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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农民实实在在地共享城市化“红利”

闵行区七宝镇稳步推进农村产权制度改革

本刊记者

10月 23日，闵行区七宝经济联合社成立大会召开。各村（合作社）、镇属公司镇级集体经济组织 53名成员（股东）代表

严格遵照大会程序、认真行使代表权利，审议并表决通过了《上海闵行区七宝经济联合社章程》，依法选举产生了闵行区七宝

经济联合社第一届理事会、监事会成员及理事长、监事长。这标志着上海市第 51个、闵行区第 2个镇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完成

改革，七宝镇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取得新突破，农民长效增收体制机制建设取得新进展。

一、积极稳妥地推进村级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

围绕着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农民利益问题，七宝镇党委、政府坚持在改革发展中让农民共享城市化“红利”，在上海

较早地探索推进村级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建立以股份合作制为主要形式、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一）统一产权制度改革思路上下联动

认识来自于实践。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七宝镇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推进，大量农村土地被征用，多数农民转产转业转居，面

临集体资产处置、产权不明等问题凸显，亟需镇党委、政府解决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利益分配、主体缺位产权虚置等制度性矛盾，

也亟需解决是否保留和发展壮大集体经济组织、实现农民持续增收的问题。自 2004年开始，七宝镇根据市、区相关文件精神要

求，改革从村级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起步，紧紧围绕改革总体目标，明确改革计划，细化工作方案，注重问题研讨，建

立镇村领导机构，不断完善工作机制，广泛开展改革宣传工作。通过镇、村干群的共同努力，切实推进改革各项工作的顺利进

行，为有效地推进村级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工作提供了根本保障。

（二）推进村级产权制度改革的进展情况

七宝镇原有 9个行政村，农村总户数有 5938户，村民 21747人。截至 2016年底，村级集体经济总资产达到 77.09亿元，

净资产 42.22亿元，村级集体总收益 13.89亿元。自 2004年试点改制至今，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成熟一个，改革一个，已完

成了全部 9个村的改革工作。其中，3个村进行了撤销村建制的改革，6个村以不撤村形式进行了改革。

（三）实施村级产权制度改革的基本阶段

七宝镇的村经改革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试点阶段。2004 年根据区委、区政府《关于开展村级集体经济组织改革工

作的意见》精神，选择了九星村和中华村进行试点，于 2005年完成了试点改制任务。试点阶段改革以不撤村的方式进行，主要

将村级集体资产中的经营性资产量化给成员，土地与非经营性资产暂不列入改革资产范围；改制后组建了股份有限公司、社区

股份合作社和有限责任公司。二是全面推进阶段。根据闵行区委 2011年发《关于全面推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工作

的指导意见》精神，从 2012年起，在试点改制的基础上，不断完善改革政策、方案、实施细则，顺利推进剩余 7个村的改革。

该阶段改革将除土地之外的全部资产纳入改革范围，改革后组建“经济合作社”，实现了“资产股份化、村民股东化、村企分

开化、经营持续化”。目前已全面完成村级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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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镇集体资产由“产权虚置”实现农民实际共有

此前，七宝镇级集体资产收益主要通过慰问金或慰问物品的形式分发给农民。这种形式按人头分，各个村所占的份额并不

清楚，所以农民对镇级集体资产“共同共有”更多的是“抽象拥有”。针对这些问题，2016 年，根据市、区有关镇级集体经济

组织产权制度改革精神，七宝镇确立了“产权到村，收益到村”的镇级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思路。经过两年时间的探索实践，七

宝镇以“农龄+人头”为依据量化集体资产，全面理清并妥善解决农村集体经济内部繁杂的利益关系，为未来发展重新搭建了农

村集体经济管理崭新架构。

（一）确定改革目标组建领导班子

根据闵行区委发（2014）21 号《关于闵行区开展镇级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工作的指导意见》和闵行区委发（2014〕

22 号《闵行区镇级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实施规则》，以及闵行区农委对镇改革的总体要求，七宝镇从改革目的、基本原

则、资产量化和股权设置以及保障措施等方面，初步形成改革总体方案。总体目标是：通过改革，将依法属于七宝镇全体农民

的镇级集体资产，明晰到村级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到村，受益到人，变全镇农民“共同共有”的抽象拥有为各村农民的实际拥

有，真正实现“还权于民，还利于民”；通过改革，进一步理顺和完善镇级集体公司的组织架构和投资关系、收益分配关系；

通过改革，按照政企分开、政资分离原则，严格区分和界定国有资产与集体资产，实行分账管理，建立完善的公司管理体制和

运营机制，达到农民长效增收的目的。同时，成立了由镇党委书记为组长，镇党委副书记、镇长为副组长的改革领导小组，具

体负责和指导改革总体方案的实施。

（二）认真梳理资产保障农民利益

七宝镇聘请社会中介机构对全镇镇级整体资产进行清产核资，对经营性与非经营性资产以及资源性资产进行分类，区分国

有资产与集体资产，确定纳入镇级改革的资产范围。经过梳理资产和资产确认，全镇镇级集体经济组织由 7大公司（18个企业）

组成，至 2016年底，镇级集体经济组织总资产确认为 17.42亿元，净资产为 14.90亿元。

（三）循序渐进分步实施改革

2016 年，七宝镇根据闵行区农委对镇级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的总体要求，形成了初步的改革实施方案。今年初，在

