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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丰则基础强，农民富则国家盛，农村稳则社会安”，

十六大以来，中央出台了一系列强农惠农富农的政策，各级

财政投入越来越多，中央财政对“三农”投入从 2004 年的

2 622.22亿元增加到2013年的13 799亿元（预算）。同时，得益

于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三资”规模也不

断扩大。但需要正视的一个现实是：当前农村财会管理工作与

农民群众的期望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为此，加强村级财务管

理至关重要和迫在眉睫，而提升农村财会队伍素质无疑起着

重要的基础性保障作用。

一、研究说明

本文的农村财会队伍是指未实行代理制的材会计、出纳；

实行村账乡代理后的村级报账员。目前农村财会人员管理涉

及财政部门和农业（农经）部门。关于两者间的权限，各地的管

理划分不 一。有的全部（包括日常业务指导和财务规范）由农

业部门管理，财政部门一般不过问，也有的地方要求财政部门

在资格证上共同盖章，这主要是在没有推行上岗证的地方。有

的是两家共同管理，实行上岗证，发证及继续教育由财政部门

负责，但日常的业务管理及指导和村级财务规范、村级财务审

计由农业部门负责。另外，农业部门颁发的农村财会人员资格

证书与财政部门要求的会计上岗证的含金量是不同的，前者

一般由县级农业部门自行组织考试即可，而后者是要通过省

级财政部门组织的统一考试后才能取得。

二、当前农村财务队伍素质现状分析

1. 持证比率明显偏低。2006年，浙江省有关单位曾对6个

地级市的18 108名农村财务人员进行调查，持有会计从业资

格证的比率只有 6.4%，持有农经部门从业资格证的比率为

51.93%，两者合计为58.33%。2011年上半年，浙江省有关单位

对 52个县（市、区）农村财务人员进行调查，结果表明持有会

计从业资格证的比率为26.49%，持农经部门从业资格证的比

率为 40.29%，两者合计比率也只有 66.78%，即高达 33.22%的

农村财务人员仍无任何资格证书。陕西省在2009年曾对该省

的眉县、澄县、临潼区等五县（区）的村级财务人员进行调查，

均没有会计从业资格证。

2. 学历水平明显偏低。浙江省有关单位的调查表明，2006

年，该省农村财务人员学历为初中及以下的占59.1%，到2011

年这一比率仍高达 42.86%，高中学历占 34%，中专学历占

11.19%，大专及以上学历占11.95%。且学历与经济发展水平成

正相关关系，如浙江省文成县是属于温州市下辖的一个经济

欠发达的山区县，2011年该县农村财务人员学历为初中的占

66.93%，而同是温州市但经济发达的瑞安市，其农村财务人员

学历为高中的占 87.01%。杭州属经济发达地区，2011年抽查

表明农村财务人员中初中及以下学历的占24.83%，远低于全

省平均水平，高中学历的占 54.84%，本科学历的也有 2.52%。

2009年陕西省汉中市村级财务人员小学学历的占 14%，初中

学历的占56%，高中学历的占26%，中专及以上学历的仅占4%。

3. 职称水平明显偏低。农村财务人员的职称普遍很低，就

经济发达的浙江省杭州市而言，2011年该市的农村财务人员

中，无专业技术资格的占 78.81%，有初级技术职称的占

19.55%，中级技术职称及以上的占 1.84%。从拥有的专业职称

级别来看，显然目前农村财务队伍力量相当薄弱。

4. 整体年龄明显偏高。2006年，浙江省6市农村财务人员

45周岁以上的比率为 49.7%（2006年全省持有会计从业资格

证的会计人员中，年龄在45周岁以上的只有15.27%），2011年

则为 50.2%（同期村账乡代理机构的财务人员 45周岁以上的

只占16.05%），绍兴市某县某报账员年龄高达85岁；杭州市某

县一名财务工作者在该岗位工作已达 60年。另据资料表明，

陕西省西安市2009年村级财务人员50岁以上的占56%，40岁

以下的仅占11%；商洛市35岁以下的村级财务人员占总人数

的 10.87%；蓝田县 35岁以下的仅占 4.5%。可见村级财务人员

老龄化现象相当严重。

三、提升农村财务队伍整体素质对策建议

1. 尽快理顺农村财务人员管理体制，还权于财政。由于历

史原因，财政部门一直委托农业部门（实际由各级农经局或农

经站具体负责）管理农村财务工作和农村财务人员。但自党的

提升农村财务队伍整体素质的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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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前，农村财务队伍呈现“持证比率低、学历低、职称低、年龄高”的特征。本文提出了应从理顺管理体制、推行

持证上岗制度、建立合理的报酬机制、实行在职学历教育、加强日常培训和管理等五个方面来提升农村财务队伍整体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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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大以来，得益于各级党委、政府对“三农”工作的重视，财

