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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加强农村集体“三资”管理

赵满存

宝鸡市凤翔区农村合作经济工作站，中国·陕西  宝鸡  721400

【摘　要】农村集体“三资”是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全体成员共同所有，是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实现乡村振兴的物

质保证，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依法代表全体成员行使村级集体“三资”管理职能。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对村级集体“三资”管

理负主体责任，在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过程中，通过制定各项管理制度，严格按照法律、法规以及管理制度监管农村集

体“三资”，使村级集体“三资”规范运行，确保广大农民群众切身利益不受损失，从而维护农村社会和谐稳定、推进社

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实现乡村振兴。如何加强农村集体“三资”管理成为农村工作的当务之急，本文通过农村集体“三

资”的概念、研究的背景意义、存在问题、管理办法和措施等方面进行简单探讨。

【关键词】农村集体；三资；管理

1　引言

1.1研究背景

随着农村改革的不断深入，农村集体“三资”管理逐渐

成为农民群众关心的热点，也是村干部违纪、违法和职务犯

罪易发、多发的风险点。一些村在土地发包、物业出租、工

程建设等方面存在监督机制滞后、监管力度薄弱的问题，个

别村干部法律意识淡薄，利用职务之便侵吞集体财产，甚

至个别村干部出现贪污腐败、铺张浪费等直接损害党在群众

中的形象。从实践经验和先进地区的做法来看，加强农村集

体“三资”管理，是解决当前涉农矛盾纠纷，预防村干部腐

败的治本之策；是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全面振兴乡村的坚

实基础；是引领农民群众增收，实现小康生活的根本保证。

1.2农村集体“三资”的概念

农村集体“三资”是指在农村集体所有制基本经营制度

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全体成员共同所有的资金、资产、

资源。

1.2.1资金

资金是指村组集体所有的货币资金，包括村级集体经济

组织原有的经营结余、发包及上交收入、经营收入、租赁收

入、投资收益、变卖集体资产收入、补助收入、专项资金收

入以及其它收入等村级集体所有的各项收入。

1.2.2资产

资产是指村组集体投资兴建的房屋、建筑物、机器、设备

等固定资产、实物投资、债权股权及无形资产等，包括房屋、

建筑物、道路、交通通讯工具、农田水利设施、文教卫生体育

用品等设施、各类应收款、长短期投资、无形资产等。

1.2.3资源

资源是指法律法规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土地、林地、

果园、山岭、草地、荒地、滩涂、水面、矿产等自然资源。

1.3研究的意义

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四中全会以来，加强和规范

村级集体“三资”管理，对维护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合法权

益，促进村级集体资产保值增值，加快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壮

大，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

度具有重要的意义。

1.3.1推进农村党风廉政建设

农村集体“三资”管理是农村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内

容，通过建立健全的管理制度，可以维护农村党员干部的廉

政形象，改善党群干群关系，促进基层党风廉政建设。

1.3.2促进农村社会和谐稳定

加强农村集体“三资”管理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

重要内容，通过规范和强化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可以有

效保障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促进农村集体经济健康发展，

从而维护农村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1.3.3加快农村集体经济发展

加强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可以堵塞管理漏洞，挖掘

存量资产的增值潜力，增加村级集体积累，为农村社会事业

发展提供资金保障，加快新农村建设进程。

1.3.4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

深化和完善农村集体“三资”的管理，可以确保农村集

体经济的健康发展，进而巩固和完善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

1.3.5实现农村集体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有效管理和运营农村集体“三资”，可以实现资产的保

值增值，促进农村集体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增加农民收益。

2　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已经开展的工作

2.1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基本完成

按照中央和省、市关于深化农村改革的决策部署，凤

翔区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工作2017年在12个村开展试

点，2018年整体推进,2019年全面完成农村集体资产清产核

资，明细了产权；2020年上半年完成成员登记和认定工作，

确定了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下半年，制定股权量化方

案，根据成员数量对经营性资产、资源进行量化；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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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村完成赋码登记，成立了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农村集

体产权制度改革各项工作基本完成。全县160个村、1967个

村民小组全部完成了清产核资工作任务，共清理核实农村

集体资产14.73亿元，向农业农村部农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

管理平台上传数据工作任务完成率100%；全区界定集体经

济组织成员12.5万户，46.9万人；成立了村级股份经济合

作社160个，全部向县农业农村局申请登记赋码，领取了“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登记证”。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完

