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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由于体制 不健全
,

监管措施不 完善
,

村级财务在运行 中
,

未能对管理人员进行有效地约束和监督 记帐和审帐不

严导致村级财务腐败现象滋生 财务人员的任用和上 岗不规范 村民未能真正参与财务的 民主决策
。

因而必须 多种形式加强

村级财务政策宣传
,

营造财务决策的民主氛围 建立 多层次村级财务监督组织
,

确 立村级财务的决策民主化 加快村委机构编

制改革步伐
,

加大力度培养村级财务人员 做到真正地财务公开化
,

引领村民进入村级财务的监督和管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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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在 年颁布了 《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

制度 》
,

对推进村级财务管理
、

完善村级财务会计工

作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

但是
,

由于体制不健全
,

行政管理不到位
,

监管措施不完善
,

村级财务成了

影响社会主义新农村稳定发展的重要问题
。

因而

建立有效的村级财务监督机制势在必行
,

它对于

农村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
,

党和 国家强农惠农

政策的落实
,

农村党风廉政建设
,

具有重要 的作

用
。

一
、

我国村级财务监督机制的现状和发展趋

势

一 我国村级财务监督机制的现状

财务监管组织制度较好地体现了民意和民主

决策

在我国现阶段
,

为了给社会主义新农村配备强

劲的资本发展动力
,

有关部门建立了一系列有利于

村级财务监管的制度
。

如 《中华人民共和 国村民

委员会组织法 》
、

《关于开展村务公开和 民主管理
“

难点村
”

治理工作的若干意见 》
、

《中共中央办公

厅
、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农村普遍实行村务公开和

民主管理制度的通知 》
、

《会计法 》
、

《村集体经济组

织会计制度 》
、

《村合作经济组织财务制度 试行 》
、

村干部民事赔偿制
、

村务 财务 民主议事会
、

村务

财务 决策听证制
、

村务管理典章制
、

村务 财务

监督委员会
。

分别从村民组织和 民主参与村事务
、

财务法律
、

财务组织制度
、

村干部责任和权利
、

财务

民主决策
、

财务管理制度
、

财务监督方面对村级财

务的运营
、

管理
、

监督作出了规定
,

变以往的行政命

令式为财务公开制
,

让村民有充分的权力参与到村

级财务管理和监督中
,

较好地体现了民主决策和民

意要求
。 「。

实行
“

村账乡管或村帐乡审
”

模式并由村委派

专人记账

到 年底
,

我 国共有 万个行政村
「习 ,

普遍

建有村级管理机构
,

一般村都设有村长
、

村支书
、

财

务人员和其他的组织管理人员
。

对于村级财务管

理
,

各地普遍实行
“

村账乡管或村帐乡审
”

财务管理

机制
,

由乡镇对村里的账目进行一定程度的管理和

审核
。

村里对于村本级资金
、

村级转移支付资金
、

专项资金
、

惠农资金等一般记了帐
,

也按会计年度

来规范核算
。

对于所记帐也有较详实的凭证和账

簿
,

有些由于来往账 目少
,

由村文书 口头提供账目

情况
。

由村干部个人或村委集体决定任用财务人员

我 国村级财务人员的任用
,

由于编制和体制的

问题
,

农村没有设立专门的公务员 和事业编制的行

政机构
,

没有专职的村干部
,

一般是由当地村民中

有威望的人兼职担任村干部
。

农村大批青壮年外

出打工
,

进人高校深造的农民子弟很少有回农村继

续农务活动并参与农村管理的
,

技术人员和知识分

子也较少直接进人农村村一级机构工作
,

国家和地

方政府也没有采用公开招聘和统一招考的方式
,

因

而更多的村级财务人员是由村干部挑选
,

或由村委

会集体表决任用
,

选择范围一般只局限于本地村

镇
,

以兼职的形式进行财务工作
,

并不强调专业对

口 多数村级会计旱无证 卜岗

务公开作出了重要指导
,

而村务公开主要包括了政

法类
、

财务类
、

村务类这三方面内容
,

其中的财务公

开又是重点
,

也是难度最大的
「 。

国家规定了一般

的村务事项每季度要公开一次
,

涉及农民利益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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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问题以及群众关心的事项要及时公开
,

