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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农村问题作为关系国家发展和乡村振兴的重要课题,
 

其集体经济组织形式的合理性程度与其经济发展密不

可分.
 

借助乡村振兴视角,
 

以内部控制理论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经济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
 

结果表明:
 

部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之间的发展不均衡情况较为突出,
 

且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控制要素与经济绩效之间具有

相关关系(p<0.01),
 

其中内部环境和控制活动在p<0.01的水平下呈显著正相关,
 

风险评估、
 

资产负债率及距离

则在p<0.01,p<0.05和p<0.01水平下呈显著负相关.
 

因此,
 

加强内部控制建设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的重

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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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ural
 

issues,
 

as
 

an
 

important
 

topic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ural
 

economic
 

prosperity,
 

the
 

rationality
 

of
 

the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
 

form
 

is
 

closely
 

related
 

its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study
 

uses
 

the
 

perspective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to
 

empirically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rganiza-
tional

 

forms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of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using
 

internal
 

control
 

theory.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development
 

imbalance
 

between
 

rural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s
 

is
 

more
 

prominent.
 

Moreover,
 

there
 

is
 

a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internal
 

control
 

elements
 

of
 

rural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s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p<0.01),
 

with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

tween
 

internal
 

environment
 

and
 

control
 

activities
 

at
 

the
 

p<0.01
 

level,
 

and
 

a
 

negative
 

significant
 

correla-

tion
 

between
 

risk
 

assessment,
 

asset
 

liability
 

ratio,
 

and
 

distance
 

at
 

the
 

p<0.01,
 

p<0.05,
 

and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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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集体经济作为农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在乡村振兴战略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
 

城市化进程的

不断演变使得区域人口在农村与城市之间产生了不平衡流动,
 

农村社会经济结构处于发展失衡状态.
 

2020
年11月农业农村部印发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示范章程(试行)》,

 

该文件的出台是推进集体经济组织发展

的重要纲领性文件[1].
 

但是,
 

目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严峻问题使得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着

地区性差异,
 

资源禀赋条件以及产业结构差异等问题使得区域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情况参差不齐,
 

面临着较

大的发展困境[2-3].
 

从政策解读来看,
 

国家对于农村集体经济的支持在税收、
 

贷款、
 

补助等方面均有所体

现,
 

同时加强思想组织的引领以及资金技术的支持同样对集体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4-5].
 

对于农村集

体经济的发展,
 

不少学者对此有不同的看法.
 

如吴春宝等[6]基于全国微观调查数据,
 

认为发展壮大新型集

体经济可从产权制度改革以及集体经济组织结构方面入手,
 

激发其内生发展优势;
 

李冬辉等[7]则认为注重

地方优势的挖掘以及发展特色农村产业能有效壮大农村集体经济;
 

对当前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产业

经济制约以及政治考核行政制约困境,
 

潘璐等[8]提出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过程中,
 

要正视基层难点问

题,
 

打破发展脱节、
 

名不符实等现实悖论,
 

将政策与实际发展相结合,
 

客观引导其经济稳步发展;
 

同时,
 

三

农问题的解决、
 

多元主体的参与形式[9]、
 

集体产权制度改革[10]等对农村经济发展及管理体系完善具有重要

的作用.
 

Zhang等[11]基于空间管治角度分析农村空间的破碎化以及主体分化博弈机制的不完善使得其工业

转型发展面临较大的困境,
 

认为关注物质—所有权—组织分析框架以及发展多元主体参与的治理措施是对

半城市化地区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
 

基于全球化发展趋势深刻改变农村社会经济形态和空间格局的发

展背景,
 

Liu等[12]以中国东南沿海某村庄为研究区域进行追溯研究,
 

认为“要素流动—结构调整—功能拓

展”是当前农村实现产业转型的重要发展路径,
 

且创新管理模式和发展集体经济对农村全面振兴发挥着重

要作用.
 

从上述分析可知,
 

加强对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不仅要靠“外援”,
 

更要实现内部“自强”.
 

其中,
 

农村

集体经济组织的内部控制制度是保障组织健康运行的制度基础,
 

只有加强对其组织形式的完善,
 

才能有效

推进农村集体经济发展.
 

农村集体经济作为一种组织形式,
 

可以有效推动资源优化配置,
 

加快建设和完善

农村基础设施.
 

本文基于乡村振兴与农村集体经济之间的协调机制进行发展路径探究,
 

并从经济组织内部

控制入手,
 

以期更好地探索新时代背景下集体经济的发展新思路.

