地积极创建全国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示范县，不断提升农村集体“三资”管理水平。加强村会计队伍建设，实行镇级统一

管理、集中培训和交叉轮岗，提高村会计的财务核算能力和监督水平。选择一部分村级集体经济实力强、业务量较大的村，在

清产核资到位之后，开展村级财务第三方代理试点。

着眼长远，积极构建全省农村集体“三资”管理长效机制。全面总结农村集体“三资”管理专项治理情况，对成功做法和

先进典型在全省进行推广，把专项治理工作中深受农民群众欢迎、需要长期坚持、比较成熟的经验做法以制度形式固定下来，

着力抓好建章立制。针对专项治理中存在的问题，认真研究原因，找准症结，举一反三，及时堵住制度漏洞。坚决维护“三资”

管理制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确保形成的制度行得通、指导力强、长期管用。完善村级民主决策机制，畅通群众监督渠道，以

民主促落实，以公开促执行，推动“三资”管理各项制度规定在广大农村基层落地生根。

规范管理，继续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大力推进全省农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任务，争取在 2019年底前全面完成。加

快科学确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建立健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积极推进经营性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全面加强农村集

体资产财务管理，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