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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溪县是川北深丘、革命老区、

贫困地区“三区合一”县。近年来，国

家对村级投入特别是扶贫资金投入规

模大、类别多、政策性强、监督检查

严、社会关注度高，因此，加强村级财

务管理、规范村级会计核算尤为迫切。

苍溪县财政局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创

新构建县乡村会计核算管理一体化信

息平台，推进村级财务网络化、标准

化管理，为精准扶贫脱贫、乡村振兴

战略提供支撑。

主要做法

苍溪县依托“金财网+”，按照县

乡村“三级相通、业财相融、安全规

范、节俭高效”的原则，2017年开始

建立“县乡村会计核算管理一体化信

息平台”，实行网络化、标准化、一体

化管理，形成全县财政资金从预算、

支付到核算、决算、公开的全程化监

管体系。2018年1月起，全县805个

村（社区）所有资金和账务纳入系统

运行。同时，在2018年启动新政府会

计制度账务体系建设，2019年1月起，

将全县280多个县级行政事业单位、

39个乡镇账务迁入一体化平台运行，

在全省率先整体执行新制度。同时，

规划与“政务云”融合对接，通过电子

政务外网实现“互联网+”模式。

按照“村级主体、政府主管、部门

监管、委托代理”的管理体制，苍溪县

通过一体化平台构建“统一网络平台、

统一业务标准、统一乡镇核算、统一

财政监控和分村民主理财、分村明细

核算、分村提供报表、分村公开公示”

的“四统四分”村级财务管理新模式。

利用“村财民理乡代管”改革和“乡镇

财政所规范化”建设形成的资源和专

业优势，整合乡镇财政、农经、村财

力量，设置“村级会计代理服务中心”，

与财政所合署办公、统一管理；中心

设村财核算会计、资金会计、财务审

核等岗位，其中村财核算会计为专职，

其余岗位可为兼职；各村设报账员1

名,原则上由村副主任兼任。充分发

挥乡镇专业力量和就近就地监管、代

理服务的优势。

主要业务流程：村级开展经济

业务活动（项目支出及3000元以上的

日常支出事前报乡镇审批）→村级报

账员收集、整理、初审原始凭证→村

民理财监督委员会审核→村书记/村

主任审批（项目支出或3000元以上的

日常支出乡镇分管、主管领导审核）

→代理服务中心审核，通过村财系统

办理资金支付、会计核算→财政及有

关部门实时在线查询、监管→对接县

纪委“权力运行监督平台—村级直通

车”，实行村级财务公开。

村级财务管理平台主要包括资金

收付、账务核算、监管查询、村务公开

等主功能模块。通过资金管理模块，

办理资金收付，维护村级资金运行安

全；通过账务核算模块，规范会计核

算，强化“三资”管理；通过授权，县

财政及有关监管部门实时查询村级财

务收支等信息，强化财务监管；通过

县纪委“权力运行监督平台—村级直

通车”公开村级财务、发布政策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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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村务、财务融合，强化民主监督。

