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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淳安县隶属于中国浙江省杭州市，位于中国浙江省西部，

东与建德、桐庐接壤，南连衢州、常山，西与徽州休宁县、歙县

毗连，北接临安。土地总面积 4427 平方公里（664.05 万亩），

其中森林面积 499.88万亩，林木蓄积 2288.32 万立方米，森林

覆盖率达 75.27%，是浙江省森林面积最大的县。现有生态公

益林总面积 249.74万亩，其中涉及 414个行政村的有 185.03
万亩，2015耀2017年补偿到 414个行政村的公益林损失性补偿

有 16013.65万元。

根据相关规定，村级补偿资金的主要用途是：各村级经济

组织根据规定，将补偿性支出用于因认定为公益林，禁止商业

性采伐而造成公益林所有权人或者使用权人收益损失的经济

补偿。已完成均股均利改革的村级经济组织集体统管山补偿

资金按各村均股均利改革方案发放，未完成均股均利改革的

集体统管山的补偿资金，原则上应将 70%发放给本集体经济

组织的农户，留用部分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

法》规定进行使用和管理。

公益林建设管理后，在改善该县生态环境，提高人民生活

质量，增加村级经济组织和林农经济收入，促进林区和谐建设

等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但在补偿资金的使用和管

理方面还是存在一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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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益林建设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2.1 财务核算方面的问题

淤公益林资金入账核算科目不统一。村组织在核算公益

林资金时，在同一个村的财务账上，出现补贴收入、专项应付

款、专项应付款-其他、专项应付款-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

公积公益金等多个不同科目核算问题，科目不统一。

于“专项应付款-生态公益林补偿金”科目结余资金过大。

村级经济组织在核算生态公益林补偿金过程中，未按要求在

将补偿资金支付到户时冲减本科目，未归集到专项应付款科

目核算，导致“专项应付款-生态公益林补偿金”科目资金结余

越来越大。出现资金实际已使用，科目余额未减少，数据不真

实、不准确的现象。

盂年终将公益林结余资金直接转入公益金科目。部分村

级经济组织年末直接将“专项应付款-生态公益林科目”余额

转入公积公益金，年末余额为 0，且大额结转无附件。

2.2 补偿资金分配到户及时率不理想

部分村级经济组织补偿资金分配到户及时率不理想，滞

后现象明显，总体偏低。部分村级经济组织 2015年至 2016年
的公益林资金到 2017年才发放，甚至还存在 2010年至 2014
年公益林资金到 2016 年才发放的现象，一年拖一年，资金未