1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路径探究

1.1 经济组织内部控制及经济绩效相关性分析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在全国范围内的兴起使得股份经济合作形式的集体经济组织得到了完善.
 

始于

农业互助运动产生的农业合作社是集体经济的起源,
 

而自1982年公布《宪法》后基层政权机构与合作经济

组织开始分设农业合作社[13].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本质上为经济主体,
 

主要是借助组织内部中的生产资料和

要素来实现经营活动[14].
 

加强组织内部制度完善是提供真实有效财务信息,
 

提高风险识别防范能力的重要

保障,
 

且能有效提高农村集体经济资产的运营效率,
 

其控制内容不局限于传统的内部控制理论.
 

当前农村

集体经济组织存在机构重叠以及职责混乱等问题,
 

使得部分地区在进行组织管理时往往难以按照章程履行

职责,
 

出现职权代理等现象[15].
 

部分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成员的控制意识较为淡薄,
 

且对内部控制的概念及

内容一知半解,
 

难以实现内部组织控制的优化改革.
 

同时,
 

对于经营主体性质而言,
 

部分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也同样会面临市场风险,
 

而组织发展程度、
 

管理人员素质以及市场应变能力等都会影响农村集体经济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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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的发展规划和风险承担能力[16].
 

内部监察控制的合理性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业务开展和信息传达具有

重要的关联性,
 

一味流于形式的监督制度只会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健康有序发展造成阻碍作用.
绩效作为评估经济管理活动的重要衡量标准和反馈结构,

 

是对资源利用分配的重要评价维度.
 

经济绩

效是国民经济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
 

而农村经济的发展程度又与国民经济具有密切的关系.
 

当前农村经济

体系中,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代理人在接受对应的委托后对组织经济经营活动进行监管[17].
 

因此,
 

加强对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内部控制,
 

可减少组织代理的内部冲突,
 

降低代理费用.
 

本文引入内部控制理论进行

集体经济组织路径探究.
 

内部控制多在企业发展中被提及,
 

是保证业务有序发展且内部资料完整真实的一

种程序和政策,
 

内部控制理论主要包括内部牵制、
 

内部控制、
 

会计控制管理、
 

内部结构控制、
 

整合框架阶段

和风险管理阶段[18-19].
 

《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指出,
 

内部控制包括内部环境、
 

风险评估、
 

风险控制、
 

信息

传达以及内部监督5个方面.
 

其内涵表示如图1所示.

图1 内部控制内涵示意图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一种地域性特征经济组织,
 

承担了为广大农民的福利及农村基础设施提供保障

的重要职责,
 

其内部控制制度是保障组织健康运行的重要手段,
 

而内部环境建设是内部控制的基础,
 

包括

议事规则、
 

管理人员素质以及职责分工等.
 

组织的风险评估则是对其在生产经营中可能出现的内、
 

外部风

险因素进行识别管理,
 

以最大程度降低损失,
 

提升绩效结果[20].
 

内部控制活动作为内部控制目标的重要内

容,
 

主要是借助授权审批、
 

会计系统、
 

预算控制等措施将风险控制在可承受范围内[21].
 

组织信息与内部监

督是保障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
 

信息的有效传递和流通能在充分了解外部环境政策的基础上降低

投资失败风险,
 

且权利监督能有效地约束组织人员滥用权力,
 

进而做出损害集体利益的违法违规行为[22].
 

基于上述分析,
 

本文提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经济绩效之间的假设情况,
 

如表1所示.
表1 假设情况一览表

假设编号 假设内容

① 内部环境建设与经济绩效呈显著正相关

② 良好的风险评估保障经济绩效提升

③ 组织内部风险控制与经济绩效呈正相关关系

④ 良好的信息与沟通推动经济绩效提高

⑤ 完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监督可改进内部控制缺陷,
 

提升绩效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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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实验设计及模型构建

加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发展能力,
 

并从不同维度提高其内部控制的有效性是保证农村集体经济协调

发展的重要研究内容.
 

本文以华南地区某农村集体经济实际情况为样本,
 

选用资产使用效率来表示经济绩

效,
 

即评估资源利用分配的有效性和充分性.
 

其数学表达为:

AT=CI/TA (1)

式(1)中,
 

CI表示年度净利润,
 

TA 表示资产总额.
 

随后以内部控制的5个维度要素为解释变量,
 

这5个

要素对应解释变量的一级指标,
 

其对应分属下包括具体表现内容的二级指标.
 