政支农政策越来越多，财政支农资金越来越大，村级“三资”规

模也越来越大，相应地对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的资金、资产和资

源等的财务管理与会计核算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财政资金流

到哪里，相应的管理和监督就应延伸到哪里。这也符合财政部

提出的科学化、精细化管理和加强“两基”建设的需要。笔者认

为，财政部门要管好财政支农资金，就应该将加强村级财务工

作作为加强乡镇财政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和有力举措来抓。

考虑到现有财政会计部门的人员力量，对农村财务人员

的管理实现真正还权于财政部门，笔者建议可分四步走：第一

步，先将农村财务人员纳入持证管理，可单独出台《农村财务

人员从业资格管理办法》，并由财政部门管理；第二步，将农村

财务人员的继续教育纳入财政管理；第三步，将日常的村级财

务管理制度规范纳入财政管理；第四步，视情将农村财务人员

纳入《会计从业资格管理办法》，完全实行与企事业单位会计

人员一样的管理制度。现在各地在这方面虽有改革，但改革的

面和力度不一。此外，还要实行顶层设计，即财政部门应与农

业部门进行积极协商，本着促进工作和依法行政的理念，从源

头上理顺管理体制，从而减少基层工作量和避免基层部门间

产生不必要的矛盾。

2. 推行农村财务人员持证上岗制度，建立长效机制。实践

证明，农村财务人员没有全面实行持证（会计从业资格证）上

岗制度，导致农村财务人员变动相当频繁，这不利于农村财务

队伍稳定和整体素质的提高。

笔者认为，在具体操作中，本着“面对现实、减少矛盾、平

稳过渡”的原则，可以：①“考证一批”：可鼓励有条件的农村财

务人员（45周岁以下）参加会计从业资格证的考试或单独设

立的农村财务人员会计上岗的证考试（但必须由省级以上财

政部门统一组织）。②“过渡一批”：对参加考试但无法取得会

计从业资格证的在职农村财务人员，应要求其在 5年内取得

会计从业资格证。③“更换一批”：对在规定时间内仍无法取得

会计从业资格证的，随着村班子换届而自然更换减少。推行农

村财务人员持证上岗制度，一方面能提高新上岗农村财务人

员的素质，另一方面能稳定农村财务人员队伍，从制度上保证

农村财务队伍的整体素质。从而走出农村财务人员“第一年上

岗培训、第二年刚好适应、第三年挥手离任”的怪圈，逐步实现

农村财务队伍的年轻化和专业化。

3. 建立农村财务人员合理的报酬机制，增强岗位吸引力。

就当前村级经济而言，农村财务人员的工资报酬普遍较低，一

般都远远低于当地农民人均纯收入水平，有的就只拿象征性

的报酬，有的甚至是纯奉献性的。目前，有的地方对村主要干

部建立了工资和养老保障机制，但曾经是农村“三柱头”的农

村财务人员却不在考虑范围之内，从而造成一些能力强、素质

好、水平高的农村财务人员逐渐流失。为此，要积极探索出一

套可行的合理的农村财务人员报酬机制。

为便于操作，可规定一个与村两委主要干部挂钩的系数，

如浙江省的淳安县把解决村财务人员基本报酬的问题正式写

进县委文件，并在 2009年出台政策：村会计基本报酬标准按

不低于村党组织书记和村委主任基本报酬的 80%标准执行，

基本报酬由村级承担，考核奖金由乡镇和相关单位承担。但唯

一不足的是村会计的基本报酬仍由村里支付，这样对村级财

力造成了不小的压力，影响这项政策的推行。笔者建议农村财

务人员的工资应逐步列入县乡财政预算中，以充分调动财务

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和责任感。各级政府应从新农村建设的大

局出发，切实解决农村财务人员报酬低的问题，从而吸引优秀

的财务人员留任。

4. 对农村财务人员开展在职学历教育，全面提升综合素

质。农村财务人员开展在职学历教育的学费可采取财政、行政

村和个人三者相结合的原则予以解决，但以财政投入为主，可

作为新农村人才工程来抓。在课程设置上要体现农村财务人

员岗位特色，如开设农村财务会计、财政支农政策、财政支农

资金管理规范、农村会计电算化、村集体经济组织“三资”管

理、村务公开和民主理财等课程，以区别于日常的以企业会计

为主的学历教育；在授课时间上也要充分考虑农村生产的季

节性，灵活地进行教学；在授课方式上，应充分发挥互联网优

势，采取面授与远程网络教学相结合。通过在职学历教育，从

根本上提高农村财务人员的素质，提高其在新农村建设中的

理财和管理能力。

5. 加强日常培训和管理力度，确保队伍与时俱进。培训是

提高在职人员素质的有效途径，特别是各种继续教育。对农村

财务人员的培训应做到“实用、实际、实效”。“实用”是指培训

内容要突出实用性、操作性；“实际”是指培训内容要紧密结合

当前农村财务会计工作实际；“实效”是指培训内容和培训方

法要能解决农村财务实际问题。

具体而言：培训内容上，应侧重于村级财务会计基础工作

的规范性和理财知识培训，要掌握农村财务会计基本知识、有

关现金和银行日记账的记账技术和要求、原始会计凭证的审

核、发票的开列和领取、支票开具操作、“三资”管理和档案的

建立、基本理财知识、财政支农政策、项目申报和管理等知识，

并开设相应的培训课程。每年集中培训一次，每次24个学时。

培训方法上，以方便基层群众为出发点，可采用“集中培训”与

“送教下乡”相结合、面授与远程培训相结合。培训方式上，要

综合运用讲授式、研究式、案例式、模拟式、体验式等教学方

法；培训语言上，要“入乡随俗”，吃“农家饭”，要通俗易懂，让

农村财务人员“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同时要加强适合农

村经济发展、农村财务核算业务特点的教材开发，为培训提供

保障。另外，各级财政部门在举办各类评优、评先及组织开展

与会计有关的活动时，应支持最基层的农村财务人员参加，从

而调动农村财务人员的工作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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