主要优势

财政财务管理更加统一规范。按

照“一张网、一盘棋”的布局，一体化

信息平台涵盖了县、乡、村三级预算

单位和村级财务管理、会计核算，并

与“政务云”融合对接，避免一个行业

一套信息系统、一个单位一套财务版

本带来的信息孤岛和资源浪费，利于

形成全县财政资金运动业务闭环和全

程化管理体系。

村级资金支付更加科学安全。针

对村级资金收支频繁、结存量大，缺

乏系统支撑等问题，专门设置了资金

管理模块，通过系统录入、岗位分离、

额度控制、系统生成支票等手段，解

决过去人为控制额度、手工开具支票

等方面的风险，并根据收、付款单据

的发送自动生成银行存款日记账和记

账凭证，使村级资金、银行余额、账

务数据三方一致，确保村级资金安全、

规范、高效运行。

村级账务核算更加方便准确。针

对以前单机版核算方式下各村各账、

各做各样、核算不规范、操作不方便

等问题，新系统由县财政部门按统一

的会计制度和标准设置账套、科目和

报表体系，村财会计可通过简单的选

择方式即可完成凭证、账簿、报表处

理，既降低了村财人员工作量，又使

各村账务整齐划一、信息相互可比；

同时，代理服务中心人员来自乡镇财

政、农经等部门，立足乡村一线，更

加熟悉村级资金来龙去脉、项目实施

和经济业务活动开展情况，避免财务

管理和会计核算脱节，会计信息更加

准确。

村级财务监管更加及时有效。以

前，由于缺乏网络平台，资金拨付到

村后，上级财政和有关部门对村级资

金使用和会计核算监督断层，村级财

务成为上级部门监管的“盲区”。运行

新的村财系统后，财政及有关监管部

门可实时查询每一个村、每一笔资金

收支、会计核算、原始凭证、制度执行

情况，实时提取、汇总、分析相关财务

信息，发现问题督促纠正、核查，村民

通过县纪委“权力运行监督平台—村

级直通车”查询村级财务收支等情况，

强化民主监督，防止资金滥用和遏制

腐败。

精准扶贫支撑更加精细有力。通

过与县纪委“权力运行监督平台—村

级直通车”对接，及时发布各类文件、

政策法规，实时了解村级项目实施情

况，在规范村级资金、财务管理、会计

核算的同时，为推进全县精准扶贫脱

贫、乡村振兴和村级经济发展提供有

力支撑。

财政财务资源更加节俭高效。充

分利用县财政、乡镇和各预算单位现

有场地、设备、网络及人力资源，构建

业务和技术自主可控的平台，通过统

一政府采购、统一组织实施、统一运

行维护、统一支付费用，大量节约项

目建设及运行维护费用，大大降低了

全县财政、财务运行成本，实现了科

学安全和节俭高效的目标。

问题和建议

（一）村级财务管理体制方面。根

据国家有关规定，村级财务由农业（农

经）部门主管，但县、乡农经部门经过

几轮改革后，在机构、人力等方面均

不具备主管农村财务的条件和能力，

很多地方实质由财政部门管理，存在

职能不清、责任不明、名不副实等问

题。建议进一步理顺农村财务管理体

制，落实主体责任，充实编制和人员，

破解农村财务管理困境。

（二）村级财务管理模式方面。我

国农村地域辽阔，基础条件、发展程

度各异，村级财务管理模式不尽相同，

建议在管理模式上不搞“一刀切”，利

用现代信息技术，构建网络化管理和

核算体系；同时，应按照村组织法等

法律法规规定，厘清财务主体方、监

管方、代理方的责任，避免村级组织

过度依赖代理方平台、技术和信息发

布，弱化财务管理和会计主体责任。

（三）村财核算管理范围方面。目

前，由县级主管部门组织实施并报账

的村级工程项目、主管部门打卡直发

的惠农惠民补贴等项目较多，未在村

级实现资金收支和会计核算，不能完

整地反映村级财务活动，村务公开信

息不完整。建议对没有法定要求或特

定管理需要由主管部门实施、报账的

村级项目资金，应在村级实现资金收

付和会计核算；有法定要求或特定管

理需要的，可实行“双核算”方式，将

主管部门报账资料复印或财务报表分

割单，在村级账务“过账”核算，完整

地反映村级经济业务事项和财务信息。

（四）农村财务改革创新激励机制

方面。农村财务管理事关“三农”工作

重点、各级各界关注热点,是助推精

准扶贫、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基础保

障，加强农村财务管理、规范会计核

算十分迫切。建议将农村财务管理纳

入基层会计改革的重要内容，鼓励农

村财务管理模式的创新，加快推进村

级财务网络化、标准化管理，对管理

规范、成效显著的地区，实行预算专

项工作经费或提高村级公共服务运行

经费标准等奖补激励机制。

（作者单位：四川省广元市财政局

苍溪县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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