以资产、
 

资金和资源为经

济基础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对组织内部承运及管理者的管理水平要求较为严苛[23].
 

负债水平是进行经

营活动能力的重要指标,
 

由于不同地域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程度具有较大的差异,
 

故本文选择年末总资

产、
 

资产负载率以及农村集体经济与城中心之间的距离为控制变量.
 

中心距离的设置能实现城镇化率的

比拟,
 

减少地域规模以及常住人口数量差异带来的影响[24].
 

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定义如

表2所示.
表2 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定义一览表

变量 名称 符号

被解释变量 经济绩效(资产使用效率) AT

解释变量 内部环境 IE

风险评估 RA

风险控制 CA

信息传达 IC

内部监督 IS

控制变量 年末总资产 TA

资产负载率 AI

距城中心距离 UR

  本文选取华南地区某农村经济联社和经济社2019-2022财务数据为样本数据,
 

在筛查出缺失样本数

据之后,
 

共获得220个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济绩效数据.
 

依据上文中提高的财务指标进行回归模型检验,
 

并设置回归方程为:

AT=β0+β1IE+β2RA+β3CA+β4IC+β5IS+β6TA+β7AI+β8UR+ε (2)

式(2)中,
 

AT 为因变量,
 

β0 为常数量,
 

β1-β8 为对应变量的回归系数,
 

ε为残差项.
 

解释变量的数据通过

问卷设计来获取,
 

通过向研究区农村集体经济联合社发放问卷,
 

获得有效的问卷数据,
 

并将该问卷数据与

财务数据进行对应筛选,
 

得到实际有效的样本数据,
 

并以村组合并数据来表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经济绩

效及资产情况等.
 

在问卷设计过程中对指标进行量化处理,
 

以1~5评分标准来对实际情况进行评估.
 

年末

资产总额的计算方式为年末负债总额加上年末所有者权益.
 

资产负债率能反映债权人资本在总资本中所占

的比例,
 

该指标能有效地反映资金经营活动的能力以及债券人发放贷款的安全程度[25].

2 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路径的实证分析研究

本文建立了农村集体经济内部组织控制与经济绩效之间的模型和假设检验,
 

以便更好地对农村集体经

济发展路径进行探究.
 

借助SPSS统计分析工具进行相关性分析和回归检验,
 

可更好地验证假设条件提出

的可靠性和有效性.
 

表3为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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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2022年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标准差 中位数 最小值 最大值 多重共线性(VIF)

资产使用效率 0.132 0.140 -0.266 0.726 /

内部环境 1.940 2.133 4.424 12.100 2.643

风险评估 3.114 3.429 29.701 42.900 4.218

风险控制 5.643 6.206 55.221 82.500 2.741

信息传达 1.421 1.553 2.200 11.022 4.812

内部监督 2.112 2.311 17.051 11.022 4.783

年末总资产 1.570 1.735 0.004 24.091 1.077

资产负债率 0.741 0.810 0.550 1.214 1.045

距城中心距离 23.320 25.651 -0.266 84.157 1.191

  表3结果表明,
 

部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之间的发展不均衡情况较为明显,
 

且集体经济组织的债务资金

占比较大,
 

而农户资金占比较小,
 

表现出较高的财务风险.
 

提高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水平已经刻不容缓.
 

VIF 值在通常情况下的总体平均值小于10,
 

则认为模型不存在多重共线性.
 

经计算本文变量的平均VIF
值小于10,

 

满足多重共线性判断条件,
 

则表明不存在线性问题,
 

模型回归结果不会受到影响.
 

不同变量之

间的Pearson相关系数矩阵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之间的Pearson相关系数

变量 AT IE RA CA IC IS TA AI UP

AT 1 - - - - - - - -

IE 0.148 1 - - - - - - -

RA -0.047 0.665** 1 - - - - - -

CA -0.032 0.089 0.617** 1 - - - - -

IC -0.084 0.146 0.513** 0.589** 1 - - - -

IS 0.015 0.215 0.482** 0.618** 0.764** 1 - - -

TA 0.017 0.017 -0.104 -0.023 -0.039 -0.056 1 - -

AI -0.231 -0.122 0.017 -0.027 0.019 0.044 -0.083 1 -

UP 0.334** 0.112 0.136 0.067 0.001 0.099 -0.232** 0.045 1

  注:
 

**表示p<0.05水平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表4结果表明,
 

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之间存在相关性,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控制要素

与经济绩效之间具有相关关系(p<0.01).
 

