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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村级财务管理存在的

问题与对策

赵 华

一、存在的问题

1.财会人员素质偏低，会计基础工

作薄弱。首先，从 村级 财会人员的结构

情况看，整体学历偏低。以 江苏省为例，

2009年村级 财会人员中，高中和初小毕

业的占 70% ，中专及以 上学历的占 30% 。

2009年全省有农村财会人员33 219人，其

中没有会计上岗资格证的有 8 721人，占

26.25% 。有些财会人员连基本的会计知

识也不懂，造成账目混乱。其次，村级财

会人员老龄化严重，部分村会计六 七十岁

依然在岗。最后，不合理的兼岗现象严重，

村支部书记或村主任兼主管会计，村秘书

兼出纳会计，或者是主管会计和出纳会计

由一人负责。就基础工作而言，较为普遍

的现象是 ：会计账簿、科目设置不规范，

许多村财务资产有账无物，有物无账，有

总账没有明细账，或者是账簿齐全但是不

能完整记录，造成了账账不符、账实不符、

账表不符，很多是“流水账”、“包包账”、“糊

涂账”，核算较为混乱 ；村财务在会计交

接上断档，账随人换的现象非常普遍；会

计人员只对任期内的档案进行保管，由此

造成会计档案保管不善、损毁、丢失现象

严重，有的村连续几任 会计不移交档案，

一任会计一包账，几任下来不见账，使村

财务账目失去连续性，等等。

2. 财会制度不健全，财会秩序混乱。

总体情况看，许多村级缺乏健全的财务管

理制度，即使有一些零散的制度，也很少

能严格执行落实，导致会计核算不合规。

例如，凭证取得的途径 不合理、填写不规

范、内容不真实；记账不及时，几个月记

一次账或者半年记一次账，甚至是到年

底决算时才记账，更有甚者是几 年不作

账 ；部分工程和项目开支另外建账，甚至

不记账，逃避上级监管，造成集体资产损

失；编制的会计报表不真实，年底甚至

不做决算，也不编制会计报表。此外，财

务收支的规范性也差，如在收入方面，有

的村级 财会人员收款后不及时将现金缴

存银行，而是存入个人存折，造成公款

私存；在支出方面，基本上是村书记“一

支笔”，村干部的决定就可以代表所有的

财务管理制度，虽然有些村在财务制度上

对接待费、业务费和日常办公 经费进行了

严格的规定，但接待费却居高不下，有些

村干部甚至将私人的开支发票拿到村里

报销，同时白条入账抵库现象严重，部分

村甚至 70% 以 上的票据都是白条，部分

村支出单据无事由、无经办人 签字、无审

批人审批。

3. 财务缺乏透明度，监管不力。尽管

各级政府都力促 村级 财务公 开，以 增加

透明度，但实际操作中，村级 财务普遍存

在不愿公 开、不敢公 开，或简单公 开、避

重就轻，甚至出现一些假公开的现象。按

照有关规 定，乡镇财政所和经管站应承

担对村级 财务管理的指导、监督和审计，

操作中却存在着不监督检查、放任自流的

现象。这样的制度背景下，村干部腐败现

象就在所难免。2008年，江 苏省吴江市

曾对村官腐败 开展调查，调查发现村集体

腐败的主体 80% 以 上是村党支部书记或

村民委员会主任，涉案金额最少的 24万

元，最多的是梅堰双浜村原总支书记孟建

根利用职务便利挪用资金 344万元。

二、解决对策

1. 改革完善村级 财会管理体制。财

政部于 2004 年 9月 30 日发布了《 村集体经

济组织会计制度》，规定财政机关要依照

《 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对村集体经济

组织的财会工作进行管理和监督，农村经

营管理部门要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对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财会工作进行指导

和监督。但到底是谁牵头具体负责管理并

没有明确界定，导致两个部门都在管或两

个部门都不管。笔者认 为，财务收支的制

度安排与会计应有所不同。从目前各地的

情况看，村级财务管理制度有的是由农业

管理部门单独制定，有的是由农业部门与

财政部门联合制定，不管采取何种方式，

财务管理制度限额制定和实施监督工作

都应充分发挥农业部门的主导作用，所以

由财政管会计、农业管财务，即财务与会

计分而治之也许更适合我国实际。

2 . 借鉴企业集团的管理经验，实行

村级财会集中管理。目前村级财务管理方

式有村财村管、村财镇管、村财镇审三种

方式。考虑到村级管理人 员和财会人员的

实际情况以 及 财务管理的复杂性，客观

上有必要借鉴企业集团内部集中管理的

经验，实行县或镇对村级 财会工作集中办

理和管理，即集中统一制定财务制度、集

中统一票据管理、集中统一收 支审核、集

中统一记账核算、集中统一建档保管、集

中统一财务公 开。同时，考虑到村级 组织

的数量和地域分布，比较理想的模式是

村财镇管，信息化 体系比较健全的县市也

可以尝试“村财县管”。

3. 加 强农村财会队伍 建设，切实提

高财务管理水平。不管是否实行集中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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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都需要切实解决农村财会人员素质

