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断提高工作质量和服务水平。有条件的地方要设立农业税纳税大

厅，逐步实现农业税征收方式由上门和季节性征收向定点 、常年征

收转变，边远的地方也要采取定时 、 集中纳税的办法，方便群众缴

纳。 积极探索和完善农业特产税改征农业税的征管办法。深入宣传

《陕西省农业税征收实施办法》和《陕西省农业特产税实施办法》，

教育纳税人积极履行纳税义务。

加大配套改革力度，在减人减事减支上下功夫。一要继续落实

配套改革省级牵头部门和市县党委 、 政府负责制，建立配套改革定

期报告制度 。 省级牵头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对各地配套改革进

展情况的监督 二要下决心精简机构 、 压缩人员，节减乡 、 村开支，

这是关系农村税费改革成败的关键。乡镇机构要严把进人关， 财政

供养人员精简 20 % ，坚决辞退临时用工人员；有步骤地推进村级撤

并工作，扩大村级规模，村干部要按照 3 — 5 人的设置标准配备，

同时大幅度精简组干部，实行村组 干部交叉任职，统一村组干部补

助标准 三 要积极稳妥 、因地制宜地进行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和精

简优化农村中小学教师队伍，将教育布局调整与中小学危房改造结

合起来 ，将县 乡机构改革 、 核定教师编制与精简优化农村中小学教

职工队伍结合起来。加快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步伐，大力精简和优

化教职工队伍。 四要按照 “财力向下倾斜，缺口上移” 的要求，调

整 县 乡财政体制， 规范县 、 乡 、 村之间的分配关系，合理划分县 乡

财权与事权。对财政收入规模较小的乡，试行由县级财政统筹安排

其必要的开支 五要结合农村会计委派制试点，大力推行 “村财乡

管”， 推行村务公开，加强村民民主理财。

积极探索化解乡村债务的途径和办法。乡村债务是多年来长期

形成的，也是当前影响经济发展的突出问题。对债务问题，既要认

真对待， 积极稳妥解决；又不能草率行事。要通过发展农村经济 、

深化农村改革 ，积极探索通过债权债务抵冲 、 依法消减高利贷 、 加

强内部控制 、 节约开支 、 盘活集体存量资产等有效办法逐步化解乡

村债务。乡镇机构的债务，要靠发展经济，完善财政体制等办法妥

善解决；村级组织的债务，要在防止发生新债的基础上，摸清底数，

分清责任，结合实际制订办法，逐步化解。按照省政府的部署，各

设区 市选择一个县 、 区 ， 每个县 、 区选择一个乡 、 镇进行试点，研

究和探索化解乡村不良债务的办法。

加强监督检查，严肃查处各种违纪行为，确保改革政策落到实

处。各地要建立健全税费改革群众信访查处反馈制度，对执行政策

中出现的偏差，要及时纠正。对农民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要逐一

回访督查，及时处理，做到有错必纠，事事有落实，件件有回音。
不断加大督查 工作力度，及时纠正存在问题，防止政策执行中出现

走样 、 夹生现象。对在农村税费改革中执行政策严重走样 、 截留 专

项转移支付 、 加重农民负担，造成群体性事件，影响恶劣的，要列

入责任追究对象。省税改办要按季度通报农民群众来信来访情况，

并根据反映的问题，继续开展明查暗访， 确保改革政策的落实到

位，确保农村社会稳定。

（ 作者单位：陕西省财政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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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会计委派制

构筑农村财务

农 村 集体 财 务 混 乱 易 引 发 干 群 矛

盾，是长 期以来农村普遍 存在的 “老大

难” 问题，制约农村集体经 济的健康发

展，甚至影响农村社会稳定。为解决这一

“顽疾”，从 2003年起，陕西省在乡镇（ 街

道办事处 ）及村合作经 济组织中全面 推

行会计委派制试点，建立 “农村财务服务

中心”，实行 “村账 乡（ 镇 ）管”，拉开了

全 省 农村 财 务 会计 管 理 体 制 改 革的 序

幕。
截至 2003 年 6 月底， 全省 107 个县

（ 市 ）试点乡镇达 637 个，占 全省乡镇（ 街

道办事处 ）总数的 37 %。其中，28 个县

所有乡镇同时展开试点。按计划，2003年

末全省试点乡镇面要达到 50 %。
基本核算模式。按 照 省 上 统 一 要

求，把现行行政、事业单位的会计核算延

伸到乡镇（ 街道办事处 ）和农村合作经济

组织，在不改变资金所有权、使用权、审

批权的前提下，采取 “代理记账、集中管

理，统一开户、分户核算、规范服务”的

原则，统一建立 “农村财务服务中心”，

对乡镇、街道办事处的行政 、事业单位进

行集中核算，对农村合作经济组 织实行

“村账 乡（ 镇 ）管”。
农村财务服务中心组织形式。一是

以财政牵头为主组建 “农村财务服务中

心”。乡镇财政 所长 担任 “乡镇核 算 中

心”和“农村财务服务中心” 主任，形式

上采用 “一套机构两块牌子”。“农村财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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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管理新体制
姜 锋  李振林  闫开宁

