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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文山州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张静 

（云南省文山州农村经济经营管理站，云南 文山 663099） 

【摘 要】：随着文山州农村人口流动量的变化与集体经济的发展,农村集体资产的问题也变得越来越突出,同时

在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过程中存在一系列问题也引起了相关部门的重视。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不仅是为了完

善农村的生产关系,更是对农村实行全面改革的重任。从某种程度上说,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对于保障农民的权益

与推进农村的经济发展均有重要的意义。鉴于此,本文主要针对“试论文山州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存在的问题与

对策”这一课题展开详细分析,望给相关工作者提供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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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积极探索农村集体所有制有效实现形式,创新农村集体经济运行机制,保障农民集体资产权益,不断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

入,激活农村发展动力,推动资源变资产、资产变股金、农民变股东,实现“户户有资本、人人有股份、年年有分红”的目标。 

1 产权制度改革的现状 

为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改革工作,按照试点先行、积累经验、提供可借鉴、可复制工作思路,全州 8县(市)共选择了 14个

村小组开展改革试点工作,制定改革试点工作方案,明确工作目标任务,将试点工作任务细化分解到月,责任到人,全力推开,目前,

各试点基本完成目标任务,取得了有益的经验。 

1.1科学确认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 

按照“依法依规、尊重历史、程序公开、权利义务对等、村内标准一致”的工作要求,制定了本村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

认定办法,科学合理确定认定成员资格基准日,以户为单位编制底稿,以组为单位编印成册,经农户核对无误签字确认,提交村民

代表会议审核通过后张榜公告,做到户数清、人口清、成员清、群众认可无异议,并报乡(镇)人民政府备案。 

1.2开展清产核实资,摸清集体家底 

严格按照“清理、登记、核实、公示、确认、上报”六个环节,对村(组)集体所有的资源性、经营性和非经营性资产进行全

面清查、盘点、核实,摸清资产存量、分布及结构状况,进行拍照留底、登记造册。清产核资中遇到相关问题的处理意见和清查

核实最终结果按财务公开的相关规定向村民公示,清产核资结果召开村组干部、党员代表、群众代表会议进行审核签字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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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积极发展农村经济股份合作 

在完成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清产核资后,对集体所有的资源性资产进行登记;对非经营性资产制定了保护性措施和

规范运行管理办法,明确管护权、落实管护责任,确保其正常运行和发挥效益;如砚山县 3个试点村全面完成股份量化和股权设置,

成立村民互助合作社 3个,统一制作合作社章程和合作社管理制度上墙,3个试点村共量化集体资金203.6375万元,确定股东1887

人,发放股权证 418本,向股民颁发股权证书,作为参与管理决策、享有收益分配的凭证。 

2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中存在的问题 

2.1缺乏相应配套政策 

农村集体资产股份权能改革试点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经济体制改革系统工程,农村集体资产股权改革没有现成的经验借

鉴,只有摸起石头过河,成立股份合作社,要开展经营活动,由于上级部门相关的配套政策尚未出台,要开展经营活动很难。 

2.2农村集体资产的后续管理难 

目前,文山州农村集体资产多由村(组)干部管理和借助于会计委托代表服务中心代管,管理不够规范和科学,集体资产清产

核资后由谁管理、借助于一个什么样的平台管理现在还没有形成,管理难度大。 

2.3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不平衡,集体资产经营水平普遍低下 

农村经营性资产少,给改革试点选点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比如:砚山县这次改革的 3 个村组,只有集体结余资金,没有用

于经营的房屋、建筑物、铺面、场地、机械设备、村集体兴办的企业或者兼并的企业资产等,经营性资产少给改制后股份经济合

作社的经营管理以及所能产生的效益带来了极大的影响。 

2.4没有规范的成员资格界定办法,矛盾纠纷化解难 

按照国家、省的实施办法,界定集体经济组织人员身份,要结合本地实际,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大会或成员代表会议通过充

分协商、民主讨论、民主决定。但是在实际执行中,“外来户”、“空挂户”、农转非、外来嫁入(入赘)离婚人员等情况复杂,

且此类人员在村组中所占比例少,采取民主讨论、民主决策方式界定成员资格,群众不信服民主决策结果,造成人员上访情况,成

员资格界定难。加上部分群众对村干部不信任,由村一级自己制定界定办法矛盾大。例如:砚山县大外革二组经过群众大会表决,

通过了成员资格认定办法,办法规定农转非人员、外来嫁入(入赘)离婚人员认定为不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但在实施过

程中,该类农户提出了强烈抗议并多次上访,造成社会不稳定因素,阻碍了改革进程。 

3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对策 

3.1完善法律法规和制定出台相关配套政策 

目前集体经济组织的法人地位在《民法总则》得到了明确,但目前相关配套法律法规没有进一步细化,影响了集体经济组织

进入市场的进程。一是尽快启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立法,明确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主体地位、成员资格、权利义务、组织机构、

资产经营、资产管理和法律责任等内容,解决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地位不清、概念模糊等问题。二是尽快出台集体经济组织登记办

法,从根本上解决集体股份合作社注册登记问题,确立法人地位开展生产经营。三是明确契税、印花税之外的集体经济组织生产

经营的有关税收优惠政策,不断优化发展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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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深化农村集体资产股份权能改革探索 

依托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平台,搞活股权交易,完善相关交易制度,除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增资扩股、股权交易”外,允许探索

向外吸收资本注入参股等形式,拓展集体经济发展渠道,促进农民财产性收入持续增加。 

3.3加快综合改革配套步伐 

农村集体资源资产确权登记颁证工作是农村股份权能改革乃至产权制度改革的基础,全面加快农村集体资源资产确权登记

颁证工作步伐,并统筹推进农村其他领域相关配套改革,使各项改革相辅相成,释放更多红利。 

3.4指导合作社加快发展 

发展是硬道理,更是村民互助合作社的生命力。以改革为动力,把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作为核心任务来抓,抓住政策机遇,

发挥区位优势,不断创新发展路径,以集体经济不断增收的实际成果,更多地惠及群众,更好地凝聚群众。 

3.5指导合作社规范运作 

村民互助合作社是一项新生事物,需要在规范运作中健康成长。因此要积极指导和监督好合作社理事会和监事会正确定位,

一切按章程办事,一切依制度行事,一切对股东负责,始终做到公开透明、规范高效,以制度的生命力经受实践的考验。 

3.6积极完善相关政策 

要想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发展,保障农民财产收入,要给予税收优惠政策,给予适当的扶持和补贴,对股份分红不征

收其个人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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