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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公务卡改革的几点建议

李 红

推行公务卡结 算对深化国库支付

制度改革、提高公务支出透明度、规范

单位财务管理、强化财政动 态监控等

具 有积极意义。但该 项 改革在推 进过

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需要在总结 经

验的基础 上，采取积极措施逐步加 以

完善。

一是加强 宣传 和 培训。由于行 政

事业单位财务支出一直使用现金、转账

的支付管理模式，大部分人的传统消费

观念较强，坚持认为用现金、转账 消费

简单、方便，不愿持卡消费，特别对透

支消费模式不 习惯、不接受，害怕出现

特殊情况 下的公务支出引起滞纳 金 责

任不清的情况。在一些公务员眼中，使

用公务卡尽管是 为了公事，但却免 不 了

要承担个人风险，因此有抵触 情绪。从

各地的实施情况 看，个人卡的激活率非

常低，影响了改 革成效。所以 ，必 须做

好宣传 培训工作，切 实让 持 卡人充 分

理 解公务卡使用的现实意义，了解银

行 部门 为鼓励个人持卡 消费的各项 优

惠政策以 及持 卡人进行公务报销的规

定和有关要求，使单位职 工积极支持

该项改革。

二是完善公务卡支出的财务报销

管理 制度，明确 单位与个人所应 承担

的责任。由 于公务卡不 是一般意义上

的银行 卡（信用卡），而 是 将财政财务

管理的有关规范与银行 卡的 结 算方式

相 结 合，形成的一种新型 财政财务管

理 工具 和 手段，跟 以 往使用现金、支

票的财务支出有所不 同。一些公务支出

由 于特殊原因，比如有的单位有长期

出差人员，不能在免息期内还款，特别

是 有的 地 方进行 财政集中核 算，需要

对单位公务支出的内容进行再 次审核，

对手续不健全或票据不 合理的公务支

出不予向公务卡划款，由此可能引起滞

纳费用和对个人的信用影响 等问题，从

而 影响 持 卡人的 用卡 积 极性。对 于上

述问题，首先 要在财务 制度 上 进一步

明确公务卡的使用程序及财务报销标

准，要求单位职工持 卡进行公务支出

时，严格按财务制度办事，对不符合财

务 制 度报销 要 求的，一律视为个人消

费，对违反公务卡 结 算程序 而产生滞

纳 费用的 一律由 个人承担。其次 可借

鉴 一些地 方推行公务卡的成功 经 验：

一是对有较多公务支出的人员，可将其

个人公务卡与个人借记卡 绑 定，在个

人公务卡到期 还款日自动 从绑 定的 借

记卡向 贷记卡还款，个人公务卡进行

公务报销 时，只 需向 个人借记卡划款

即可。二是单位可以 根据实际 情况，在

还款期内，先行借款向出差在外人员的

公务卡划款，等出差人员回 来报销 时，

再 列支出并将 余额补足。这样就可 以

有效避免公务卡滞纳费用的问题。

三是建 立“特殊情况使用现金”的

财政审批制度。使用公务卡结算后，原

则上公务 支出均应使用公务 卡 结 算。

由 于 改 革初期 受 用卡环境、持 卡人消

费观念等因素的 影响，行 政事业单位

的公务卡支出会受到一定 限 制，如果

把原 则性与灵活性的 把握权放在 单

位，那 么特殊情况 使用现 金 的现 象会

普遍存在，这势必 会阻 碍公务卡真正

意义上的推广。因此，笔者建议财政部

门应根据实际 情况，明 确 限 定实行公

务卡后 现金 结 算的 适 用 范围。与此同

时，随 着公务卡用卡环境 的逐步改善，

还应建立预算单位大额现金提取以 及

非公务卡支付业务 的 财政审批制 度，

这将有利 于财政、审计等部门 对公务

卡制度改革的进一步监管 。

四 是要妥善 处 理好公务卡私人消

费信息的保密问题。由 于公务 卡是以

个人名 义设 立的个人卡，既 可以 用于公

务支出也可以 用于个人消费。在报销公

务支出时，单位财务部 门 以 及财政审

核部门 有权通 过银联数据交换 系统对

其公务消费的详 细 内容 进行 查询，这

就要求公务卡推行 过程中，应该 与银

行 部门 及软件 开发设计部门共同研究，

严格限 定公务卡支持系统中的 查询 及

公务支出的信息确 认条件，最 大 限 度

地保护公务卡 私 人消费信息，以 避免

由 于个人消费信 息泄露 而 引起的 不 必

要的纠纷。

五是 加强网络建设，有效 整 合网

络资源，提高工作效率。由于近几年财

