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3

Capital and Market,财经与市场,(6)2023,6
ISSN:2661-3263(Print);2661-3271(Online)

DOI:10.12361/2661-3263-06-06-141078

乡镇财政财务内控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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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针对乡镇财政财务内控存在的问题，即岗位职责控制不足、财务管理职能弱化、预算控制薄弱等方

面，提出了相应的对策。通过完善内控管理体系、强化预算约束、提高工作人员的内控意识以及加强信息沟通等策略，旨

在解决乡镇财务内控的薄弱问题，提升财务管理的规范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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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Township 
Financial Internal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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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for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internal control of township 
fi nance, namely, insuffi  cient control of post responsibilities, weakening of fi nancial management functions, and weak budget control. 
Through strategies such as improving the internal control management system, strengthening budget constraints, improving staff ’s 
internal control awareness, and strengthening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it aims to solve the weak problem of township fi nancial 
internal control and improve the standardization and eff ectiveness of fi nancial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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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乡镇作为地方基本公共服务的承担者，其财政财务活动

直接关系到基层社会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然而，由于乡

镇财政规模有限、管理环境复杂，其财务内控存在岗位职

责控制不足、财务管理职能弱化、预算控制薄弱等问题，

已引起了广泛关注。

1  乡镇财政财务活动的特点分析

1.1资金管理范围广，管理难度大

乡镇财政活动的资金涉及范围广泛，包括来自中央政

府、上级地方政府的财政拨款、税收收入、划拨资金等多

种资金来源。同时，乡镇作为基层政府，需要承担许多基

本公共服务的责任，如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这要求

乡镇财政在有限的资金下进行科学合理的分配，确保各项

公共服务得到满足。然而，资金管理的广泛性也带来了

管理的复杂性和难度，需要在各项资金之间进行权衡和调

配，确保资金的合理使用和监管。

1.2财务收支以及核算制度多样性

由于乡镇的功能和任务多样，其财务收支的性质和规模

也存在多样性。乡镇的财务活动涵盖了预算编制、资金使

用、财务报告等多个环节，而不同的功能部门和项目往往

涉及不同的收支方式和核算标准。例如，教育部门的支出

可能主要涉及师资培训、教材采购等，而农村基础设施建

设可能需要涉及土地征用、施工资金等。这就要求乡镇财

政在制定财务核算制度时考虑到不同部门的特点，确保财

务信息的准确性和可比性。

1.3资产管理方式上下交错

乡镇财政涉及的资产也呈现出上下交错的特点。乡镇既

是财政资金的使用者，也是资产的管理者。例如，乡镇财

政可能通过购买土地、建设基础设施等方式投资资产，同

时也需要管理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这就要求乡镇财政建

立起科学的资产管理制度，包括资产登记、评估、处置等

环节，确保资产的安全和有效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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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乡镇财务内控存在的问题

