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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安村级集体经济发展解析

林 春 / 江苏省淮安市农业农村局

江苏省淮安市把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作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着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做好农村集

体产权制度改革“后半篇”文章，村级集体经济呈现出持续健康发展的良好态势。集体经济实力不断增强。2022年，纳入农村

集体“三资”信息平台管理的 1437个涉农村居，共实现村级集体经营性收入 9.25亿元、村平 64.4万元，同比增长 8%。其中集

体经营性收入超 30万元、50万元的村，占比分别达 86.08%和 44.95%。收入来源结构不断优化。2022年，来自经营、发包及上

交、投资等三项收入 6.63亿元，占集体经营性总收入的 71.67%，较上年末提高 8个百分点，三项收入比 51∶41∶8。收入结构

的变化，充分表明村集体发展集体经济的主动性、积极性越来越强烈，集体资产积累不断提升。截至 2022年底，全市共有农村

集体经营性资产 42.29亿元、村平 294万元，较上年分别增加 7.48亿元和 52万元，村级集体经营性资产占农村集体总资产的比

重也逐年增加，已由 2020年的 34.8%提高到 37.9%。

主要做法

聚焦激活资产，推进乡村公共空间治理。2022年选择乡村振兴“三级先导”区域的 160个先导村，先行试点以农地、道路、

水体和集体资产资源等为主要内容的“七空间一资源”治理，着力盘活集体资产资源。一是构建全面排查机制。制定违规侵占

和处置农村集体资产资源排查清单，建立村居自查、镇街复查、县区核查、市级抽查“四查”机制。160个先导村共排查问题

33929个，涉及土地 6.97万亩。二是完善全面清收机制。出台依法处置农村集体资产资源违规发包合同 26条指导意见，推动依

法依规清收违规侵占和处置的集体资源。目前已收回集体土地 6.96万亩、村平 435亩，回收率 99.8%。三是建立高效利用机制。

结合高标准农田建设，探索“小田并大田”，归并整合依法收回的零散土地，公开对外发包，2022年度高标准农田项目区土地

流转率超过 80%。对农户拾边地等难以整合的，与农户签订流转合同。160个先导村通过乡村公共空间治理增收 3963.79万元，

村平 25.41万元。

聚焦产业提升，构建集体经济发展长效机制。编印 36个发展集体经济典型案例，梳理《村集体经济收入路径参考条目》。

一是大力发展新产业新业态。积极引导村集体统筹利用乡村空间、特色产业、地域文化等多种资源，发展优质高效种养业、乡

村旅游休闲农业、农村电商、冷链仓储等产业，增加集体收入。村集体发展设施农业、稻虾共生基地规模分别达 1.2万亩和 2.6

万亩。二是服务产业集群发展。推动村集体统一组织土地向经营主体集聚，发展农业生产服务组织，提供系列化服务，获得持

续稳定收入。目前，全市共有村集体领办土地耕作服务社等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 132个，服务面积 4.23万亩，增加基础设施使

用费和土地流转管理服务费 2700万元。三是探索产业发展新模式。近两年全市累计整合资金 2.8亿元，异地发展特色农业产业

1.1万亩。推动强村带弱村或地域相邻村抱团发展产业，联合发展村 35个。

聚焦共同富裕，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帮促村发展。出台《关于大力开展富民强村帮促行动接续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实施意见》，

指导推动 110个省定、260个市定、386个县定重点帮促村发展。一是强化结对帮扶。形成四个重点帮促县省、市、县区委“1+1+1”

工作队和三个非重点县以县区委工作队为主的帮促工作体系，全市共有 15支工作队 811名队员。推进 756个省市县定重点帮促

村与挂联后方单位全部结对，每村都有帮促队员并明确一名兼任村第一书记，帮助发展村级集体经济。二是突出项目帮促。帮

助村级组织厘清思路、找准项目。2022年以来，实施帮促项目 50个，帮助村集体增收 1027万元，已有 329个省市县重点帮促

村集体经营性收入超过 30万元。三是统筹整合资金。注重向上争取和资金统筹使用，全市已争取市级以上财政资金 4.65亿元，

其中整合用于重点帮促村增收项目建设的 2.92亿元，占比达 63%。2022年，整合 74个村省级财政扶持资金 4440万元，统筹实

施村集体增收项目 9个，带动村集体增收 320万，并按照资产权属，收益明确到村。

聚焦提升活力，创新集体经济运营机制。注重探索有效管用的组织形式，从根本上增强集体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一是探



2

索保项目促增收机制。在全国率先开展试点村集体经济收入保险，2022年共参保 428个村，赔付 27个村 89.27万元；2023年已

投保 802个村，重点帮促村实现全覆盖，筹集保费 1042.6万元，保障金额 2.1亿元。二是试行“村资镇管”模式。依托县区或

镇级国有平台公司，在乡村振兴“三级先导”区域，先行先试集体资产“村资镇管”，促进资源要素在更大范围统筹配置，形

成的收益明晰到原集体经济组织。目前，已有 7个镇开展试点，共经营集体土地 1.2万亩，帮助村集体增收近 80万元。三是构

建混合经营发展机制。探索混合经营模式，大力发展多种类型合作社，促进集体经济发展。淮阴区通过“区农业总公司+镇农业

分公司+村股份经济合作社”运作资源资本，整理利用土地近万亩，增加集体收入 160万元；淮安区探索“党支部+村集体领办

合作社”联动发展，30个试点村，村均集体经营性收入 70多万元。

聚焦夯实基础，规范农村集体“三资”监管。坚持监管促发展、出效益，出台加强规范化管理工作意见，着力构建农村集

体“三资”的长效管理机制。一是深化清产核资清家底。建立分类管理台账，加强动态监管。到 2021年底，全市共有村级集体

总资产 111.46亿元，较上年增加 11.61亿元。二是强化资金管理保安全。全面推行“财政所管资金+第三方记账+农村工作局日

常监管+纪检审计监督”四方联管模式。探索引入村集体存量资金统一管理竞争机制，在保障资金安全前提下增加集体资金收益。

2023年以来，通过存款利息增加村级集体经营性收入 480.1万元。三是优化资产配置增效益。2022年，全市交易项目 15066个，

实现交易额 35.89亿元、溢价 1.04亿元。

推进举措

加大政策支持力度。研究制定全市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三年行动方案，完善扶持政策，拓展发展路径。2023年村级

集体经营性收入超 50万元的村达 80%以上，2024年实现村级集体经营性收入 50万元以下村“清零”，2025年村级集体经营性

收入超百万的村较 2022年翻一番。

做大集体资产“蛋糕”。精准梳理集体经济增收项目，加大向上争取力度，依法依规整合利用相关资金，对各级财政投入

农业农村生产发展领域形成的固定资产，按规定界定为集体资产，由村集体直接经营、租赁经营、合作经营。力争到“十四五”

末，村均集体经营性资产突破 400万元。

拓展服务促进集体增收。切实发挥村集体在促进增收方面的“统”功能，引导村集体以提供统一管理、有偿服务等形式，

牵头领办创办农民专业合作社、土地股份合作社等服务实体，为农民和农业新型经营主体提供代耕代种、统防统治、农资供应、

产品营销等系列化农事综合服务。到 2025年，每个涉农村居均有经营服务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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