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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制度保障与队伍建设 

提高“三资”管理水平 

卢春桃 

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大中街道办事处 

当前，一些地区农村“三资”管理制度还不完善，程序不规范，监管工作不力，导致在部分农村中存在财务管

理混乱、资产管理不当、资源处理无据等一系列问题，严重影响了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和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必

须引起高度重视并加以解决。 

农村“三资”管理存在的问题 

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工作近年来取得的显著成效有目共睹，但由于各地经济发展条件、规模，管理模式等差异，难免存

在一些问题和不足。 

“三资”清产核资中部分资产、资源产权归属不清。实际工作中发现，农村集体“三资”的清产核资中有些资产、资源产

权不清，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确认工作过程中，出现有些集体土地权属不清，资源归属难以界定等问题，

直接给资源确认记录带来了困难；二是在不断加大对农村扶持力度的情况下，国家通过投资，土地置换、流转等形式形成的集

体资产也不断增多，这部分资产权属不清，也导致农村集体资产产权难以明确界定。 

村级集体财务审计工作面临困难。我国农村集体财务审计工作模式主要是在当地政府农业主管部门的监督指导下，由其所

在乡镇农村经管审计中心具体负责并组织实施。但由于审计工作缺少专项经费支撑，且审计工作者较少接受业务培训，难以得

到专业指导，甚至受到外在因素干扰。有时在审计过程中遇到问题不能直接处理，只能层层上报有关部门处理，进而也导致审

计出的一些问题一拖再拖，无法及时得以解决。 

农村经营管理机构的会计人员和审计人员专业素质有待提高。农村“三资”管理工作主要由乡镇经营审计中心负责，由于

部分会计和审计人员不具有相关技能，又缺少专业系统培训，其专业素质和业务技能参差不齐，因而难以适应和满足新形势下

对农村“三资”管理工作健康发展的要求，从而影响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工作的质量和水平。 

农村集体“三资”管理体制不完善、经营管理人员队伍建设滞后。农村“三资”管理工作在许多职能上还处于分块管理状

态，资金在乡镇财政部门管理，资产由村委会管理，资源在国土资源相关部门登记，农村经营管理只是起着对各方面的协调和

监督作用。乡镇的主管部门由于编制不足，缺乏专业人员、权责限制等，对农村“三资”管理的有效监管往往力不从心，管理

措施有待加强。 

加强农村“三资”管理的对策 

有法可依、有章可循，进一步完善农村“三资”管理制度。不断完善农村集体“三资”管理体制机制，加强制度建设。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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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创造条件，加强组织领导，加大对乡镇经管审计部门在机构规格、专业人员配备、编制、经费等方面的支持力度，切实强化

对农村“三资”管理工作的监管责任。不断完善“三资”管理制度，建立健全《农村集体资产产权评估流程》《农村集体资产产

权处置流程》《农村集体资产产权交易合同签订流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流程》以及村务公开，民主管理与监督、招投

标委托、集体资产监管等一系列规章制度，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实现“村务镇营”制度全覆盖，真正从制度上、源头上

加强对农村财务的管理力度。 

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推进农村集体“三资”网络建设。现代信息化技术的飞速发展和互联网技术在农村的大力普及，

给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工作提供了新的管理手段和快捷渠道。各级要积极建立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的网络监督平台，把所

有镇村接入网络端口，在网络平台上进行农村“三资”会计核算，建立村级财务电子账簿，实行动态化常态化管理。全面提高

农村集体“三资”网络监管的科技含量和管理水平，实现村级财务公开透明，让农村“三资”管理在阳光下和群众监督下健康

运行。 

加强考核，加大对村级基层干部的监督管理力度。乡镇党委、政府每年要定期对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和财会人员开

展党性教育、廉政教育、财经纪律和管理知识等方面的培训，提高村干部的综合素质，增强法纪观念和守纪意识，同时把农村

“三资”管理纳入对村组干部的岗位目标考核和廉政考核内容之一，从机制上建立一套“权有所限，钱有人管，事有人监”的

有效管理模式。对违反制度和农村“三资”管理规定的村干部要严肃追责，严肃处理，对管理民主、严格执行制度规定、工作

成绩优秀的村干部给予表彰奖励，奖优罚劣。 

加强队伍建设，不断提高农村“三资”经管人员的专业素质和管理水平。县级主管部门应重点从业务监督指导培训上加大

对乡镇经管队伍的建设，乡镇政府要着力从机构设置、人员配备、经费保障上满足农村“三资”管理工作有效开展的需要。通

过集中培训、网络培训和继续教育等形式，不断强化提高农村经管人员的业务素质和专业技能，特别是对从事会计工作的人员，

必须接受农村集体经济财务会计、经济审计等业务培训，实行持证上岗，竞聘上岗，全面提高农村财会人员的业务能力，切实

改进作风，努力建设一支政治素质好、业务能力强、管理水平高的农村“三资”管理干部队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