能及时拨付到户。

2.3 补偿基金到户比例低

2015耀2017 年应拨付到村组织的公益林款 16013.65 万
元，根据规定 70%应拨付到农户。据统计实际到户资金为

7932.70 万元，只有 49.54%的比例，资金分配比例不符合相关

要求。

2.4 发放程序不规范

对于发放比例不到 70%的，村级经济组织提供会议纪要

时存在会议纪要原件找不到；提供的会议纪要中公益林事项

的记录与其他内容笔迹有出入，存在后补的迹象；以及会议纪

要仅由村两委签字无村民代表参与等问题。

2.5 部分村级经济组织对于分配人数存在争议

因部分村组对于分配人数存在争议（如出嫁后户口在本

村的女儿）或是自然村与自然村之间如何分配意见不统一，导

致几年的公益林补偿金无法发放到农户手中，还在村级经济

组织账户中。

2.6 政策宣传未全覆盖

由于行政村撤扩并的原因，行政村有多个自然村组织，因

路途不便，无法及时到行政村看公示栏，使得部分农户对补偿

资金使用管理政策和补偿标准还停留在几年前的信息上。

2.7 档案管理不够规范

单位公益林管理档案还存在面积、地块、四至等与实际存

在出入以及档案资料保管不全等问题。

3 解决存在问题的对策

3.1 加强资金管理

3.1.1 规范会计核算

规范会计核算，将生态公益林资金按规定计入专项应付

款-生态公益林科目进行核算，对于文件规定的不高于 30%部
分公益林补偿资金，转入补贴收入科目核算。

3.1.2 提高资金到位及时率和发放率

淤乡（镇）人民政府应按财政局和林业局下发的资金拨付

文件要求，及时把资金拨付到村，不得截留和挪用。

于乡（镇）村级经济组织，要按照相关文件精神，应及时将

补偿性支出用于因认定为公益林、禁止商业性采伐而造成公

益林所有权人或者使用权人收益损失的经济补偿。已完成均

股均利改革的村级经济组织集体统管山的补偿资金，按各村

均股均利改革方案发放，未完成均股均利改革的集体统管山

的补偿资金，原则上应将 70%发放给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

留用部分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进行使

用和管理。提高补偿资金到位及时率和发放率。

3.1.3 执行村民一事一议筹资筹劳管理办法

根据文件规定，原则上应将 70%发放给本集体经济组织

的农户，农户享有该部分补偿的权益。村级经济组织在管理使

用补偿资金时不够规范，有的未经过村代表会议纪要；有的即

使通过村民代表会议纪要，但涉及多个自然村利益，村代表不

能代表全部村民利益。为妥善解决此类问题，应严格按要求执

行村民一事一议筹资筹劳管理办法，召开村民会议。应当有本

村 18周岁以上的村民过半数人参加，或者有本村 2/3 以上农

户的代表参加。召开村民代表会议，应当有代表 2/3以上农户

的村民代表参加。村民会议所做筹资筹劳方案应当经到会人

员的过半数通过。村民代表会议表决时按一户一票进行，所做

方案应当经到会村民代表所代表的户数过半数通过。村民会

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表决后形成的筹资筹劳方案，由参加会

议的村民或者村民代表签字。

3.2 回应农户诉求，提高农户满意度

在目前森林生态效益制度下，农户基本失去了对被划为

公益林的林地进行经济开发的权利，但得到了获取补偿资金

的权利，是补偿资金最直接的利益相关者。农户的满意度对生

态公益林建设管理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应时刻注意了解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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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积极创新财务管理模式

在大数据时代的背景下，企业财务管理模式不断创新，对

企业内部控制和财务预算审核，提出了全新的要求，在财务管

理创新时必须充分考虑企业现有的管理体制。财务管理模式

的创新并不是彻底摆脱传统财务管理体制，而是要根据现有

财务管理的体制进行科学合理的创新，主动认识到财务管理

系统信息化建设的协调性、持续性，在原有体制的基础上，进

行科学合理的创新。而信息化财务管理系统的建设具有很强

的系统性和复杂性，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建立完成，不能为求快

而忽略了体制构建的科学性和可行性。应当着眼于现在，从企

业经营发展全局角度进行有目标的控制，实现与财务管理创

新相关的优化和推进。比如：某企业在 2017年 4月提出了财

务云管理理念，是一个高效、全面的技术体系，在具体应用过

程中，企业可以借助财务云和相应系统的协调统一，创建出一

个符合企业实际情况的财务管理模式和体制，从而对企业经

营发展提供真实有效的数据支持。

5 结语

综上所述，论文深入分析了基于大数据时代的财务管理

创新，分析结果表明，在大数据时代，企业财务管理要不断创

新，才能实现持续稳定的发展。完善财务管理创新需要企业从

树立大数据财务管理思维、不断提升财务人员的综合素质、积

极创新财务管理模式，这样才能为企业持续稳定发展奠定坚

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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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的需求，努力提高农户满意度。

一是要加大宣传力度，让老百姓知道公益林补偿政策。做

到信息公开透明，对农户普遍关心的补偿标准、补偿资金发放

时间等关键信息及时有效披露；并对公益林补偿资金的发放

使用进行审批和后续跟进，同时加大监督检查力度，不定期进

行抽查，有效防止资金截留、挤占、挪用或造成资金浪费等现

象，以确保补偿资金及时准确发放到位，保障林农的合法利

益，充分调动林农参与生态公益林建设保护的积极性。

二是要保持与农户的经常性沟通，对于未能按 70%发放
给农户的资金，应征得村民的同意，根据一事一议原则，将补

偿资金用于集体公共事业，并公示资金的使用去向。

三是建议各乡镇出台较为合理、统一、认可度高的 70%发
放到户的分配方案，以解决公益林补偿金人员分配产生的矛

盾，确保补偿金及时发放到位。

3.3 进一步增强林地管护能力

根据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管理相关办法，按 3000亩/人
的标准配备专职护林人员，进一步强化专职的村级护林队伍，

提高生态公益林管护的反应速度和管护绩效，增强对森林火

灾、森林病虫害等突发事件的处理能力，进一步提高他们的管

护意识和管护能力。

3.4 适时提高生态公益林补偿标准

林地被划为生态公益林后，由于不能进行有效的经济开

发，农户只能通过生态公益林补偿资金取得林地收入，加上生

态公益林空间分布不均衡，导致农户人均获得的补偿资金失

衡。有的村农户年人均能获得的生态公益林补偿金少则数百，

而有的村由于村里人数较多，公益林少，年人均能获得的生态

公益林补偿金只有几十元，与现如今不断上涨的物价有着较

大差距。由于补偿标准偏低，金额不高，往往得到的补偿金还

不够支付煤气费。建议适时提高生态公益林补偿标准，满足林

农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

3.5 加强档案信息管理

乡镇和各村级经济组织要严格按照公益林档案管理规范

要求，加强公益林相关资料档案信息管理，确保资料全面、数

据准确，人员变动时做好档案资料的移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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