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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严厉整治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农村集

体资金、资产、资源（以下简称“三资”）监督管理，是当前基层群众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和容易滋生腐

败的重点领域。随着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深入推进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活

力不断增强，农村集体“三资”规模加速扩大，对农村集体“三资”加强监管显得尤为重要。

近年来，江苏农村集体“三资”领域“微腐败”多发易发，村级集体“三资”管理制度不健全、管理

不规范、监督不到位等问题较为突出。村务公开内容不细不实、信息化程度不高，存在应付检查、流于形

式等现象；重大事项协商不充分，村民议事走过场；农村政策性资金来源多元化，多部门“九龙治水”造

成管理混乱；乡镇实行会计委托代理服务后，村级集体经济组织使用资金、处置资产、发包资源需要经过

繁琐的程序，影响了村干部发展经济的积极性。

针对农村集体“三资”管理风险增加的状况，江苏一些地方根据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因地制宜，积极

探索农村集体“三资”监管的有效方式，形成了各具特色、富有成效的农村集体“三资”监管模式。

“村（居）会计委托代理服务+异地委派会计”的邗江模式。扬州市邗江区积极打造农村集体“三资”

监管模式，在镇级层面成立村级会计委托代理服务中心，集村级财务管理、村级经济活动监督、资金收付

管理于一体；村会计由中心委派，实行异村任职、定期交流；推行“村务卡”结算制度，每个村（居）开

设一个基本账户，将村级集体“三资”信息全部录入农村集体“三资”监管信息平台数据库，实现“三资”

网上运行、网上公开。通过强化平台监督，压缩了村干部暗箱操作、以权谋私、优亲厚友的空间，堵住了

擅自处置集体资产、侵害群众利益的行为，有效遏制了基层“微腐败”。同时，通过盘活村级集体“三资”，

促进了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激发了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

“村（居）会计委托代理服务+第三方会计师事务所监理”的靖江模式。靖江市引入第三方专业机构，

对村级会计委托代理服务中心会计核算工作进行监理，推动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规范化。制定村级财务

预决算制度，实行村组零散工程集中打包竞价办法，依靠制度堵住“三资”管理漏洞；实行财务核算与资

产资源管理同平台操作，村务卡、手机 APP、银行结算系统与管理平台互联互通，从而提升“三资”管理

质效；完善村级财务公开制度，制作公开模板，实行线上线下双公开，借助技术保障村民知情权和监督权，

实现 E阳光手机 APP基本全覆盖、阳光村务“随身带”。

“村（居）财务第三方会计师事务所全程代理”的太仓模式。太仓市引入第三方专业机构全程代理村

级财务，实现上网做账、动态管理、实时监督，形成了出纳驻村、会计驻镇、会计师事务所全程代理村级

财务、资产交易管理在线公开运行的农村集体“三资”监管模式。所有镇区均建立了“农村集体财务监管

中心”和“农村集体资产管理交易服务中心”两个平台，由第三方专业机构招录驻村出纳和驻镇会计，依

托平台系统实现财务监管全覆盖；建立“阳光村务监督平台”，村民可以通过手机随时查询农户信息、土

地信息、各项补贴、合作社股份分配、参保情况等栏目内容，并开设互动栏目收集村民意见，畅通村民监

督渠道；开展市级内部抽查审计工作，对预警次数较多的乡镇出具整改意见，指导督促乡镇充分运用预警

结果，乡镇内部审计小组也有序开展镇级内部审计工作，全面防范廉政风险。



从江苏各地的实践情况看，农村经济发展差异性较大，农村集体“三资”监管不宜采取“一刀切”，

而应根据实际情况和相关法律法规进行有效创新，避免进入“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怪圈。新形势下，

加强农村集体“三资”监管，应以完善乡村治理体系、助力乡村振兴为目标导向，重点处理好农村集体“三

资”监管的三个关系。

一是处理好委托与代理关系，依法保障村级集体经济组织“三资”使用自主权，维护“三资”所有者

利益。在农村集体“三资”监管架构中，村（居）会计委托代理服务中心作为代理方，村级集体经济组织

作为委托方，委托代理由双方签订协议。因此，处理好委托和代理关系很重要。一方面，要规范乡镇财务

审批权力和村（居）会计委托代理服务中心履职行为。制定相关细则明确乡镇不得凭借财务审批权以任何

理由平调、截留和挤占富裕村“三资”，防止代理方与委托方共同损害村集体利益。改变村（居）会计委

托代理服务中心只重核算而轻监督的状况，尽量简化会计审核程序，提供优质高效的专业服务，寓监督于

服务之中。另一方面，在扩大村务公开的基础上，为权利人参与提供更加便利的渠道，充分发挥村务监督

委员会的监督作用，落实全体村民对“三资”经营管理的知情权、参与权和决定权。

二是处理好自我监督与外部监管关系，以内部自我监督为主、外部监管为辅，强化“三资”廉政风险

防控。目前苏南一些地方农村集体“三资”委托第三方会计师事务所全程代理，虽然专业性、规范性强，

但监管成本较高，只适合资产规模庞大、经济运营活跃的发达村镇。对于全省大部分村镇，可以选择靖江

模式或邗江模式，采取会计师事务所监理和异地委派会计的方式，这既能减少监管成本，又能控制廉政风

险。此外，农村集体“三资”监管注重引入外部监管，主要是基于内部民主监督机制不健全。因而，要从

强化自我监督程序入手，规定凡村级重大事项、重大开支等必须按照“四议两公开”进行决策，组织农村

老干部、老党员、各级人大代表积极参与本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财务及重大经济活动事项的监督，落实民主

决策机制，从源头上防范“三资”廉政风险。同时辅以必要的外部监管，依托第三方专业机构，配合财政、

农业、经管等涉农部门做好村集体经济组织财务审计和村官离任审计。

三是处理好监管与再监督关系，构建“村镇主责、纪委监委监督”的村级集体“三资”监管格局。在

强化农村集体“三资”自我监督、外部监管的同时，要充分发挥纪检、监察部门监督的“再监督”作用，

督促责任主体认真履行监管职责。一是实行程序监督，实现“三资”监管全过程公开、公平，保证“三资”

运营各个环节接受群众监督，充分发挥村民主体作用。二是加强部门监督，保证涉农部门明确职能、分工

负责，认真履行“三资”监管职责，对监管不力的部门或个人，严肃问纪追责。三是督促政策落实，加大



查处严重侵害农民利益案件的力度，维护农民群众的利益，确保农村社会和谐稳定。四是完善制度保障，

牵头制定农村集体“三资”监管相关制度，并监督制度的执行，推动构建“三资”规范运营的长效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