回归结果和稳健性分析结果如表5所示.
从表5回归系数值来看,

 

内部环境和控制活动与资产使用效率在p<0.01水平下呈正相关,
 

两者的回

归系数分别为0.034
 

1和0.009
 

8,
 

表明单位内部环境和控制活动对资产使用效率具有正向提升作用.
 

信息

沟通与资产使用效率在p<0.1水平下呈显著正相关.
 

而风险评估、
 

资产负债率以及距城中心距离与资产

使用效率之间分别在p<0.01,p<0.05和p<0.01水平下呈负相关.
 

上述结果证明了假设1、
 

假设3和假

设4成立,
 

假设2和假设5未能得到验证.
 

因此,
 

加强农村集体经济的组织架构设计合理性、
 

组织廉政建设

以及信息流传沟通能有效提升集体经济绩效,
 

减少资产的不必要浪费.
 

其中,
 

信息沟通虽在一定程度上降

低了资产占有率,
 

但也拓宽了与市场环境的交流,
 

对提升集体经济绩效管理具有重要的作用.
 

风险管理制

度不完善通常是因为部分农村组织管理者在制定和实施相关政策时,
 

缺乏系统性的风险识别和评估能力,
 

对潜在风险的认识存在滞后性,
 

导致对集体经济绩效的提升作用相对有限.
 

同时,
 

年末总资产因农村地域

性差异,
 

其所获得的资金支持也表现出一定的不均衡性.
 

资产负债率和距城中心距离的负相关性是由于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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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集体经济受自身管理组织、
 

政府政策等因素约束较难形成高的负债率,
 

且与城中心距离越近,
 

其所享受

到的城市辐射效应和正向带动效应就越明显,
 

难以对经济绩效产生正向促进作用.
 

稳健性结果是以2022年

相较于2019年的盈利增速为因变量,
 

对自变项与控制变项进行替代后,
 

再对自变项与控制变项进行回归分

析的结果.
 

表5结果表明,
 

收益增长率指标与内部控制之间的回归结果同变量回归结果具有一致性,
 

表明

该结果具有可行性.
表5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对经济绩效的回归分析及稳健性结果

变量 回归系数(参数估计t值) 稳健性检验

截距 0.074
 

8(0.412) -5.095
 

2*(-1.679)

内部环境 0.034
 

1***(3.957) 0.045
 

6*(-0.326)

风险评估 -0.028
 

6***(-5.123) -0.019
 

2*(-1.653)

风险控制 0.009
 

8***(3.521) 0.085
 

2*(1.829)

信息传达 0.028
 

6*(-1.689) 0.102
 

1(0.401)

内部监督 0.024
 

2(1.432) 0.147
 

6(-0.619)

年末总资产 0.004
 

4(0.390) 0.858
 

0**(2.033)

资产负债率 -0.037
 

4**(-2.364) -0.488
 

4***(-2.298)

距城中心距离 -0.003
 

3***(4.826) -0.026
 

4***(4.316)

R2 0.304
 

7 0.200
 

4

调整后的R2 0.236 0.129

  注:
 

***,**,*分别表示p<0.01,p<0.05,p<0.1水平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R2 表示决定系数.

3 结论

加强农村集体经济内部组织发展是推动经济绩效的重要内容,
 

也是乡村振兴视角下探索农村集体经济

发展路径的重要影响因素.
 

本文通过农村集体经济内部组织控制与经济绩效的实证分析,
 

发现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的发展不均衡情况较为突出,
 

同时该组织形式在高资产负债情况下具有较高的财务风险.
 

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内部控制要素中的内部环境和控制活动与经济绩效之间具有相关关系(p<0.01),
 

回归系数分别

为0.034
 

1和0.009
 

8.
 

而风险评估、
 

资产负债率以及距城中心距离与资产使用效率之间在p<0.01,p<
0.05和p<0.1水平下呈显著负相关.

 

上述结果表明,
 

组织架构建设完善以及良好的信息传达对集体经济

经营绩效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而组织形式内部建设加强能有效地为经济发展提供支持.
 

农村集体经济在

未来的发展路径中应注重对外部风险的识别和评估,
 

加强对风险监控和环境变动的预测和应对能力,
 

不断

完善控制措施,
 

利用好相关发展政策,
 

从岗位设置、
 

预算控制以及应急预警等方面提升经济绩效.
 

同时,
 

扩

大调查范围,
 

增加样本指标数据是今后研究需要进一步关注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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