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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统筹聚焦创新 

保障农民集体收益 

胡品洪 

江苏省江阴市农业农村局 

江苏省江阴市紧紧围绕加快构建城乡一体化体制机制目标，积极推进以村级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制改革为重点的

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探索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集体经济的有效组织形式和发展机制, 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效。 

加强统筹协调，凝聚改革合力 

为稳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工作，江阴学习借鉴先进经验，广泛征求基层意见，高点谋划、高位领导、高效组织。

一是统一思想认识。专门成立了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改革领导小组，统筹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日常事务由市农业

农村局承担。在改革过程中，做好村干部思想工作，改变了村干部怕失稳、怕失权、怕失财的“三怕”思想，确保改革工作有

序推进。二是明确职责分工。市本级负责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统筹规划、组织协调和推进落实。各镇（街道）作为改革试

点实施主体，均成立了领导小组，组织开展本镇（街道）的改革试点推进工作。各有关部门密切配合，形成合力。建立健全了

决策咨询、挂钩联系、工作例会、现场推进、信息交流、宣传指导、专项培训等制度，形成了相互支撑、相互促进的工作局面。

三是强化组织推进。市主要领导、分管领导高度重视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多次召开协调会、座谈会、推进会，广泛听取广

大基层干部群众的意见建议，专门部署改革工作，以加大组织推进力度。 

规范改革流程，强化民主管理 

制定了“四步走”的改革流程，方便基层操作。一是清产核资。镇（街道）集体资产管理部门和村民主理财小组联合组成

集体资产清理小组，对改革村集体所有资产进行全面自查自清自审，部分村聘请有资质的中介评估机构进行独立评审，全面弄

清家底。集体资产清查核实和产权界定的结果，必须报镇（街道）农村集体资产管理部门审核后，由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

予以确认，并向全体村民公布。二是人员界定。重点采用两种人员界定办法：一种是对一般镇（街道）中人员变动简单、情况

清晰的行政村，原则上以本村（组）依法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现有人员为计算对象； 另一种是对城中村、城郊村等人员进出

频繁、土地大多被征用的村，创造了“人口系数股”模式，即以第一轮土地承包为起始日，至股份合作制改革基准日为止，以

户口实际在村里的时间为依据，按月折算，确定人员系数。三是股权设置。在清产核资结束、人员界定清晰的基础上，依照改

革村的实际情况进行股权设置，个人股一般只设人口股，不设贡献股，干部群众一视同仁。对于合并村的股权设置，兼顾合并

时贫富差距、土地资源、未来发展前景、维护社会稳定、调动各方积极性等因素，平衡设置。四是规范运行。把民主决策、民

主管理、民主监督落实到合作社日常运行管理中，有效发挥了股东代表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等“三会”作用，实现了集体资

产保值增值，保障了农民的集体资产收益权，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效。 

深化改革创新，建立制度保障 

以股份制改革为核心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进一步健全规范了改革流程，创新了村集体组织体系。一是夯实改革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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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的基本完成为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推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截至目前，144 个应确权村根据中央、省下

发的验收标准已完成本级、省级验收并发证， 占应确权村总数的100%。二是实施分类改革。按照有计划、分阶段、因地制宜、

稳步推进的要求，坚持“一村一策”“一组一法”，对经济强村、薄弱村、合并村、空壳村等采取多种形式开展股份合作制改

革。人口情况复杂、资产规模较大的城郊村，人员界定采用“人口系数股”来解决；行政区划调整时经济强村和薄弱村合并的，

通过召开村委会、村民代表大会商量，确定股份在强弱村之间的分配；部分合并行政村，通过计算合并时人均资产和人均收入，

确定股份分配办法。三是探索建立继承和退出机制。探索建立了股权继承和退出机制，在村集体内部尝试进行流转，逐步打破

股权不流动带来的封闭性。继承权重点研究股权法定继承人继承股权的办法。有偿退出权重点探索有偿退出的范围，研究集体

内部有偿转让的细则。四是探索推进政经分设。在高新区推进政经分设，实现“机构职能、人员选举、财务核算、议事决策、

资产管理”五分开。在坚持农村基层党组织核心地位的前提下，各改革村探索建立了集体经济的民主决策机制，通过规范的现

代企业组织制度，使股份合作社的权力机构、监督机构、决策和执行机构之间形成相互独立、相互制约的关系。高新区财政每

年拿出2000 万元用于合作社的股份分红。 

优化“三资”管理，发展村级经济 

坚持以农村“三资”管理、民主决策、拓展增收渠道为重要内容，进一步优化村级规范化管理，增加村级收入。一是资产

经营规范化。建立健全江阴市农村产权交易服务体系，大力推进农村集体经营性资产进入农村产权交易平台交易的力度。增加

农村产权交易内容，探索将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纳入农村产权交易中心进行交易。二是村级财务代理化。2012 年起，全面推行

村账镇（街道）代理，要求各镇（街道）建立资金、收入、支出、资产处置、债权债务、岗位职责等方面的制度。2018 年，在

原有代理记账的基础上，重点推行村级资金非现金结算，实现了“村账镇代理”向“村账镇管理”转变。三是村务公开立体化。

2012 年起，全面推进以“三资”监管为核心的农村三务公开信息“直通车”平台建设，并于年底实现了市、镇（街道）、村三

级全覆盖，使村级“三资”做到了互联网、触摸屏、传统公开栏三个渠道公开。2018 年，又推出了“三资”管理“E 阳光”、

三务公开手机 APP、三务公开“户户通”。四是审计监督常态化。除了每年年终的分配审计， 村书记、村主任、村会计的任中

和离任审计外，又会同审计局、财政局或者委托中介机构定期、不定期对村级“ 三资” 管理、工程项目建设等内容进行专项

审计。五是增收渠道多元化。引导村级集体经济股份合作社充分挖掘自身特色优势， 努力突破资源瓶颈束缚，宜工则工、宜农

则农、宜商则商，规范运作、持续增收。澄江街道江锋村村级集体经济股份合作社依托 35 亩村级集体留用地， 建设江锋临港

新城广场， 每年租金收入达 2000 万元以上。周庄镇金湾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社主动对接新市镇建设规划， 先后投资 1.76 亿

元兴办超市、物流中心、酒店服务业等项目，2018 年实现村级收入 7984 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