集体财务

往来较多的村要每月公布一次
。

我 国大部分行政

村都实行了政务和财务双公开
,

在村级办事机构以

展板形式公布月度
、

季度或年度的财务支出情况
,

或以村里开会的形式向村民公开村财务情况
,

村民

大部分能及时知晓村里的财务运行状况
,

有效地维

护了农村社会的团结和稳定
。

二 我国村级财务监督机制的发展趋势

财务公开化和决策民主化

由于经济社会的发展
,

农 民整体素质的提高
,

体制和机制的变革
,

农村城镇化水平提高
,

我 国农

村社会向民主和法制方向发展
。

村级财务公开
,

村

民对村里财务账 目和使用情况进行集体审核和民

主决策已成为一大趋势
。

账目管理逐步与乡镇一体化

由于农村青壮年大批外出务工
,

专业财务人

员缺乏
,

因此 目前大量的村级财务人员还是无证

上岗
,

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
,

国家对村级行政的加

强
,

而且乡镇政府又有专门的会计人才和规范的

财务管理办法
,

所以在今后一段时间内
,

村级财务

管理与乡镇财务管理融为一体的趋势将加强
,

直

到乡镇与村财务完全融为一体
,

统一管理与支配
。

二
、

目前我国村级财务监督存在的问题
一 财务制度不健全

,

未能对管理人员进行有效地

约束和监督

国家从法律
、

制度和组织方面对村级财务的运

营
、

管理
、

监督作了相关规定和指导
,

但是
,

其中对

村级财务人员 的培训和任用欠缺相应规定
,

导致村

干部不顾民意滥用权力任用亲属和心腹
,

造成村里

财务完全由某个或几个村干部支配的局面 对村级

财务人员的工作欠缺较具体的规范性指导
,

导致财

务工作人员记账和公开账 目不及时
,

记账不规范
,

甚至出现造假帐和乱平帐的现象发生 对于村干部

在财务方面的具体权力范围缺少规定
,

导致村干部

滥用职权
,

损公肥私
,

不经民主决策乱搞投人
,

造成

村级财力极大的损失 对于村级财务专门的监管机

构和工作不作相关规定
,

导致审帐查帐不严
,

甚至

串联一气
,

出现腐败贪污现象
。

二 记账和审账不严导致村级财务腐败现象滋生

由于村级财务专业人员匿乏
,

专业水平不高
,

导致账 目不清
,

记账的随意性较大
,

甚至出现 口头

记账和公开账目的情况
。

记账时
,

也未能按项 目
、

月度
、

季度
、

年度来记
,

尤其是跨年度的记账科 目混

乱的情况较多
,

较多的村至今未能提供详实
、

规范

的凭证和帐簿
。

前几年已实行了
“

村帐乡管和村帐

乡审
” ,

但是很多的乡镇以村级缺乏专业的财务人

员和村干部缺乏经验为由
,

放松查帐和审帐
,

有些

账目对不上
,

也只是 口头询问
,

并未作深人的调查
,

导致村干部腐败的现象出现
。

甚至一些乡镇专业

财会人员在管帐和审帐时认为村级财务管理非自

己业内工作
,

随意性审帐
、

人情性审帐管帐的现象

较多
。

正因为如此
,

这两年来出现了较多的村级财

务腐败现象
。

三 财务人员的任用和上岗不规范
,

随意性较大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 年
,

城镇居民家庭人

均可支配收人为 元
,

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可

支配收人为 元
,

相对于城镇来说
,

农村人 口

的人均收人还是较低的
,

大批青壮年劳力外出打工

和经商
,

考人大学学习的农家子弟也极少有人回农

村进人村级管理机构的
。

因而留守在农村的农民

一般来说
,

文化水平较低
,

专业性不强
,

从他们中挑

选的村级财务人员专业化水平低
,

一般都没有会计

资格证
,

工作的规范性欠缺
,

随意性较大
,

有的不知

道怎么记账
,

只是简单的记出账和人账数目
。

而由

于 目前体制的问题
,

没有专 门的全职村级干部人

员
,

只能由本村的村民兼职担任财务人员
,

而村里

由于大批青壮年外出打工
,

大多只是一些老人
、

孩

子
、

妇女
,

因而民主决策更加欠缺
,

对财务人员 的任

免就直接落到了村干部身上
,

而村干部对财务人员

的任免因为工作和亲情
,

任免的随意性较大
。

这种

随意性的任命导致财务混乱
。

四 财务公开表面化
,

村民未能真正参与财务的民

主决策

多数行政村确实按照上级的要求进行了财务

公开
,

账目一般都出在公示板上
,

或以村民集体的

形式进行公开
。

但是
,

一般的村民 由于 自身素质和

对政策的了解不深人
,

根本不知道 哪笔帐合理
,

哪

笔帐不合法
,

甚至对于有关部门拨给村里的支农款

到帐不到帐都不知道
,

甚至有的款项应直接由村里

发到村民个人的
,

由于对账 目不知晓
,

被村干部直

接贪污
。

同时
,

对于每一笔财务账 目的支出
,

在村

民的眼前只有帐
,

可村民却无法亲自参与这一笔笔

账 目的决策
。

出账人账全由村干部说 了算
。

在这

种形势下
,

即使财务公开
,

也无法真正做到村级财

务公开和民主决策
。

三
、

建立村级财务有效监督机制的对策

一 多种形式加强村级财务政策宣传
,

营造财务决

策的民主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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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有关部门应建立和健全农村信息平台
,