服务中心” 受乡（ 镇 ）政府领导，业

务上接受县农经站和财政局的指导和

监督。目前，这种形式占试点乡镇的

多数。二是以农业部门 为主组建 “农

村财务监管中心”。乡（ 镇 ）农经站与

“农村财务监管中心” 实行“一套机构

两块牌子”；财政所与“乡镇集中核

算 中心” 实行 “一套机构两块牌

子”，一分为二，互不关联，共同接受

乡镇政府领 导。“农村财 务监 管中

心” 接受县财政部门监督指导。三是

以乡镇政府为主组建“农村财务服务

中心”，实行“一个中心、两个账户、

两个核算组” 模式。四是在镇政府领

导下，按现财政农经职能，实行 “农

经管财务、财政管会计” 模式。
审批权的设置划分。各地不尽相

同，一般根据金额大小，设置村主任

审批；村民理财小组审核，村主任审

签 ；村民会议通过，村民理财小组

审核，村主任审签等三级审批权限。
有的乡（ 镇 ）政府、乡经管站保留一

定的审核、审批权。在村、组内部，

组 支 出 村 主任 审批， 实 行 “村账镇

管” 和 “组有、村管、乡监督” 双层

代管。“农村服务中心” 对票据真实

性、审签程序完备性、开支合理性等

进行会计监督。如城固县规定，平川

地带的乡镇，村级支出在 500 元以下

的村主任审签，村支书审核；超过 500

元 、 不到 1000 元，民主

理 财 小 组 和 两 委 会

（ 村、党）同 意，乡镇政

府审批；超过 1000 元的

重 大 开 支， 两 委 会提 交

村 民 代 表 大 会 讨 论 通

过，报镇 政 府 审查同 意

后 开 支。组 开 支，村审

批，大 额开支，经农户户

长 会议讨论通过，村审

查同意后开 支。

会计信息反馈和处

理。试点 市 县十 分注 重

会计 信息报告和村财 务

公开的 结合 ，力求 村民

看得懂、易监督，保证村民依法享有

民 主理 财的 知情 权 、 参与权 、 监 督

权。如旬阳县规定，按时向村民公开

公示 财务收 支 、村级事务、“一事一

议” 公益事业筹资和涉农收费四方面

12 项内容，“财务中心” 每月按时提

供用于对村民公开的 “村合作经济组

织财务公开明细表”。财务公开的同

时，向村民下发 “村级财务公开征询

意 见书” 征询村民意 见。白河县则按

“重要性、群众关心、易懂会看、方便

监督” 四原则 制定了规范的 “财务公

开表” 对村民公开。 如对 “一事一

议” 筹资，要求披露获得批准的 程

序 、 人均标准；对大额 支出要披露支

出内容、经办人；按户、人支出的贫

困人口补助、“五保户”补助、烈军属

优抚，要披露标准、户数、内容及经

办人；对应收应付项目要按人或户披

露。“财务公开表” 要有 乡镇政府领

导、农经站长、会计、村报账员签章。
资产管理。要求村合作经济组织

建立、健全固定资产管理制度，建立

财产资产清查制度，保证账实相符。
审计监督。如镇安县、白河县规

定，县农经站设立专门审计组负责对

“农村财 务服务中心” 代管的农村合

作经 济 组 织财务进行审计。
经过全省上下的共同努力，农村

会计 委派 制 改 革试点 工作，进展 顺

利，取得 了 阶段性 成果。

构筑了农村财务会计管理的新

体制。从改革 农 村会计管理体 制 入

手，推行农村会计委派制，构筑了农

村财务管理的新体制。多年来“村长

说了算、会计跟着办、群众不 见面”，

“村长换、 会计变、 财务乱” 的局面彻

底扭 转。

创新了理财机制，村民民主自治

权力得到落实。以前，法律赋予村民

会议、村民理财小组 、 村民的监督权

力主 要是事 后监 督 且缺乏机制 的 保

证，在新体制下，村民 会议的民 主决

策权，村民的民主监督权，通过 “农

村财 务服务中心” 审 批 权的前置设

计，通过事后客观、规范 、具体的财

务信息的公 开披露落到实处。城固县

天明镇堰溏村村民在镇 “农村财务服

务中心” 财务公开的收入项目中，没

有发现当年堰溏村 3300 元的荒山承

包收入，反映到 “中心”，最终追回集

体收入，当事人受到查处。
规范了会计秩序，强化了会计监

督。会计从村组分离出来，会计工作

人际环境有了彻底改变，会计人员能

够大胆、独立公正地履行《会计法》

赋 予的 职 能 ，会计监 督 作用 得以 强

化。据旬阳县甘溪镇介绍，过去村长

换届选举结 束 后 ，村长 们 要摆 桌请

客，都由村上开 支， 全镇 1 7 个村得

吃掉 2 万余元，今年换届后 “农村财

务服务中心” 对换届吃请以 “村级取

消招待费” 为依据予以拒付，从而节

省了开支。2003 年上半年 “中心”累

计拒付不合理 、 不 合法开 支 8 .2 万

元。
遏制了腐败，密切了干群、党群

关系。镇安县回龙镇回龙村 支书说出

了 自己的感受： “账务实行镇管后，

再也不 用 担心 村 民 怀疑 了 ，群众 放

心 ， 自己 也舒坦。” 的 确，“村账 乡

（ 镇 ）管”，规范了财务收 支，群 众顺

心：减少了干群矛 盾，干部安心。
（ 作者单位：陕西省财政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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