成，进一步规范了集体资产的使用管理，为发展壮大村级

集体经济，增加农民收入，助推脱贫攻坚工作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

2.2清理规范了农村集体经济合同

2023年，凤翔区出台制订了《宝鸡市凤翔区清理规范

农村集体经济合同强化农村“三资”管理行动方案》，区

纪委监委、区委农办、财政局等11个部门组成的领导小组

和工作专班，按照“应收尽收，不漏一个”的原则，全区

收集各类合同4422份，其中口头合同166份，涉及金额2.5

亿元。在广泛征求专班成员单位意见的基础上，制定了     

《清理规范农村集体经济合同审核整改意见》，由发改、

审计、司法、财政、农业、林业等9个部门专业人员组成工

作专班，依据职能职责分别对集体经济合同合理性、合规

性、合法性及执行情况等进行审核，清理整改不规范、不

合法合同1991份，新增合同价款109.1万元，切实维护了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合法权益。

2.3坚持开展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审计

根据《农业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审计规定》、《陕西省

农村集体资产管理条例》、省委抓党建促乡村振兴工作领

导小组《关于加强对村干部特别是“一肩挑”人员管理监

督的若干措施》精神，凤翔区2021年开展了村干部任期经

济责任审计,2023年组织实施村“两委”和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负责人任中经济责任审计，重点审计了160个村级集体经

济组织经济责任履行情况、集体财务收支情况、集体资产

管理情况、债权债务情况、专项资金管理情况、民主监督

情况、财务公开制度执行情况等群众关注热点问题，被审

计总人数1453人，其中村“两委”负责人1293人，审计涉

及资产资金总额208015.82万元。通过审计，逐步完善了村

集体经济组织财务管理。

3　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存在问题

3.1农村集体“三资”复杂性强，管理难度大

农村集体“三资”涉及面广、项目多、情况复杂、专

业性非常强，涉及现金、银行存款以及各类实物财产，还

有土地、水面、滩涂等资源；有的可移动，有的属于不动

产，还包括资源的承包权、使用权等，管理工作具有较强

的复杂性、多样性，管理难度较大，容易使具有私心的部

分村干部做出不规范的行为，损害集体利益。

3.2“三资”登记的台账管理不完善

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台账登记不规范、不全面，农村

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完成后，对资金、资产登记管理逐步趋

于规范化，但对机动地、“四荒”地、水面等资源性资产

的登记就存在不全、不细，甚至没有登记台账的现象，造

成部分村干部容易违规操作，未按规范的民主程序随意处

置资产，使农村集体“三资”流失。

3.3民主管理和村务公开不规范

有些村存在着资源发包不按照民主程序进行，不民主公

开、不招标投标，村务公开只强调财务公开，不注重“三

资”管理的公开，常常出现舞弊行为。个别村处置资产随

意，没有外调内查，不经过民主、公开程序，账务处理不

规范，容易出现资产流失。

3.4合同签订不规范，集体利益得不到有效保证

有的合同条款不完善，甚至没有书面合同等；有的合同

没有履行民主程序；有的合同发包期限不符合法律规定，合

同价款低于正常水平，集体“三资”承包收益减少，少数村

干部从中获取私利。有的村不积极清收债权，无外调证明，

不经民主程序，擅自核销债权，使集体权益受到损失。

3.5存在强占集体资产的现象

个别地方存在着农村恶势力强占集体资产、资源的情

况，任期内的村干部图安宁，不愿管，致使集体资产安全

得不到保证，造成集体资产随意流失，个别村干部出现渎

职行为。

4　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办法

4.1资金管理 n 

4.1.1现金管理

财务人员要严格遵守现金日常收支管理制度，按照现金

使用范围，坚持结算起点（1000元人民币），落实现金管

理规定八个不准，严格审批开支，出纳人员每天清点库存

现金，出纳与报账员应每月核对现金，对现金长短款要查

明原因，及时处理，保证账款相符。收入应于当日送存银

行；支付现金，不得从本单位的收入中直接支付，即不得

坐收坐支。

4.1.2银行存款管理

村集体经济组织必须凭中国人民银行当地分支机构核发

的开户许可证，到当地银行开立帐户。不得为还贷、还债

和套取现金而多头开立基本存款帐户。不出租出借银行账

户，不签发空头支票和远期支票，不套取银行信用。不得

以村集体名义为他人（单位）提供担保。不得不经过审批

程序，以网银支付任何款项。加强对银行存款的管理，定

期与银行核对账目。支票和财务印鉴不得由同一人保管。

原则上出纳保管现金支票、会计保管转账支票，财务印鉴

由单位负责人、会计、出纳分别保管。

4.2资产管理

4.2.1建立健全资产管理台账

属于村集体所有的房屋、建筑物、机器设备等固定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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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要确定专人负责，按照资产类别建立台账，及时登记

