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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 村 筹 劳 应 实 行
“ 以 资 代劳 ”

王建鸣

农村税费改革后，原 “三提五

统” 中的农村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

（以下简称“两工”），将在 2005 年全

部取消。取消后，农村仍然存在着

筹劳用工问题，国家规定，农村每

个劳动力每年筹劳用工上限控制在

1 0 个标准工日以内。那么，当前和

今后能否折款（以资代劳）收取，将

成为上级有关部门与各级党政领导

关注的焦点，也是农民反映强烈的

热点。同时，又是农村广大基层干

部面临的一个较突出的现实问题。

笔者结合农村实际，就 “两工”（筹

劳）实行 “以资代劳” 管理作些思

考。

筹劳实行“以资代劳”管理

是农村现阶段的必然选择

农村筹劳，主要用于农田水利

基本建设，农业综合开发和植树造

林，农村义务工主要用于防汛、义

务植树 、公路建设 、 修缮村办校

舍。国家文件明确规定 “两工”（筹

劳）不得强行以资代劳，并不是说不

能 “以资代劳”，关键在于群众自

愿，这是充分考虑农村当前实际

的。因此，现阶段在广大农村，以

资代劳取代“两工”已是一种必然

趋势。其主要原因是：

（一）劳力大量外流，出资代劳

应运而生。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和农

村富裕劳力的增加，农村大量劳力

纷纷外出务工经商，使 “两工”（筹

劳）政策难以落实。据调查，农村的

青壮年劳力，8 0 % 以上都外出务

工，留守家中的都是些老、弱、病、

残，事实上都不能承受 “出劳” 的

任务。而外出务工经商的劳动力，

在用工之时 ，也不可能再回家来

“出劳”，因此 “以资代劳” 便成为

解决筹劳矛盾的有效办法。

（二）经济上划算，农民自觉自

愿。不出劳，便出资，再以资 “聘

劳”，操作省事，双方都划算。仅以

20 03 年为例，政策规定农村每个劳

力必须承担 15 个工日的劳动。若按

每工 5 元的工价计算，15 个工日“以

资代劳”款只有 7 5 元。如果外出打

工一天，至少可以获得 20 - 3 0 元的

报酬，假如以每天 25 元计算，1 5 天

可以收入 375 元。出 7 5 元钱的 “以

资代劳”款，省下 1 5 天的时间外出

务工，便可净赚 30 0 元。
（三）出资由来已久，符合农村

实际。自改革开放以来，出资代劳

已有十几年的历史。对农民来讲，

他们已经习惯；对基层干部来说，

他们也省时、省事。如大型水利任

务，把村里的劳动力组织起来，那

么一大群人，被子、行李、锅碗瓢

盆、车船路费，吃喝拉撒住都要安

排好，不仅十分困难，而且开销也

大。如果“以资代劳”，把钱收起来

交给派工单位，由派工单位就近统

一安排劳力或使用现代化的机械，

可以省力 、 省时 、 省事，农民也免

受拖累之苦。
（四）一卡管理明白，农民要求

折款。长期以来，广大农民已被过

去那种 “三提五统无底洞”的农村

收款伤透了脑筋。税费改革后，农

民负担下降、税费管理规范，实行

“一卡管全年，一 卡管全（税）费”，农

民对此十分拥护。但由于卡上 “两

工” 负担只能填工数，到时交多少

钱 农民心里没准 ，总怕村里收款

时，年底再随意加码。所以，一些

农民主动要求乡村填制农民负担监

督卡时，就直接把两工数折成金额

数填进去，便于掌握全年的税费底

数，真正做到拿明白卡，交放心

钱。

（五）时代进步的产物，社会发

展的需要。当今，国家可用于农田

水利建设及防汛工作的现代化工具

十分先进。如大型挖掘机、推土机

等，还 有大量的 农用机动运输车

辆，如果把需要农民手挖肩挑的劳

动用现代化的机器来代替，即把农

民应付出的劳动转换成货币，统一

调度，使用先进机械工具，既提高

了劳动效率，农民免受拖累之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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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也产生了效益。这种将劳

