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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研究 

罗永 杨坤 聂有亮 祁玉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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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农林科学院 都市现代农业与信息研究所 四川 成都 611100） 

【摘 要】：在加快建成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国家中心城市的形势下，深入分析成都市农村集体经济在制度改

革、产业发展、人居环境改善、生态价值转换、基层治理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深入分析集体经济在发展中存在的不

充分不平衡、管理制度不完善、人才资源不充足等问题，针对发展存在的不足，提出契合成都实际的发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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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目前我国农业生产经营中小农户依然占有较大比例，小农户分散经营、组织化、市场化程度不高，使得经营效益不高、面

临风险较大。以集体土地为纽带，通过资金、技术、股权等集体资源要素将小农户组织起来，通过合作、联合、股份制等形式，

以市场化、品牌化、服务化发发展集体经济，全面带动小农户发展，让小农户共享农业现代化发展带来的产业增值红利，是实

现广大农民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 

进入新时代，在新形势新要求下，农村集体经济不仅要激活农村资源、推动农村产业发展、促进农民共同富裕，更要通过

集体经济发展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优化农村产业发展结构、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夯实基层政权、最大化发挥基层组织

效能提升基层治理水平。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对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加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 成都市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现状 

2.1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总体情况 

2019年，成都市集体经济组织达到 46440个，较 2018年增加 9个，其中村级集体经济组织 3541个，组级集体经济组织 42899

个，没有镇级集体经济组织。全市农村集体资产 331.92亿元，较 2018年分别增加 1.92亿元。农村集体资源性资产 1492.51万

亩，其中村集体 199.56亿元、组集体 132.36亿元，分别占比 60.12%、39.88%；农村集体资源性资产 1492.51 万亩，其中村集

体资源 100.45 万亩、组集体资源 1392.06，分别占比 6.73%、93.27%。总体来看，资源性资产主要在组集体经济组织，资金资

产主要在村集体经济组织。 

2.2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取得成效 

2.2.1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不断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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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全面开展并完成了农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工作，并扎实推进集体成员身份确认、土地确权颁证、集体资产股份量化到

人和集体经济组织登记赋码等重点改革任务。截至目前，全市完成经营性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的村（涉农社区）2809 个、完成

登记赋码的 978个，分别占比 82.5%、27.6%，并建立产权流转服务平台，为集体经济发展提供支撑。 

2.2.2集体经济发展模式不断创新 

2015 年全国人大授权成都市郫都区开展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试点，战旗村在全省率先开展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

交易。同时，全市积极探索集体建设用地利用的有效途径，形成了土地统一经营、开发利用资源、集体产权经营、提供劳务服

务、龙头企业带动、合作组织带动、资产公司经营、政策扶持带动、集体发展联营制等 9 种集体经济发展模式，全市农村集体

建设用地入市交易面积 5003.59亩，成交价款 30.26亿元，2019年全市农村集体经济总收益 12.88亿元，村平均收益达到 36.7

万元。 

2.2.3集体经济促进乡村宜居度不断提高 

成都市不断探索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通过发展较好的农村集体经济牵头统一规划本村村庄规划、统筹打造林盘院落，

利用生态环境资源结合集体经济产业发展改善居住环境，以村集体经济的发展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加快促进生态价值转化，提

高乡村宜居度。大邑县新福村坚持因地制宜重塑林盘大美形态，按照“生态本底、文脉传承、产村融合、多元发展”思路，以

高标准农田建设、土地综合整治项目为载体，着力实施整田、理水、护林，重塑乡村大地肌理，建成“新福家园”“游林盘”

等林盘聚落，为推动农商文旅体融合发展筑就良好生态本底，实现生态价值经济效益转化，提升集体经济发展活力。 

2.2.4集体经济促进基层治理能力不断提升 

成都市通过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增强集体组织经济实力，提高了基层治理的服务水平和管理能力，同时增加了干群联系，

密切了党群联系，增强了基层治理能力。郫都区唐昌街道战旗村，以集体经济为轴，构建村“两委”、集体经济组织、农业合

作社、专业协会多元共治+村民自治的工作格局，创新“民事民议、民事民管、民事民办”制度，规范议决公示、社会评价等六

个民主议事程序，推进三治结合的基层治理方式，极大地提高了兴村治理能力，成功入选首批 20个全国乡村治理典型案例。 

3 成都市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存在不足 

3.1集体经济发展不充分不平衡 

集体经济收入主要来源于经营收入、发包及上交收入、补助收入、其他收入，其中多数为发包及上交收入、补助收入、其

他收入，全市虽然开展了集体经营性资产股份化改革，但大多数流于形式，完成下达任务，半数没有开展经营活动。据统计，

全市无经营性资产、无经营性收入的村占比分别为 45.1%、57%，总体上集体经济发展还不充分。 

成都市虽然在集体经济得到发展上有战旗村这样的全国先进典型，但是就全市来看，受自然资源禀赋和带头人等因素影响，

仍存在发展不充分、不平衡的问题。据不完全统计，2018 年全市无经济收入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223 个，占比 6.51%；经济收

入低于 1万元的 130 个，占比 3.79%;1万元至 5万元的 217个，占比 6.33%;5 万元至 10万元的 300 个，占比 8.75%;10万元至

100 万元的 1799 个，占比 52.49%;100 万元至 500 万元的 605 个，占比 17.65%;500 万以上的 153 个，占比 4.46%。整体上发展

不平衡，高收入和低收入集体经济呈正太分布，两端收入差距较大，如图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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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18年成都市农村集体经济收入分类 

3.2集体经济管理制度不完善 

在集体经济经营方面，集体经济组织经营决策少数人说了算，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得不到落实。

