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务管理

村有乡管：
改革村级 财务管理的有益探索

牟永刚  张 梁

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农村出现了一些喜人

的变化，但同时也带来村级财务管理方面的一些问题。

如村级财务管理混乱，乱支乱花乱借，贪污挪用公款的

现象比较突出。其主要原因是，农村实行改革以来，村

组经营方式、分配方式发生变化，群众与集体经济组织

的利益关系不如以往那么直接，对集体财产的关心程

度降低，监督放松，加之村会计因选举变动频繁，新老

交接及业务培训跟不上，一些村长期不理财、不记帐，

帐目不健全，致使集体资财和公共积累大量流失浪费，

还影响了农村工作的开展。如何改革健全村级财务管

理体制成了摆在各级政府面前的一项重要课题。

湖南省芷江侗族自治县在总结多年工作经验和教

训的基础上，提出一种“村级所有，管理在乡”的新村级

财务管理办法，即将村集体资金的所有权与财务管理

权分离，所有权归村，仍由村集体支配和使用，乡（镇）

经营站统一代管资金、帐目，行使监督管理权。实践证

明，这种方法不仅改变了以往村级财务管理混乱的情

况，也基本适合了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经营管理方

式变革的需要，其效果是明显的。

（一）实现 了农村财务管理的专业化、规范化，改变

了混乱 状况。实行村级财务乡级管理，管理人员专职专

责，一般业务水平较高，记帐及时、帐目设置规范、报表

准确，避免了因村级财务人员变动频繁、业务素质低而

造成的村级财务的混乱——清理——新的混乱——新

的清理的恶性循环，实现了管理的规范化、正规化。

（二）加强了监督，减 少了不合理开支，公 款吃喝、

乱 支乱 挪现象得到有效 制止。实行新体制，增强了群

众、村、乡各环节的监督作用，促使村干部的廉洁自律

意识增强。尤其是村里一切收支均通过乡镇农经服务

站记帐，对一些不符合政策、不符合财经纪律的收支，

会计拒绝入帐，有效地防止了村干部的贪污、挪用、乱

支乱借、公款大吃大喝行为。该县 261 个实行乡管的

村，用于吃喝的饭费、招待费普遍比实行乡管以前减少

25% 至 50%。过去，因财务管理混乱，群众年年上访，实

行村有乡管以后，没有发生一例上访事件，群众基本放

了心。

（三）密切 了干群关系，提高了村干部在群众中的

威信和号召力，各项工作进展顺利。实行村有乡管，增

强了财务透明度，硬化了各村的“预算约束”，防止了各

种收入的流失，群众吃了“宽心丸”，党的基层组织和干

部以及党员的形象变好了，号召力增强，“油水关系”又

逐步变成了“鱼水关系”，集体经济、计划生育、教学、农

田水利建设等各项工作进展都较为顺利。

（四 ）集中了资金，有利于 乡（镇）村经济的发展。过

去实行村级自管，一个村少的有资金几千元，多的数万

元或十几万元，各自为战撒胡椒面，经济发展成不了大

气候。集中管理后，乡里除留下村里必要开支和建设资

金外，其它的在乡基金会入股集中使用，有利于乡、村

经济扩大再生产规模和提高效益。据 1995 年 6 月统

计，全县村有乡管的村集体存款 460 万元，占这些乡

（镇）合作基金会总金额的 15.6%，加上村级企业积累

共 1 500万元，各乡（镇）利用这笔资金发展了 160多个

乡镇企业、农业综合开发和农民多种经营项目，每年新

增产值 2 000 万元以上。

这套“村省乡管”的村级财务管理体制，受到湖南

省地领导和经管部门的重视和肯定，在不少地区推广

了该县的经验。在此过程中，也形成了实施这种管理体

制的一套比较完整的做法。

1.组织专门人员，对原有村级财务帐目、财产、现

金、债权、债务进行全面清理、清点、造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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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收清过去拖欠的各种借款、欠款，使帐与帐、帐与钱、帐与物