资产增减变动、出租出借等情况。台账中要详细标明资产

存放地、使用人和保管人等基本信息，确保集体资产不受

损失。

4.2.2定期清查盘点，动态管理

资产管理人要定期清查盘点资产，实行动态管理，对资

产清查中出现的盘盈、盘亏，应及时登记造册，由村会计

作出书面说明，提请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张榜公布无异议

后办理核销手续并予以调整账务，做到账实、账账相符。

4.2.3资产承包、租赁、出让处置

资产承包、租赁、出让必须签订规范合同，合同必须载

明: ①资产的名称、数量、用途;②承包、租赁、入股、出

让、出售价格和条件；③资产承包、租赁、入股、出让、

出售的形式。对于村集体投资兴办的实业公司，应当全部

纳入农村“三资”监管范畴，以确保实业公司的各项开支

合法合规。应严格界定村集体和实业公司之间的资产所有

权界限，不得随意将村集体的各类资金、资产等转入实业

公司或变相改变所有权。

4.3资源管理

4.3.1设立资源登记簿

农村集体所有的资源要设立登记簿，登记簿主要内容包

括:资源的名称、类别、坐落、面积、四至等。同时必须详细

记载资源对外承包、租赁单位或个人的名称、地址，承包、

租赁资源的用途，承包费或租赁金，期限和起止日期等。

4.3.2资源发包要规范

对隶属于村集体所有，且没有采取家庭承包方式的“四

荒”地、机动地等集体资源的发包应由村集体提出具体的

承包方案，按照民主程序召开相关会议讨论通过后，提交

镇政府审核把关，由镇农村产权交易中心按照农村产权交

易的相关规定予以办理。同等条件下，本集体经济组织成

员享有优先承包权。

5　农村集体“三资”管理措施

5.1加强民主监督

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的重大事项都应依法召开成员代

表会议，履行民主决策程序，并及时向股份经济合作社全

体成员公布“三资”运营情况，听取成员意见和建议，接

受全体成员的监督。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监事会应当对任期

内“三资”管理事项进行监督，并提出整改意见。

5.2强化审计监督

根据农业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审计规定》，市农办负

责指导本行政区域内村经济合作社的审计工作。镇农村审

计部门应充分发挥审计监督职能，切实做好本镇区域内村

级集体经济组织审计工作。审计内容主要包括年度审计、

专项审计和村干部离任审计。审计人员，必须经过专业培

训，依法取得资格证才能从事村集体经济组织审计工作。

对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的审计必须严格按照农业部《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审计规定》（农办经[2008]1号）中规定的范

围、程序依法开展工作，审计结束应出具审计报告和意见

建议书。

5.3完善会计委托代理制

在不改变农村集体资产所有权、资金使用权、财务

审批权、民主监督权的前提下，经村股份经济合作社成

员大会或经成员代表会议表决同意，报镇人民政府备案

后，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与会计委托代理机构签订财务委

托代理协议，代理机构该在镇政府领导下开展工作，业

务上受镇农经站和上级农经主管部门指导和监督。镇农

经站要建立内部管理制度，明确专人负责日常工作。代

理机构应认真履行会计监督职能，对原始凭证进行严格

审核把关，对不符合规定和手续不齐全的票据，坚决予

以退还、补办有关手续。

5.4落实财务管理人员的培训工作

村级会计（报账员）作为村干部之一，应当享受相应福

利待遇，农经部门要加强对村级财会人员的培训，镇农经

站每年对村财会人员至少开展一次培训。村级财会人员要

保持相对稳定，无正当理由不得随意调换，确需调换的，

必须经成员代表会议通过，或在本村范围内实行公开招

考，择优录取，报镇农经站审核。

6　结论

完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构建农村集体“三资”管

理体系，健全管理制度，实行民主管理，强化审计监督，

创新监管手段，拓展服务内容，提升农村集体“三资”

管理水平，确保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管好、用好、经营好集

体“三资”，全面实行村级集体“三资”管理规范化、制

度化、科学化，加强农村财务管理，规范集体资产流转和

交易，才能有效防范群众身边微腐败现象的发生，确保村

级事务管理民主化，促进农村社会稳定发展，实现农村集

体资产保值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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