偏低的问题。为此就需要按照财政部门的

规定，对农村财会人员每年至少培训1 次，

培训时间不短于 3天。在具体形式上，应

由县级 财政机关集中组织培训，以 避免

分散培训带来的弊端。另外，要改革完善

农村财会人员的聘任和上岗制度，按照公

开、公 平、公正的原则择优 选用财会人员，

执证上岗，严把用人关和业务考核关。

（作者单位 ：苏州大学应用技术学院

财会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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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加工贸易进料与来料

“税”主沉浮

王文清  高 崚

在对外贸易中，进料和来料是加工贸

易的两种主要经营方式，出口 货物分别享

受退（免）税 与免税政 策，两者“谁”更让

出口 企业心 动，哪些因素影响出口企业的

选择呢？

一、征、退税率之差的大小

按照税法规 定，出口 货物 FO B 价换

算为人 民币的外销收 入乘以 征、退税 率

之差的积要计入主营业务成本。因此，在

外销收 入一定的前提下，征、退税率之差

越大，出口 企业所要承担的成本税 负就

越高。例如，某生产型出口 企业 A 为国外

客商 B 加工一批货物，换算为人民币的进

口料件组成计税价格为2 0 0 0 万元，加工

后复出口的货物换算为人民币的总价格为

3 500 万元（单证收 齐）。假设货物全部出

口 无内销发生，其加工所耗用国内购进的

料件及其它费用的进项税额 为 70 万元人

民币，增值税适用税率为17% ，出口 退税

率为 13% ，出口 企业应 选择进料还是来

料加 工方式？

1. 采用来料加工 方式。根据来料加

工免税 政 策，3 500 万元的出口 货物按免

税 处理，70 万元进项税 额 不予抵扣须转

入主营业务成本由企业自行负担，故其应

纳税额为 70万元人民币。

2. 采用进料加工 方式。3 500 万元的

出口货物执行“免、抵、退”税政策，进口

料件 2 000 万元所计算的免税 税 额 不予

办理退税，应在计算的“免、抵、退”税

额中抵减，则当期免抵退税 不予免征 和

抵扣税 额= 出口 货物离岸价 ×外汇人民

币牌价 ×出口 货物征退税 率差-免税 购

进原材料价格 ×出口 货物征退税 率差 =

（3 500 - 2 000）×（ 17% - 1 3% ）= 6 0

（万元）；当期应纳税额 = 销项税 额 -（进

项税额 - 当期免抵退税 不予免征 和抵扣

税 额）=0 -（70 - 60）= -10（万元）；

当期免抵退税额 =出口 货物离岸价（单证

收 齐）×外汇人 民币牌价 ×出口 货物退

税率-免税购进原材料价格 ×出口 货物

退税 率 =（3 500 - 2 000） ×13 % = 195（ 万

元）；由于留抵税额 10万元小于“免、抵、

退”税 195万元，则退税等于 10万元，免

抵税额为 185（195 - 10）万元。如 果考虑

免抵税额参与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

附加（简称税费）计算，那么，其税费额为

18.5[185×（7% +3% ）]万元。

从以 上假设条件看，出口 企业 采用

进料加 工 方式能得到 10万元的增值税退

税 ，应纳税额为零，就算要缴纳 18.5万元

的税费，税负也小于采用来料加工 方式需

缴纳的 70万元税款。

再 假 设 出口 退 税 率由 1 3% 下调 为

5% 。若采用进料加工 方式，则当期免抵

退税 不予免征 和抵 扣税 额 =（3 500 -
2 0 0 0）×（ 17% - 5% ）= 180（万元）；当

期应纳税额= 0 -（70-180）= 110（万元）；

当 期 免 抵 退 税 额 =（3 500 - 2 000）

×5% =75（ 万元）；由于当期应纳税 额 大

于零，则免抵退税额 = 免抵税额 =75（万

元），其缴 纳 税费为 7.5[75×（7% +3%）]

万元。故 采用 来料加 工 方式在税负上要

少于进料加工 47.5（110+7.5 - 70）万元。

二、进口料件占比的多少

出口 货物所耗用的进口 料件与国内

耗料之比与加 工贸易方式的选择密切相

关，且国内耗料增值税 进项税 额的大小

直接影响税额的计算。

沿 用上例，假设 A 企业加 工 出口 的

货物国内耗料占比较 大，国外进料只占

一小部分，如 将国内耗料等费用的进项

税 额由 7 0 万元调增为 90万元，进口 料件

组成计税价格由2 000万元调减为1 500

万元。采用进料加 工 方式，则当期免抵

退税 不予 免征 和抵 扣税 额 =（3 500 -
1 500） ×（ 17 % - 13% ） = 80（ 万 元 ）；

当 期 应 纳 税 额 = 0 -（90 - 80）= -10

（ 万元）；当期免抵 退税 额 =（3 500 -
1 500）×1 3% =260（ 万 元 ）；由 于 留抵

税额 10 万元 小于“免、抵、退”税 26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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