广泛调研基础上，制定下发了《七宝镇关于开展镇级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4月初，通过充分民主集中，成

功选举出 53 名镇级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代表。4 月 20 日，组织召开了镇级集体经济组织第一次成员代表会议，宣传了改革的目

的、意见和总体思路，表决通过了有关“改革基准日”，以及“清产核资”聘请社会中介机构等议题。6月份组织召幵了 3场成

员代表座谈会，就改革涉及的一些问题听取了各方意见，并达成了共识。期间，多次邀请市、区领导与专家到七宝镇进行指导，

力求把改革工作做细做好。9月 30日，组织召开了镇级集体经济组织第二次成员代表会议，审议表决了一系列方案和议题。10

月 23日，正式成立七宝经济联合社。

三、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稳步推进取得显著成效

通过推进镇村级两级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创新了农村集体经济经营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盘活了资源、资产和资金，

明晰了产权，完善了治理结构，加强了内部管理，增强了经营者的责任感，实现了以改革促发展保稳定的目标。七宝镇农村集

体产权制度改革成效显著。

（一）农民长效增收机制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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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村级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明晰了农民在集体经济组织中的产权份额，集体资产由农民“共同共有”变为“按份共有”，

单一的按劳分配变为按劳分配与按股分红相结合，新型的收入分配制度得以建立。农民在薪金、租金、福利收入的基础上增加

了红利收入。2016年，七宝镇 8个已改革村，扣除个人所得税后，共分配红利 15686.05万元，人均 7100多元，长效增收机制

逐步形成。如今又有了七宝经济联合社这个平台，依法属于七宝镇全体农民的镇级集体资产变成了各村农民的实际拥有，今后

全镇 2.5万多名农民（也就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将按镇联合社经营效益分配红利，年年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与城市化“红利”。

（二）集体经营管理机制进一步优化

通过改革，一方面村集体经济组织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形成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运行机制，为村级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

的体制环境；另一方面，农民在集体经济组织中的资产产权得以明晰，可以更好地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积极性和创造性得到

充分调动。集体经济组织的资产及债权、债务状况通过清产核资得以明晰，过去多年来形成的一些陈账、呆坏账和不良资产得

以处理。家底清了，包袱卸了，村集体经济组织今后的发展就有了坚实基础。

（三）集体经济管理的监督合力进一步加强

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后，农民变股民，资产变股权，村新经济组织每年至少召开一次股东代表大会，不定期召开董事会（理

事会）、监事会，监事长列席董事会（理事会），初步建立了治理结构和议事规则。

改革后，农民的积极性因其身份转变得以充分调动，一切重大事项都由成员（代表）会议通过，实现决策向民主化、科学

化、规范化转变，监督意识也不断加强。与以往相比，村民更加关心村里的经济发展状况，并积极献言献策，新型集体经济组

织事务由过去的“一言堂”向“群言堂”转变，各个层面的整合力明显形成。

（四）城乡社会稳定水平进一步提高

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使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明确了资产所有权、收益分配权，解决了部分历史遗留问题。对涉及农民切身利

益的如投资、经营、收益分配等重大事项都由股东代表大会讨论决定，改变了原来由少数干部掌控和随意支配集体资产、监督

缺位的状况，有效地遏制因资产处置不公、收益分配不平等问题引发的上访现象，党群矛盾、干群矛盾得到有效化解。村民和

“村两委”之间的关系更加和谐，以往农村存在的各种矛盾明显减少，改革促进了农村社会稳定的维护和精神文明建设。同时，

改革也把原来“游离”出去的老村民通过农龄或资金入股的方式重新凝聚了回来，为他们增加收入和获得集体荣誉感、社会责

任感创造了条件。

四、坚持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不断创新和探索提升

七宝镇在推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过程中，敢为人先、大胆创新，注重现实、一切从实际出发，走出了颇具特

色的七宝改革之路。经过近 20年的改革实践，七宝镇基本形成了有利于农村集体经济持续发展的体制机制，基本形成了每个成

员公开、公平、公正的利益保障机制，基本形成了促进农民增加财产性收入的长效机制。其中的创新经验，很值得人们学习与

关注。

（一）以“农龄+人头”量化资产

农龄体现了劳动的原始积累，而目前的在册集体经济组织人员则不是人人都有农龄。以农龄量化分配为主，同时农龄和“人

头”结合，既尊重劳动积累的历史，又照顾现有人员的生存与发展，使得股权分配更为合理。这是七宝镇干部群众对上海农村

改革的创新性贡献。一是在量化村级集体资产时，将 10%左右的集体净资产量化配送给占 30%无农龄的农民子女。理由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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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由于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使农村户口性质变得复杂，劳动关系也呈现多样化，农龄计算变得困难；（2）目前集体资产