等全面相符，不留尾巴。

2.从全乡选调 1—2 名业务熟悉、作风正派、能秉公办事的同志充实加

强乡镇经管站的力量，站内设站长、会计、出纳各一名。具体负责全乡（镇）

的集体财务的收支、管理和审查以及帐目记载、零用金支付、村干部工资发

放、资金融通等业务；村选好经管员（相当于过去的会计、出纳），具体负责本

村各项收支登记、零用金保管、收入上交、报帐结算等业务。村经管员实行

误工补贴。

3.搞好帐目移交和结帐管理。村里把清理好的帐目交到乡镇农经服务

站，把现金交给乡镇基金会，资金多的可向基金会入股，资金少的作为代管

资金代管，各村设立一本现金帐，进行流水登记，农经服务站按照农村会计

核算要求，设立一套财务帐。各村每半月或一月定期到乡镇交帐结帐一次，

乡镇农经服务站按季度或半年将各村发生收支业务逐步进行公布，以利群

众监督，年终则按帐面进行收支结算和分配转帐。

4.制订严格的开支审批制度。村成立“财务开支监督审核小组”。小组

成员由现任村支书或村长、已退职并有一定威信的老干部、一名村民小组

长和一群众代表组成。日常开支由村支部书记或村长一支笔审批。超过限

额的由监督小组集体研究决定。大额开支由村向乡（镇）报批。为了加强监

督，防止坐收坐支，乡镇成立了审计委员会，按季度进行审计，向群众张榜

公布。  （责任编辑  李海南）

元。这些项目都已通过国家鉴

定，被认为在国际纺织工业上

具有独创性和领先水平，获得

了纺织工业部和甘肃省现代化

管理和科技成果奖。1993 年，

我厂又投资 200 多万元，从国

外引进了毛精纺产品计算机仿

真设计和最佳配色系统等，投

入使用后，大大提高了企业的

产品设计水平，杜绝了色差，而

且产品设计时间由原来的三个

多月缩短到十几天，改变花色

品种仅需几十分钟。

（三）

一个企业的发展，产品结

构合理与否至关重要。特别是

在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市场需

求日新月异的今天，适时调整

产品结构，是提高企业竞争能

力的关键所在。

基于这种认识，兰州第三

毛纺织厂通过狠抓市场信息、

产品设计和缩短生产周期三个

环节，落实产品开发经济责任

制，充分发挥技术优势，使产品

开发做到一周见小样，一月进

市场，平均一天半开发一个新

产品。同时，把质量作为产品的

生命，强化全员、全面、全过程

的质量管理，使质量综合一等

品率逐年提高。为了提高产品

在国外的竞争能力，我们坚持

使产品向系列化、多样化、国际

化方向发展。到目前为止，仅精

纺呢绒产品就有 28 个系列，

3 000多个品种，10 000 多个花

色。1994 年我厂设计的一个全

毛高档新产品，一面市，就引起

了同行业的重视，全国 20 多个

厂家都纷纷研制生产。

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兰

州第三毛纺织厂坚持立体经

营，全面发展，不断调整企业的

经营结构，制定了“三个三”的

发展战略。即产品经营上拓宽

“三条龙”（毛精纺面料——服

装一条龙，针织绒——羊毛衫

一条龙，纺专器材一条龙）；经

营格局上采取科、工、贸“三位

一体”；经营目标上实现“三个

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产品出

口，三分之一内销，三分之一深

加工）。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我

厂在全国各地建立了 50 多个

销售中心和 10多个办事处，并

在兰州闹市区建立了“三毛商

业大厦”。为使产品能直接走向

国际市场，还在瑞典的哥德保

设立了分公司。同时，我厂还成

立了毛纺研究所，建立了电子

计算机中心和自动化工程公

司。我厂已形成了科工贸一体

的大纺织新格局，既做产品生

意，又做技术生意和其它生意，

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使企业的

经营向多渠道、立体化的方向

发展。

为了更好地发展规模经

济，我们联营了桃源修布厂、东

川橡胶厂等几个集体企业，兼

并了兰州毛针织厂，又出巨资

购买了兰港毛衫有限公司其他

几个股东的全部股份，成立羊

毛衫厂，作为我们的全资子公

司。同时，积极吸引外来资金，

与广东纺织品公司、澳门顺明

有限公司合资，准备建立年产

100 万件生产规模的服装厂，

提高企业的规模效益。

（责任编辑  吴春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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