据调查统计，存在部分集体经营性资产归属不明、经营收益不清、分配不公开、成员的集体收益分配权缺乏保障，经营行为不

规范。 

在集体经济财务管理方面，全市实行村财镇管会计代理核算制度，多数村集体经济组织账户与村委会账户并未分离、独立

核算，账务调整划转有一定困难，财务管理不规范。 

3.3集体经济人才资源不充足 

在管理人才方面，成都市大力扶持集体经济发展，近年来涌现出一批有想法，受过高等教育的干部，但就全市来看部分村

干部的年龄结构趋于老龄化，且未接受过高等教育者居多，虽依靠多年的工作实践积累了丰富的农村工作经验，政务工作能力

强，但对于发展村集体经济比较缺乏专业能力和管理经验，同时因担心探索失败，难以承担相应后果，大部分干部的开拓创新

意识不强。 

在经营人才方面，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管理人才业务水平低，经营观念落后，既缺乏懂得现代经营的管理人才，又缺乏

专业技术人才，更缺少德才兼备的能人带动。同时，集体经济组织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对农业职业经理人、专业化管理人员

等高端人才要素吸引力不足。 

4 发展建议 

紧抓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的发展契机，契合成都实际，发挥先行先试优势，不断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完善集

体经济管理制度，吸引优秀集体经济带头人才、经营人才、技术人才，做大做强农村集体经济，带动农民增收致富，为加快建

成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国家中心城市贡献力量。 

4.1培育集体经济发展市场动能 

一是落实股份制改造完成登记赋码。继续加快登记赋码工作，颁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登记证书，加快推进集体经济组织办

理工商登记、银行开户等相关手续，获得市场主体地位，开展市场化经营管理活动。二是完善集体经济组织法人治理结构。集

体经济组织要建立与股份经济合作制产权管理相适应的法人主体，制定完善相应《集体经济组织章程》，建立完善成员大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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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会、监事会等集体经济治理结构，落实集体经济理事长法人治理机制，充分保障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参与权、决策权和监督

权，保障集体经济成员合法权益。 

三是多形式创新集体经营方式。充分利用市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按照“依法、自愿、有偿、规范”的原则，推进农

村土地“三权分置”，放活土地经营权，发展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实现土地经营权利润最大化。鼓励集体资产经营性资产自主

经营、租赁经营、托管经营、合资合作经营，实现经营性资产增值增收。集体非经营性资产要做好登记管理，建立健全统一规

范的运营管护机制，为成员提供更好的公益性服务。受村民委员会（社区居民委员会）委托管理经营幸福美丽新村的经营性服

务设施、托管经营闲置农民住房，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 

4.2完善集体经济经营管理制度 

一是健全集体经济组织制度。制定完善集体经济组织管理办法，依法保障集体经济组织按章程决策经营，进一步推进集体

经济组织与自治组织分离，并规范内部治理结构和管理制度。积极探索自治组织与集体经济组织分账管理使用资金及集体经济

收益用于本村公共服务和管理开支的办法。 

二是健全完善运行管理制度。健全完善集体经济组织财务制度，完善集体经济组织资产资源台账，严格控制非生产性财务

开支，杜绝集体经济组织不良债务。健全完善审计监督制度，定期对集体经济组织负责人进行经济责任审计、财政惠农项目资

金审计，推进财务管理规范化、制度化。健全完善集体“三资”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机制，确保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的合法权益。 

三是构建经营风险防范机制。引导集体经济组织通过依法签订合同、协议和制定章程等方式控制经营风险，避免因参股经

营风险承担连带责任，加强对集体经济组织的投资规模和经营性债务规模监控和提示。 

4.3健全集体经济人才发展机制 

一是配优集体经济领导干部。大力推进村党组织书记通过法定程序担任集体经济组织、合作经济组织负责人，推动村“两

委”班子成员应当交叉任职。同时对村两委班子成员进行定期培训，提升领导干部的思想认识水平，接受新事物和先进技术，

开拓思路。另一方面，通过派驻第一书记、农村工作队的方式，引进新的发展理念和工作方法，通过人才、技术、资金、项目

的支持，带动村集体经济发展。 

二是积极引进经营管理人才。因地制宜引进专业化、市场化经营管理人才，提高人才整体素质。多渠道选派科技特派员，

采取多种形式为集体经济发展提供无偿技术和信息支持。引导返乡人员、致富能人、农业职业经理人、种养能手、退役军人、

高校毕业生等参与集体经济组织经营管理，打造一支会经营、善管理的经营队伍。积极探索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职业经理人试点，

通过完善市场化薪酬体系，制定经营激励机制，充分激发人才的创业干事热情，提升集体经济现代化、（下转 P149）（上接 P148）

市场化经营管理水平，提高市场竞争力，为集体经济发展提供人才支持。 

4.4加大集体经济发展政策扶持 

一是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相对不足，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补齐发展短板，建设好集体

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为产业发展、乡村旅游、人居环境改善等提供基础保障。 

二是推进财补形成资产股份量化。继续开展财政补贴股份经济合作社资金形成的经营性资产股份量化，赋予集体、社员财

补资金形成的经营性资产持股权和收益权，实现资产社有、社管、社受益，股份经济合作社成员持股获得资产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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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优先保障发展用地。在年度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中，安排一定比例单列用于支持集体经济组织按乡村总体规划发展

新产业新业态。通过闲置宅基地整理、土地综合整治等新增的耕地和建设用地，交由集体经济组织管理和使用。集体经济组织

牵头组建的土地股份合作社、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所需的农业生产和附属设施用地，按照设施农用地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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