政改革频繁，包括部 门 预 算、政府 采

购、工资统发、会计 集中核 算、国库 集

中支付、国有资产监管等多项 改 革均需

要网络系统支持，而很多地方各 项改革

所使用的 部门 软件 均不 相 同，不 能 进

行 数据共享，预算单位在 编 报部门 预

算、申请用款额 度以 及进行账 务处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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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要进到多个软件界面进行操 作。公

务卡结 算同样需要 对支出数据在网络

系统上 进行 确 认、汇 总，独 立的公务

卡支持 系统势必 增加财务部门的工作

量，从而 形成越改 革工作越多的怪圈。

所以 ，推行公务卡 结 算，从加强 网络

建设 入手，充分 整合网络资源，运用所

建立的财政信息一体化平台，在部门 预

算、国库 集中支付、会计核算数据进行

共 享的 同时，与公务卡 支持 系统无缝

对接，针 对属 于公务消费的 公务卡 支

出，使核 算 单位能 够在 网 上一次 完 成

确认、汇 总、审核、支付、记账等工作，

大 大提高工作效率的同时，也 有利于财

政部门的 时时监管。

六是认真研究预算 单位公共 项 目

的公务卡支付 问 题，使公务卡结 算改

革 逐步推 进。由 于公务卡 结 算改革要

逐步 实现使用公务 卡 办 理 公务支出，

也 就是说随 着公务 卡 改 革 的 不 断 推

进，不 仅限于现金支出，所有公务支出

均应使用公务卡 结 算，这有利 于我国

银 行 卡 的发 展，便于同国际 接轨。所

以 ，我们在部署公务卡结 算改 革时，要

同时考虑单位托收 水、电费及其他公

共项 目 支出的 公务卡支付 问题。针 对

此问题，有的 地 方将 这部 分 支出设立

单位公 务卡进行 结 算，并用单位公务

卡逐步替代实行 国 库 集中支付后 的 单

位原帐 户，从而 彻底 实现财 政资金在

国库集中支付单一账户体 系内的高效运

转。但到目前为止，各地设 立公务卡既

有单位卡又有个人卡的做法不一，有的

地 方的 银行 部门 还 不能 有效认定公务

卡的 双重属 性，这 就要 求中央 财政部

门 及银行 部门 综 合研究公务卡推行中

所遇到的 问题，进一步规范公务卡的

推广与使用。

七 是 加快公务卡 配 套 设 施建设，

改 善用卡环境。公务卡的 结 算范围 为

预算单位日常公务支出，包括差旅费、

会议费、招 待 费等日常公用和 零星 购

买 等消费支出，这 些公务消费需求 涉

及交 通、餐饮、酒店、零售等各 领域，

而 各 地方 pos机布点 少且分布 不 均衡

的 问题普 遍 存在。由 于安 装 pos机和

在 上 面 使用信 用 卡 消费，商户都 必 须

向银行 支付一定费用，一些小商户怕 增

加 成 本支出而 不 愿安 装，平 时在 小 商

店很便宜就能 买 到的 东西，现在要 到

能 刷 卡的 大商场去 买，还 有个别 商家

甚至会向 刷 卡者 索取 相应 的 手续费，

这无形中增加 了用卡单位的行政成本，

这也是 影响公务卡推行 效 果的一个原

因。因此，公务卡管理协调 部门需要 与

银行 充分 沟通，加 快公务卡网点建设，

进一步改 善用卡环境，以 有利 于公务

卡的 全 面 推行。

（作者单位 ：吉林省长春市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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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旭人部长赴江西、福建调研积极财政

政策落实情况

9月11日至 14日，财政部部长谢旭 人赴 江西、福

建调研 积极财政政 策落实情况。调研期间，谢部长

一行还围绕家电下乡财政补贴 管理和种粮 农民综合

直补等专题，在两省的地方财政部门进行了调研，并

召开多场座谈会，认真听取两省社会经济建设和财政

工作情况。

（本刊记者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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