积累在很大程度上是资源性资产的积累，而一味按农龄量化显失公平性；（3）尊重成员的意愿，处理好改革与稳定的关系。村

级集体资产以农龄为主与人头相结合量化后，经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代表）会议表决，按人头平均入股。这样做，使新的集体

经济组织成员同股同利，均等享受集体资产收益，同时又充分顾及了失地农民无农龄子女的权利和利益，成员入股率达到 98%

以上。二是这次七宝镇级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以农龄与人头相结合的方式进行量化，农龄占 60%，人头占 40%。为了解决各

村农龄统计前后时间差距较大的问题，镇研究采用补差方法统一农龄统计时点的问题。即以农龄统计截止日最后的一个村（2011

年 12月 31日）为基准，采用补差的方法，统一全镇的农龄统计时点。这种以农龄+“人头”为依据量化集体资产，全面理清并

妥善解决了 1956年农业合作化以来农村集体经济内部各种复杂的利益关系，为推动集体经济未来健康发展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二）以“镇级+村级”实施一体化运作

这次的七宝镇级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按照“份额到村，收益到村”的改革思路，在清产核资和产权界定确认的基础上，

将镇属经营性资产一部分折股量化到村级集体经济组织：量化的比例为村级 70%，镇级 30%；联合社收益按股份分配至 9 个村

（合作社）集体经济组织后，再由村（合作社）集体经济组织根据各自具体实际进行分配。新组建的七宝经济联合社是七宝镇

各村（合作社）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共同所有、服务成员的镇级集体经济组织，代表各村（合作社）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行使镇级

集体资产所有权。原先，镇级集体经济组织基本是各自经营为主，今后，它们都是七宝经济联合社的子公司，经营和运作都要

严格按照公司管理体制进行。七宝经济联合社成立后，将运用现代企业管理手段，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加强镇级集体资产

的管理，促进集体资产的保值增值，保障全体成员充分享有镇级集体资产保值增值后的收益和成果，让农民共享改革开放和城

市化发展成果。

（三）推动新经济组织健康稳定发展

一是保证组织机构正常运作。对撤销村建制的新集体经济组织，要求明确合作社的各项职能，明确与党组织、实业公司等

机构班子成员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工作职责，确定经济发展目标，制定年度工作计划，建章立制，认真做好财务预决算等各项工

作，不断强化管理和服务；未撤销建制的村，要求理顺好村两委和合作社治理结构的关系，保持新老组织机构的协调高效运行，

提升组织效率和管理效率，实施村经分离。二是有效实现福利分配向红利分配转变。要求按照集体经济组织经济发展的实际，

将大部分福利转变为红利的内容项目，须保留的内容项目要明确告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股东），不断促进农民长效增收。同

时，积极应对可能出现个别家庭和个人利益受影响的情况，认真做好宣传解释工作。三是正确处理发展和分配的关系。经济合

作社成立后，要求充分认识发展和收益分配关系，始终牢记发展是第一要务，立足长远，科学谋划，该提取的发展基金等一定

要足额提取，努力增收节支，实现可持续发展。

（四）积极推进六项权能改革试点工作

闵行区是农业部第二批试验区之一。七宝镇把深化农村集体产权股份合作制改革、保障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利作为当前及

今后一个阶段的改革努力方向，把全面开展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的占有、收益、继承和有偿退出、股权抵押、担保六项权

能的试点工作作为核心内容。一是改革村落实股份的占有权、收益权。目前 8个村发放 5370本（户）股权证，明晰了产权和收

益分配权，年终集体经济组织将一部分经营利润按股东持股比例进行股利分配，成员所占集体资产的收益权得到了保障。二是

探索尝试抵押担保权。沪星村从 2013年改革至今已正常运行，今年被区农委确定为进行股权质押担保贷款的试点。前期，区农

委、上海银行村镇银行、沪星村就集体股权质押担保贷款事宜进行了洽谈，对集体股权质押担保贷款的流程、手续、利率等进

行了商议，目前已完成放贷工作，为全区今后实施集体股权的质押担保提供经验。三是开始探索有偿退出权和继承权。七宝镇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后，目前股权管理采用动态的管理方式，实行“生要增，死要退”的办法。成员在持股期间其股权原则

上不得转让，不得退股，如遇大病、火灾或其他不可预料的特殊情况，经批准后可开展股权有偿退出，股权可在内部转让或由

集体经济组织赎回其所持股权，但保留其成员身份和入股资格，较好地体现了股权的有偿退出。而股权的继承，该镇将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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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落实股权的静态管理，即采用固化的股权管理模式来实现股权继承的权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