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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省纪委的指导下，通过在渭南市两年的试点探索、不断总结，2009年2月，省委、省政府下发了
《关于在全省农村开展建立村民监督委员会试点工作的意见》，把这一创新成果上升到了制度层面，
开始在全省建立和推广村民监督委员会制度，得到了广大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显示出
旺盛的生命力。
　　在三年多来试点、推广的过程中，按照省纪委的要求，我们对建立村民监督委员会进行了积极的
探索和思考，并在实践中不断地总结、提升，先后几次作了重大修改和完善，最后形成《村民监督委
员会实践与思考》，旨在为深化村民监督委员会工作、推进农村和谐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
　　《村民监督委员会实践与思考》前六章，主要围绕“为什么、是什么、怎么做”，对建立和推行
村民监督委员会进行了探讨。
我们认为，做好这项工作，首先要明白“为什么”。
不了解建立村民监督委员会的时代背景，不了解建立村民监督委员会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就不可能站
在事关农村和谐发展、事关党在农村执政基础的战略高度，以高度的自觉性和责任感推进这一工作。
所以，我们以较大的篇幅对村民监督委员会的“建立缘由”作了分析。
围绕“是什么”，对村民监督委员会的“制度设计”进行了探讨；对“村三委”的确立和村级“四权
”体系的形成这一“组织架构”也提出了一管之见。
围绕“怎么做”，提出了操作性较强的“工作规范”、“监督流程”和“四个五”的“推进措施”，
以指导基层深入开展工作。
　　《村民监督委员会实践与思考》第七至九章，重点对渭南市三年多来试点、推广村民监督委员会
制度的情况，从“实践历程”、“主要成效”、“媒体报道”等不同角度作了回顾，力求做到客观准
确、实事求是。
本篇基本保持了我们开展工作的“原貌”，以使读者能够比较清晰地感受到，同任何新兴事物的发展
一样，建立和推广村民监督委员会，同样经历了一个不断探索、完善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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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创设缘由一、建立村民监督委员会是完善村民自治体系的必然要求二、建立村民监督委员会是
规范村级干部权力运行的核心环节三、建立村民监督委员会是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组织保证四、
建立村民监督委员会是促进农村长期和谐发展的现实需要第二章 制度设计一、村民监督委员会制度设
计的总体思路二、村民监督委员会的基本定位三、村民监督委员会的组织结构四、村民监督委员会的
主要职能五、村民监督委员会的监督权力六、村民监督委员会的监督原则七、村民监督委员会的监督
重点八、村民监督委员会的权利九、村民监督委员会的义务第三章 组织架构一、村“三委”的确立二
、村民监督委员会与村党组织的关系三、村民监督委员会与村民委员会的关系四、村民监督委员会与
村民（代表）会议的关系五、村民监督委员会与乡镇党委政府的关系六、村级“四权体系”的形成七
、村级四大组织权力之比较八、村级四大组织产生之比较九、村级四大组织性质之比较十、村级四大
组织任期之比较十一、村级四大组织作用之比较十二、村级四大组织主要职责之比较十三、村级四大
组织议事范围之比较十四、村级四大组织工作方式之比较第四章 工作规范一、乡镇村民监督委员会指
导协调小组工作职责二、村民监督委员会选举办法三、村民监督委员会工作职责四、村民监督委员会
工作纪律五、村民监督委员会工作保障六、村民监督委员会议事制度七、村民监督委员会村务监督制
度八、村民监督委员会财务监督制度九、村民监督委员会征询村民意见和建议制度第五章 监督流程一
、村民监督委员会工作流程二、党务公开监督流程⋯⋯第六章 推进措施第七章 实践历程第八章 主要
成效第九章 媒体报道附录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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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而作为组织行为的“权力监督”，对于被监督对象的违规行为，不仅具有“在口头上责备”的功
能和作用，更重要的是还具有“在行动上加以纠正”的功能和作用，因而它是一种“硬监督”，能够
使违规行为及时中止或改变，甚至给予适当的处罚，包括通过免职、撤职等手段收回授权。
　　所以，尽管法律规定，如果直接的民主监督无效，村民有权向村党组织，乡、镇人民政府及有关
部门反映情况，有关机关应调查核实，依法处理。
但这种办法的不可预测因素较多，难以成为一种普遍的、有效的、直接的监督手段。
　　（四）重视同体监督而忽视异体监督　　监督，实际上是某种监督主体对被监督对象实施的一种
督促性或限制性的活动。
监督对于被监督者来说，总是一种来自“异体”的行为。
也就是说，监督者与被监督者、监督与被监督必然是“异体”的，而绝不是“同体”的。
通常所谓“自我监督”或“内部监督”，那也是指同一个组织系统内部不同部分之间的监督，而不是
指同一部分自己对自己的约束。
　　在原有的村民自治组织机构中，我们强调“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
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但这种“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自治组织”恰恰缺少一支强
有力的“异体监督”力量。
尽管在村级设立有村务公开监督小组、民主理财小组等组织，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没有设定一个
专门的监督机构，只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在2004年6月发布的《关于健全和完善村务公开
和 民主管理制度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中办发[2004]17号）中，提出：“设立村务公开监
督小组。
村务公开监督小组成员经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在村民代表中推选产生，负责监督村务公开制度的
落实。
村干部及其配偶、直系亲属不得担任村务公开监督小组成员。
村务公开监督小组及其成员应当热爱集体，公道正派，有一定的议事能力，其中应有具备财会知识的
成员。
村务公开监督小组要依法履行职责，认真审查村务公开各项内容是否全面、真实，公开时间是否及时
，公开形式是否科学，公开程序是否规范，并及时向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报告监督情况。
对不履行职责的成员，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有权罢免其资格。
”并要求：‘‘村民民主理财由村民民主理财小组代表村民进行，民主理财小组成员由村民会议或村
民代表会议从村务公开监督小组成员中推选产生。
民主理财小组向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负责并报告工作。
民主理财小组负责对本村集体财务活动进行民主监督，参与制定本村集体的财务计划和各项财务管理
制度。
有权检查、审核财务账目及相关的经济活动事项，有权否决不合理开支。
当事人对否决有异议的，可提交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
村民有权对本村集体的财务账目提出质疑，有权委托民主理财小组查阅、审核财务账目，有权要求有
关当事人对财务问题作出解释。
对群众反映财务问题较多的村，县、乡党委和政府及有关部门要帮助其搞好财务清理整顿工作，解决
存在的问题，建立健全财务管理和民主理财制度。
制定和完善集体资产监管办法，防止集体资产流失，确保村集体资产保值、增值。
”　　尽管上述规定是相当明晰的，但由于其没有作为独立的监督机构，就其性质定位、工作职责、
选举任期等，还没有从立法的角度予以明确规定，导致组织设置不到位、地位作用不对称、监督力量
相对分散、领导力度显得薄弱等，难以形成强有力的监督与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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