2.1岗位职责控制无法有效落实

在乡镇财务管理中，各个部门和岗位之间的职责分工关

系密切，岗位职责控制是确保财务活动正常运转的基础。

然而，当前存在着岗位职责控制无法有效落实的问题。部

分员工可能存在工作职责范围不清晰、交叉重叠等情况，

导致财务信息的流程和传递存在混乱，容易引发信息错误

和遗漏。此外，一些部门可能因为人员调整或其他原因，

出现职责空缺或临时代管，也会造成职责控制的混乱。

2.2财务管理职能弱化

财务管理在乡镇的日常运作中具有重要地位，它涵盖

了预算编制、资金使用、财务核算等多个环节。然而，一

些乡镇财务管理职能弱化的问题逐渐显现。可能由于人员

素质、培训、制度建设等因素，导致财务管理人员对财务

政策、法规的理解不够深入，对财务核算和监督的能力不

足，从而影响到财务信息的准确性和财务活动的合规性。

2.3内控基础需要强化

内控是保障财务活动顺利进行的重要手段，它涉及到财

务流程、审批制度、风险控制等多个方面。然而，乡镇财

务内控的基础存在一定的薄弱之处。内控制度建设可能存

在不完善的情况，一些重要环节缺乏明确的内控制度和规

定，容易导致程序不规范、风险难以控制。此外，内控执

行的监督和评估机制也可能存在缺失，导致内控制度的执

行效果难以得到有效保障。

2.4乡镇财政管理缺乏内控的意识

内控意识是内控体系建设的基础，然而目前乡镇财政

管理中普遍存在缺乏内控意识的问题。部分财务管理人员

对内控的概念和重要性认知不足，可能更加注重财务数据

的处理和报表的编制，而忽视了内部流程的规范和风险的

管控。此外，一些管理者可能认为内控制度繁琐、拖累效

率，从而在实际操作中忽视了内控的建设和执行，导致内

部管理风险的增加。

3  强化财务内控的策略与建议

3.1完善内控管理体系，推动内控制度的落实

建立内控责任体系，明确各部门和岗位在内控中的职

责，划分内控工作的主管和执行人，确保内控责任的清

晰和落实。建立健全内控政策框架，明确内控的目标、原

则、方法和要求，为内控体系的建设提供指导和支持。对

财务活动的各个环节进行流程设计，明确审批、核算、报

告等步骤，规范财务活动的操作流程。识别和评估财务活

动中的潜在风险，制定相应的风险控制措施，减少风险对

财务活动的影响。建立内部审计机构或委员会，定期对财

务内控的执行情况进行审计，发现问题并提出改进意见。

3.2健全财务管理制度，提升规范化管理水平

建立专门的财务管理部门，负责财务活动的统筹规划、

监督和执行，提高财务管理的专业性和效率。制定完善的

财务管理制度，明确各类财务活动的流程、规则和标准，

确保财务活动的合规性和准确性。加强预算编制和执行，

设立预算控制和监督机制，确保财务活动在预算范围内进

行，防止财务浪费和滥用。建立健全会计核算制度，规范

会计处理流程，保障财务信息的真实性和准确性，提高财

务报表的可信度。推动财务信息化建设，建立电子化的财

务管理系统，提升数据的安全性和管理效率。

3.3提高工作人员的重视程度

在强化财务内控方面，培养和增强工作人员的内控意识

是关键。组织针对财务管理人员的内控培训，深入浅出地

介绍内控的概念、意义、方法和实施步骤，提升工作人员

对内控的认知。通过内部通知、会议、培训等方式，定期

宣传内控的重要性，分享内控案例和经验，引导工作人员

逐渐形成对内控的重视态度。建立激励机制，对于在内控

建设中表现出色的工作人员进行奖励和表彰，激发内控意

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上级管理部门可定期对各部门的内

控执行情况进行督促和评估，将内控建设纳入绩效考核体

系，推动工作人员更加重视内控的落实。

3.4强化事前审核，加强预算约束

事前审核和预算约束是强化财务内控的关键环节，

建立严格的事前审核制度，对财务活动的支出申请、合

同签订等进行审核，确保事前的合规性和风险可控。在

编制预算时，要充分考虑各项支出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设定预算限额和标准。在预算执行过程中，严格控制支

出，不得超出预算范围。建立预算动态监控机制，及时

掌握财务支出的情况，对超出预算的情况进行解释和调

整，避免预算失控。设立预算调整审批制度，明确预算

调整的程序和权限，确保预算调整符合合规要求，避免

随意性的预算调整。

3.5落实岗位责任制，确保不相容岗位相分离

乡镇财政强化财务内控过程中落实岗位责任制，确保不

相容岗位相分离的具体措施，无疑是提升财务管理效能、

减少潜在风险的重要一步。随着乡镇经济的日益发展，财

务活动愈加复杂，内控问题也逐渐凸显。而落实岗位责任

制，分离不相容岗位，成为解决这一难题的有效途径。在

财务内控中，特定岗位可能涉及资金的支配和决策，若权

责不分明，难以避免潜在的腐败风险。因此，乡镇财政应

明确不同岗位的职责，将资金的申请、审批、核算等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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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分清楚，实现权责的有效分离，从而避免利益冲突。通过

