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威海市农业农村局
关于印发《威海市规范村属企业管理赋权清单》

《威海市村属企业财务管理负面清单》
的通知（试行）
威农字〔2024〕67号

各区市农业农村局，国家级开发区农业发展局（社会事业局）：

为适应新形势下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进一步加强村

级集体“三资”管理和规范村属企业管理，维护农民群众和农村

经济组织的合法权益，促进农村集体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农村社

会和谐稳定，特制定了《威海市规范村属企业管理赋权清单》《威

海市村属企业财务管理负面清单》，现予印发。请各地结合实际，

认真贯彻执行。

威海市农业农村局

2024年 9月 12日



威海市规范村属企业管理赋权清单

一、村属企业成立及解散

1.村属企业成立及撤资、解散或合并等处置，须编制《项目

计划书》，对项目的基本情况、投资主体、投资规模、资金规划、

市场情况、管理模式、利益分配、承担风险及应对风险的对策等

作出规划。

2.对企业撤资、解散或合并等处置作出说明，经由村集体经

济组织代表大会应到成员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镇街审核同

意并报经管服务中心备案后，方可依照《公司法》有关规定，依

法向登记机关办理相关申报手续。未经镇街批准一律不得注册子

公司。

3.遵循“发展所需、因需处置”的原则，对已成立但没有实

际经营业务和实际经营运作的，须进行解散或合并处置。出现资

不抵债等符合法律规定的破产条件的，按照《破产法》依法处理。

二、村属企业经营管理

4.严格资金收支管理，村属企业执行“以企业为单位、实行

独立账簿、独立核算、独立银行账户”的原则，村属企业必须建

立财务收支预决算及货币资金内部控制管理制度，健全审批制

度，规范审批手续，实行财务联审联签。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平

调企业资金，严禁公款私存、私设外账、开设多头账户。严格执

行收支两条线制度，不得坐收坐支。



5.严控非生产性开支，严控车辆费、招待费、办公费、交通

补贴、通讯补贴、差旅补贴、外出考察学习等非生产性支出，确

因发展经济需要对外发生的费用，应坚持小额、必需、真实的原

则，结合自身实际，由镇街制定统一标准，企业按照生产所需和

自身规模适当比例浮动。

6.严格经营费用限额，由所在镇街根据企业实际运营情况设

定重大经济行为限额，限额以上的提交股东（村民）大会或股东

（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限额以下的由村属企业自行决定。

对突发限额以上的生产性支出，由企业负责人自行决定，事后向

村集体经济组织党员会议、代表会议作出具体说明。

7.严控债权、债务规模，一定额度以下的举债由村属企业自

行决定，较大额度举债由村集体经济组织代表大会表决，具体额

度限额由镇街根据企业实际运行情况设定并实施监管。严禁出借

资金、投资股市及期货市场、以本企业资产为非本集体经济组织

的单位或个人提供担保。

三、村属企业人事管理

8.村属企业岗位设置、招聘方案、薪酬标准、绩效考核办法

的确定，管理层参照“四议两公开”机制，非管理层及下设单位

由企业管理层会议决定。

9.独资或绝对控股的村属企业主要人事任免原则上由村集

体经济组织研究决定，任期原则上与村集体经济组织换届同步。

参股或实行发包经营村属企业主要人事任免由企业自行决定，但



承包期限原则上不超过村集体经济组织任期，特殊情况需要超过

任期的，需经民主程序讨论决定。

10.村属企业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应制定年度绩效目

标，接受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考核，根据村规模、经济状况和岗位

职责等考核后进行奖惩兑现。村干部可到村属企业兼职，但不得

重复领取报酬。

四、村属企业收益管理

11.村属企业在年终收益分配前，应结算兑现各业承包合同，

准确核实全年收支，提取公积公益金（资本公积、盈余公积）后，

确定收益分配方案，民主程序讨论决定后，报镇街审核备案。

12.独资或绝对控股的村属企业利润分配根据企业章程制定

方案，参股或对外承包经营的村属企业利润分配根据《公司法》

及章程的规定按约定比例分配。积累性收入、上级部门拨款等资