恢 三 加快村委机构编制改革步伐
,

加大力度培养村

复村里广播系统
,

乡镇将连接各家各户的有线广播 级财务人员

作为宣传党和国家惠农支农政策的平台
,

及时让村 为了加强对村里的行政决策和政务领导
,

要加

民了解村务公开情况
,

对贪污村里公款
,

不公开村 快村委机构编制改革步伐
,

建立健全村干部相关社

级财务的现象要作公开批评 组建宣传队及时下乡 会保障机制
。

以村民公选和上级考核相结合的方

宣传
,

让村民及时了解各项财务政策
,

并及时在财 式
,

任用德才兼备的村干部
,

并以合同或编制的形

务政策上为村民解疑答惑 设立村民代表
,

及时将 式确立专职的村干部
,

设立村一级的行政机构
,

定

村里财务情况与乡镇有关部门沟通
,

并将相关账目 时上下班
,

及时解决村务
。

对于村里财务人员 的选

及时对各家各户宣传到位
,

解除村民对村里账 目的 拔
,

一定要做到专岗专位
,

为防止腐败
,

可实行定期

疑惑
,

防止财务违法现象发生 定期召开村民大会
,

各村换岗制
。

财务人员上岗一定要凭证上岗
,

各村

并以一定方式与外出打工村民联系
,

涉及到村里重 选不出专业财务人员的
,

可进行社会招聘
,

经考核

大财务和投人问题
,

一定要村民大会通过
,

并详细 后到村里任职
,

签立聘用合同
。

也可报请上级有关

说明支出和投人的原因及理由
。

部门去高校招聘应聘毕业生到村任职
。

二 建立多层次村级财务监督组织
,

确立村级财务 四 做到真正地财务公开化
,

引领村民进入村级财

的决策民主化 务的监督和管理

为了完善监督体制
,

有关部门应在农村引导村 目前虽然我国大部分行政村实行了村务公开
,

民建立多层次村级财务监督组织
。

乡镇财务部门 但还没有做到真正地财务公开
。

由于村民的文化

对下辖的各村财务直接进行指导
,

定期检查
,

审帐 水平有限
,

在没有清楚有关财政政策时
,

看到的账

要严
,

工作要规范
,

发现村级财务记账不清
,

漏帐错 目只是数字而已
。

因而
,

村干部在每公布一次财务

帐
,

凭证不全的
,

应及时追究或报送司法机关
,

发现 账目时
,

应该在村民大会上耐心细致地解说每一笔

不适合财务工作的村级财务工作人员
,

应及时清 账目和资金使用的合法性
,

并指出其使用的政策或

退
,

必要时
,

乡镇应向外聘请专业财务工作人员进 法理依据
,

尽量公正地解答好每一个村民的疑惑
。

村任职
,

由乡镇财务解决待遇问题 村里设立村民 村干部在每使用一笔较大资金投人或接收资金人

代表制
,

村代表由五到七个文化水平较高的村民组 账时
,

必须及时召开村民大会
,

与村民商议资金使

成
,

定期查询村级村务每一笔账目和资金的流动情 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

对于接收的资金
,

应与村民

况
,

并对其合法合理性进行核定
,

不明了的应向乡 商议使用的方向
。

镇或更高一级的财务机关咨询
,

并定期在村民大会 我 国由于行政村众多
,

在现有的体制和监督管

上向村民公布 村里定期召开村民大会
,

对村务公 理机制下
,

对村级财务的管理较难到位
。

致使一些

开
,

公布村里账 目
,

村民有权当场质询每笔资金的 村级财务腐败现象发生
,

严重影响了村民的利益
,

去向
,

村干部及经手人应当场解答 村民个人对财 不利于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稳定和发展
。

因而多层

务账 目有质疑时
,

可直接向村代表或村干部提出
,

次多方位建立村级财务监督机制
,

实行村级财务的

并与其一起查帐
。

民主决策尤其重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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