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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州：探索农村集体“三资”管理新路径

姜桂平，李红亭/江苏省泰州市委农村工作办公室

江苏省泰州市近年来积极创新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工作方法、运行模式和管理机制，按照“数据共享一网通、管理责任

一单清、阳光村务一点明”要求，建成了市、市（区）、乡（镇、街道）、村（居）四级联网的农村集体“三资”信息管理平

台，通过平台+制度建设，推进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工作实现精准化、科学化、制度化、平台化，构建“产权明晰、权责明确、

经营高效、管理民主、监督到位”的管理体制，为促进农村改革发展、农民增收致富，推进江苏“两聚一高”新实践奠定坚实

基础。

构建“阳光三农”综合信息管理平台

按照“数据共享一网通、管理责任一单清、阳光村务一点明”要求，全力打造具有泰州特色的以农村集体“三资”管理为

主体的“阳光三农”综合信息管理平台，构建融农村集体“三资”管理、阳光扶贫监管、农村产权交易、新型主体管理、农村

廉情预警等基本信息数据、交易数据、资金数据于一体，实现所有数据互联互通、资源共享的全方位、全流程、全区域、

全社会信息监管服务体系。目前，泰州市“三资”监管系统全面上线运行，覆盖全市 96个乡镇（街道）、2个乡镇级园区、1606

个有集体经济财务核算的村级单位；涉及农户 120.42万户、399.47万人，录入资产台账 41.16亿元，未承包到户的土地及水面

等资源面积台账 208.34万亩，录入农户信息 105.74万户，下载安装“e阳光“手机 APP92.48万户，占己录入系统农户的 87.45%，

实现市、县、乡、村四级共享，实时运行、实时监管、实时公开。平台运行取得了初步成效，实现了市县乡村四级一张网运行，

通过平台随时可以查询村集体发生的每一笔收支和每一项资产、资源变动，实现实时监督、动态管理，有效解决监管缺位的问

题。通过村级预算与实际收支实时数据比对功能，实现超预算、超标准的支出无法入账核算，有效控制超预算情况的发生。通

过资产、资源自动关联交易合同并实时提醒功能，实现资产、资源变动实时入账，及时登记，有效防止资产资源流失和收入不

入账等资金流失的问题。

完善村级会计委托代理制

结合实际，选择了工作基础相对较好的泰兴市先行开展村级会计委托代理试点，实行“财政部门管理村组集体资金、村级

会计委托代理中心会计核算、农经部门业务指导和监管”的创新工作模式。为进一步规范村级集体资金、财务委托代理行为，

相关镇街及时出台了村组财务管理制度，制定了会计核算操作规程，签订了代理协议，完善了村账代理制度。同时，试点村会

计（报账员）实行委派管理制度，从源头上加强财务监管。姜堰区张甸镇制订了《村级会计集中委派工作实施办法（试行）》，

设立村级委派会计管理中心，由镇统一选聘、委派、管理村会计，委派会计与管理中心签订劳动合同，聘期与村“两委”任期

同步，委派会计的人员经费镇、村各负担一半，由镇财政扎口支出，不得在受委派村领取任何报酬。

优化现金结算及保值增值方式

在全省率先推行村级资金非现金结算，村级所有收入和支出全部采取非现金形式通过银行转账或打卡结算。做到所有对象、

所有项目、所有金额三个“全覆盖”。目前，全市实行非现金结算的村达 1599个，占 99%，涉及农户 114.97万户。为促进村级

集体资金保值增值，在兴化市开展了村集体资金“现金池”试点工作。在指定的相关银行设立“村级集体存款管理”“现金池”

账户，通过银行内部网络与各个乡镇会计代理中心存款账户，构架成相互联动又相互独立的母子账户结构，利用“现金池”账

户的归集功能，形成村集体零散资金的规模效应，从而强化村集体资金流向的监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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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农村集体资产资源“阳光交易”全覆盖

通过实施目标考核、开展督促检查、加强业务培训等形式，不断加大工作推进力度，所有市（区）均实现农村资产资源进

入产权交易市场“阳光交易”全覆盖。一是扩大交易品种，切实做到应进全进。目前，全市共有涉农项目、水面经营权等 9 类

交易项目，累计交易项目 10780个，成交 10331个，成交率 95.83%，交易金额 24.57亿元。二是调优交易办法，全面规范交易

流程。针对交易品种繁杂、交易金额不一等因素，进一步指导各地对交易规则及办法进行修改完善。各地结合自身实际，按交

易品种或交易额制定并完善了相应的交易规则，进一步细化了交易流程，促进了交易的规范化。目前，泰州市农村产权交易项

目总量和总额在全省一直名列前茅，已建成市级交易监管平台 1个、市（区）级交易市场 6个、乡镇级交易服务站 90个。

规范村级集体举债行为

为控减村级债务，泰州市要求各地建立村级新增债务申报制度，严禁村级集体经济组织违规出借集体资金、严禁以集体名

义为任何单位或个人提供担保、严禁举债列支村级非生产性支出。对村级确需举债的，严格执行“适度、可控、短期”的原则，

在落实还款来源的基础上，经乡镇（街道）审核同意，按“提出方案、代表讨论、公开公示、申报审批、实施跟踪、公布结果”

的程序进行。兴化市专门下发了《关于扶持村级集体经济发展，进一步化解和控制村级债务的工作方案》，对村级集体举债行

为明确了分类考核、分类扶持、项目脱贫三个重点考核指标。

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一是创新经营体制，实现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治理。巩固社区股份合作社和村经济合作社组建、运行工作成果，进一步完

善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地位。全市 1607个村，己组建合作社 1573家，其中社区股份合作社 369家，村经济合作社 1204家，组

建率达 98%。二是积极开展集体经营性资产“股权到人、固化到户”改革试点。在前期农村集体资产股份制改革的基础上，扩大

集体经营性资产“股权到人、固化到户”的改革试点。全市己有 383 个村开展集体经营性资产“股权到人、固化到户”改革试

点，量化集体经营性净资产总额 15.5亿元，完成成员资格界定人数 91.7万人，试点的合作社分红金额达 6215.3万元。三是全

面完成集体资产产权证年检。各地在核实清理、界定权属的基础上，全面完成了《农村集体资产产权登记证》的年检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