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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了群众对交易平台的认可度与信任度，也提升了要素

交易市场的良好社会形象。

（六）强化监督管理，防范交易风险

一 方 面 ， 指 导 街 （ 镇 ） 农 村 集 体 资 产 监 管 运 营 服

务中心充分利用西安市农村集体“三资三化”管理服务

平台，逐步增强其记账、管理、预警及监督等功能，建

立健全集体资产资源的管理台账，并加强定期监测。及

时发现并处理那些合同到期后需要重新进入市场的资产

资源，确保所有应当纳入平台管理的资产都得到妥善处

理。通过多种渠道公开相关信息，让广大农民了解集体

资产资源的数量、价值及其交易状况，从而更好地行使

他们的民主监督权。另一方面，与市、区县（开发区）

城 乡 融 合 要 素 交 易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委 员 会 办 公 室 紧 密 沟

通，配合做好各类城乡融合要素交易的相关前置服务和

审批工作，切实加强对交易活动的监督和管理。

针对交易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各种风险，建立健全内

部风险防范机制，加强管理人员风险意识培训，确保交

易业务合法合规开展，既降低了交易中的不确定性，也

增强了交易参与方的信心。同时对在两级要素交易市场

完成的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及时在同级城乡融合要素交

易监督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备案，进一步完善要素交易市

场运行的监管机制和风险防范机制。

西安城乡融合要素交易市场的发展经验

西安城乡融合要素交易市场的建设与运行，是一项

开创性和开拓性极强的改革工作，也是西安市委、市政

府对中央“城乡融合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政策要

求的创造性执行。

一 是 理 念 领 先 。 西 安 城 乡 融 合 要 素 交 易 市 场 秉 承

“以人为本，善用资源，创造价值，服务三农”的经营

理 念 ， 在 促 进 城 乡 融 合 发 展 的 同 时 ， 注 重 村 民 实 际 需

求、合理开发利用资源，通过市场机制创造更多价值，

全力服务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发展。

二是体系健全。系统构建全市统一的市、区（县）、

街（镇）、村四级联动的市场交易服务体系，全方位整

合农村资源资产，实现交易信息系统全市全域覆盖。借

助交易市场平台优势，充分激发农业农村发展的内生动

力，从根本上改变了资源要素从农村单向流出的局面。

三是交易完备。不断完善交易制度、交易规则、交

易流程和服务规范，充分利用全市农村集体“三资”专

项治理成果进行宣传推广，扎实推进集体“三资”入场

交易应进必进、阳光交易，更好激活农村闲置资源的潜

在价值。

四是成效显著。截至2024年9月20日，西安城乡融合

要素交易市场共成交农村工程建设项目采购、农村土地

经营权交易、闲置农村住房和宅基地交易等10项交易品

种71宗交易项目，累计成交金额约3.98亿元。

西 安 城 乡 融 合 要 素 交 易 市 场 坚 持 发 挥 一 流 平 台 的

内引外联作用，不断提升农村资源配置的市场化、信息

化、标准化和规范化水平，在推动西安乃至全省城乡融

合发展、促进农村资源资产高效流转等方面正显现出愈

发重要的龙头作用。面向未来，西安城乡融合要素交易

市场将进一步发挥自身作用，加快引进更多优质项目，

积极推进资源资产交易，全力带动农民增收，全面发展

壮大集体经济，助推城乡深度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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