轮岗，员工可以在不同的岗位间交替工作，熟悉不同的工作

流程，减少个人权力在某一领域的过度集中。这不仅有助于

降低潜在的财务风险，还能培养员工的多元化能力，提升整

体的综合素质。乡镇财政可以设立独立的内部审计部门，负

责对不相容岗位的职责执行情况进行监督和检查。通过定期

的内部审计，可以发现和解决岗位职责交叉、权力滥用等问

题，保障财务内控的有效运行。不同岗位之间的交叉检查，

有助于相互监督，避免信息封闭和权力滥用。这种机制可以

通过定期的部门间交流会议、信息共享等方式实现，确保财

务活动的透明性和合规性。

3.6保障信息沟通顺畅

乡镇财政在强化财务内控过程中，保障信息沟通顺畅是

确保财务活动的合规性和准确性的关键环节。信息沟通的不

畅可能导致财务数据传递延误、决策失误等问题，乡镇财政

应当定期召开跨部门会议，聚焦财务内控相关议题，促进不

同部门之间的信息交流和共享。会议不仅可以用来传递重要

财务信息，还有助于就财务活动中的问题展开讨论，集思广

益，凝聚共识，确保信息的畅通传递。不同部门之间应当建

立规范的内部报告渠道，及时向上级汇报重要财务信息和风

险情况。内部报告不仅有助于信息的快速传递，还可以提供

有关决策的参考依据，保障决策的准确性和及时性。建立电

子化的财务管理系统，实现财务信息的实时共享和查询。这

种系统可以将财务信息集中存储，各部门可以随时访问和查

询，提高信息的传递效率和准确性。另一方面，设立信息沟

通责任人，是保障信息沟通顺畅的重要保障。每个部门应当

指定专门的信息沟通责任人，负责收集、整理和传递财务信

息，确保信息的准确传递和及时反馈。信息沟通责任人还可

以协调不同部门之间的信息流动，避免信息断层和滞后。

3.7强化收支管理，加强会计基础

在乡镇财政强化财务内控的过程中，强化收支管理，加

强会计基础，是确保财务数据的准确性、合规性以及有效监

管的关键举措。乡镇财政应制定详细的收支管理流程，规定

各类收入和支出的来源和用途，明确审批和核算的程序。同

时，加强对资金流动的监测和记录，确保每一笔资金的流向

都可以追溯，防范资金滥用和侵占。确保会计人员具备扎实

的会计专业知识和技能，建立规范的会计核算制度。准确的

会计核算可以保障财务数据的真实性，为后续的预算控制和

决策提供可靠的依据。可以引入先进的财务管理软件，建立

电子化的财务信息管理系统。这种系统可以自动化地进行会

计核算、资金管理等，减少人为错误，提高财务数据的准确

性。内部审计可以对财务数据的真实性、合规性进行审查，

发现并纠正潜在问题。通过定期的内部审计，可以不断完善

财务内控体系，确保财务数据的准确性和可信度。

3.8构建独立的核算主体

在乡镇财政强化财务内控的进程中，构建独立的核算主

体被认为是确保财务数据真实性和有效性的重要举措之一。

面对不断增加的财务活动和更为复杂的管理需求，建立独立

的核算主体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乡镇财政需要根据财务活

动的性质、资金流向等因素，将不同的功能、项目或资金流

向划分为独立的核算主体。通过将核算主体明确分开，可以

避免数据混淆，保障财务信息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对于每个

核算主体，乡镇财政应建立独立的财务分账，将不同的资金

流向分开核算，确保资金不会相互混淆。这有助于减少错误

发生的可能性，提高财务数据的可信度。每个核算主体应当

编制独立的财务报表，展示其财务状况和业务活动。这种做

法有助于财务数据的透明度，提高内外部对财务情况的了解

程度。每个核算主体应配备独立的财务核算部门，负责核算

和管理相关财务数据。这可以避免不同核算主体之间数据的

混淆和交叉，确保财务数据的独立性。

结束语：

综上，通过完善内控管理体系、健全财务管理制度、落

实岗位责任制、构建独立的核算主体等策略，有助于解决乡

镇财务内控问题，提升财务管理的规范性和有效性。乡镇作

为基层单位，其财政财务健康发展对于地方经济社会的稳定

和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因此强化财务内控显得尤为迫切。

通过本文提出的策略，希望能为乡镇财务管理的改进和提升

提供有益的参考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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