动量转换成货币的形式实质上是社

会发展的需要，是时代进步的产

物。
（六）折款便于工作，有利化解

矛盾。在两工（ 筹劳）管理的过程

中，由于各村、组甚至一个农户中

的劳力总是有多有少、有强有弱；

用起工来，有先有后，有近有远，

工程有大有小，活儿有粗有细等。
所以，农村用工中的分工难平衡、

矛盾难协调的问题是客观存在的。

比如说，村里农网改造要挖电杆窝

子，需要 10 个劳动力。而下次要照

看村渠道上的树苗，也需要 10 个劳

动力，说不定这回轮不到上次出工

的 10 个劳动力。对此，前者认为吃

了亏，心里不平衡，干部也无法调

解。然而，这种矛盾恰恰只有通过

折款才能解决。所以说折款有利协

调用工，化解矛盾。

“以资代劳”实行

财政统管的实践

既然 “以资代劳”已成为替代

“两工”（筹劳）管理的一 种形式，那

么如何征收与管理好 “以资代劳”

资金呢？近些年来，湖北省天门市通

过不断实践，探索出了一种新的征

管模式：将以资代劳资金统一纳入

专户管理，由财政统收统支，使用

专票（专门收款收据和记账凭证），

设置专账，登记专项（科目），资金直

达，专款专用，改变了过去由村民

委员会坐收坐支的办法。原来 “两

工” 收取的资金，除劳动积累工收

取的资金由市 、乡统一调度使用

外，农村义务工收取的资金由村集

体支配使用，事实上绝大部分改变

了用支，许多都用于了其它非生产

性开动，只有少部分用于村集体的

公益事业。而目前实行财政统收统

支，基本上杜绝了将 “两工” 收取

的资金用于其它非生产性支出，使

这部分资金真正用在规定的项目

上，用在为广大群众办好事、办实

事的公益事业上。做到了三个满

意：即群众满意、村组干部满意和

有关部门满意。

探究“以资代劳”

规范管理的对策

农村“两工（筹劳）”的管理，关

键在于 “规范”。

一是规范程序，完善手续，把

握操作的合法性。要遵循群众自愿

的原则，以村组为单位，召开群众

代表会议，尊重大多数群众意愿，

愿出资的出资，愿出劳的出劳，由

群众讨论决定并签字盖章后，经乡

镇农民负担主管部门审核、乡镇人

民政府批准，报县（市）农民负担监

督管理部门备案，做到程序到位，

手续完善。

二是明确项目，使用合规，注

重用途的规范性。“两工”（筹劳）使

用必须严格执行《农村村级筹资筹

劳管理办法》，只能用于村范围内

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植树造林，修

建村组道路和桥梁等集体生产、公

益事业，保证用途合理合法，提高

项目效益。
三是严格标准，控制上限，力

求入卡的统一性。要认真贯彻农村

税费改革政策规定，严格执行过渡

期内和期后筹劳标准和省里批准各

县（市）的以资代劳工价标准，严格

实行上限控制，在规定上限标准内

各村筹劳的具体工价，必须召开村

民代表大会民主讨论决定，不得违

规超标和加码。每年年初可直接将

工数、工价及折款统一填入农民负

担监督卡，给农民一个全年早知

道。

四是集中统管，单独核算，保

证收支的专项性。按照村账乡（镇）

管的办法，村级以资代劳资金集中

纳入乡镇会计核算服务中心统一专

项管理。实行财政统收统支：即在

农作物收获时 ，由财政集中收取

后，遵照税费直达、税费分流的原

则，及时缴入 “以资代劳” 专户，

及时登记村级 “以资代劳”收入专

账。严格按年初预算专项使用，实

行单独核算，充分发挥有限的以资

代劳资金的有效作用，促进村级集

体生产和公益事业的健康发展。
五是健全规章，加强监督，确

保管理的实效性。要健全以资代

劳资金预决算制度 、 项目管理制

度、财务审计制度等规章制度，强

化制度监督；要采取村（民主理财

小组）、乡（镇）、县（市）三级联管的

办法，进行复合管理。尤其是项目

资金的使用要跟踪问效，并将使

用过程和结果及时张榜公布，自

觉接受社会和群众监督。对违反

政策和制度规定的单位和个人 ，

要严格实行责任追究制，确保管

理的实效性。

（作者系中共湖北省天门市委

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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