金必须严格按规定用途使用，不得移作他用。

五、村属企业民主管理

13.村属企业经营状况纳入村集体经济组织年度财务公开范

围，每年至少公开一次。村属企业法定代表人或业务负责人每半

年至少向村集体经济组织理事会、监事会汇报一次经营状况。

14.镇街组织开展年度村级财务审计工作，应将村属企业纳

入审计范围。村属企业要积极配合上级部门审计，严肃认真落实

好审计整改意见，审计结果和整改结果向群众公布。



威海市村属企业财务管理负面清单

一、会计机构建设不规范

1.村集体经济组织、村属企业负责人或其近亲属在村属独资

或控股企业担任会计机构负责人或会计工作人员，村集体经济组

织会计人员在村属企业担任负责人。

2.未建立会计人员岗位责任制度，会计人员的工作岗位设

置、各会计工作岗位的职责和标准、各会计工作岗位的人员和具

体分工未进行明确规定。村属企业会计、出纳人员由同一人担任

或承担对方职责范围内的工作，会计工作中不相容职务未实行有

效分离。

3.村属企业会计人员不具备从事会计工作所需要的专业能

力，不熟悉本单位的生产经营和业务管理情况。

二、会计制度建设不规范

4.没有制订相应会计制度、会计制度内容简单或照搬其他企

业会计制度，与企业实际运营脱节，不能起到很好的管理和监督

作用。

5.会计制度内容只规范企业的几个环节，没有实行全流程监

管和约束。

6.会计制度条款有与法律法规政策冲突或相违背的内容。

7.会计制度制订后未有效实施，违反会计制度行为未按制度

规定进行处置，会计制度形同虚设。



三、预决算管理不规范

8.未制订具体生产计划，年初无预算，年底无决算。

9.生产计划、财务预算、财务决算未经村集体经济组织（村

两委）审核认定。

四、资金管理不规范

10.违反《现金管理暂行条例》有关规定，使用现金支付 1000

元以上财务开支。

11.企业收入未及时送存开户银行，坐收坐支现金。

12.企业收入未全部纳入账内进行核算，账外设账，私设小

金库。

13.资金支出未取得合法有效的原始凭证，存在白条入账问

题。

14.货币资金未实行日清月结，未定期清点核对，账实不符、

账账不符。

15.企业内部人员因公借款未履行借款手续，公务完成相关

费用报销未及时办理借款核销手续。

16.违反规定出借企业资金给外部单位或个人。

17.用企业银行账户为其他单位或个人办理银行结算业务。

五、会计核算不规范

18.取得原始凭证不真实、不合法，存在伪造、变造问题。

19.取得原始凭证内容不完整，不能全面反映经济业务内容

的实际情况。



20.不定期向村集体经济组织（村两委）提报财务报表或提

报虚假的财务报表。

21.生产类企业未按规定实行成本核算，各类产品盈亏情况

不掌握。

六、开支审批不规范

22.村集体经济组织（村两委）未建立村属企业赋权清单，

村属企业开支审批权限和程序不明确，村属企业财务缺乏有效监

管。

23.将村集体经济组织（村两委）有关费用转移到村属企业

列支或将村属企业开支转移到将村集体经济组织（村两委）列支。

24.村干部在村属企业和村集体同时领取薪酬，报销与企业

运营无关的差旅费等费用。

25.大宗物资采购、大型设备购置未采取公开招标方式取得，

存在优亲厚友、损害企业利益行为。

26.工程项目未实行公开招投标或将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

目化整为零或者以其他任何方式规避招标。

27.管理层以本人、配偶以及近亲属名义违规干预和插手工

程项目建设。

七、经营管理不规范

28.投资经营存在安全生产隐患、环境污染、违法用地等以

及其他与政府政策不相符的项目。

29.承接不具备相应资质的项目或将承接项目违法转包。



30.无偿使用村集体资源资产，不向村集体交纳相关费用。

31.村属企业对外承包未核实承包人资金实力和经营能力，

承包合同中未对企业资产使用、管理、保全、保值等予以明确规

定。村属企业承包期间形成的债权债务承包到期后如何处置未在

合同中明确约定。

32.村属企业不能按合同约定收取承包费且未采取有效措施

追缴。

33.为其他任何组织或个人债务提供担保或以村办企业名义

替政府举债融资。

34.债权债务清理不及时，形成坏账较多。

八、档案管理不规范

35.财务档案未妥善保管，造成档案毁损、丢失。

36.财务档案借阅未履行规定审批手续，违反财务数据保密

要求。

九、监管审计不规范

37.未定期开展财产清查，固定资产及财产物资管理使用情

况不掌握。

38.未定期对村属企业开展财务审计，不能及时发现村属企

业财务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