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税改革

求解公务用车改革之道

贾 康

我
国现行机关、单位公务用车制度

基本上是计划经济时期遗留下来

的管理框架，而实际的管理严密程度

又早已大大降低，其低效与浪费很久

以来一直遭人诟病，与公共财政建设

的取向和建设节约型社会的时代要求

相去甚远。近年来，已有一些地区自发

进行公务用车的改革尝试。鉴于这一

改革的难度极大，地方局部改革中的

经验、得失及国外的一些做法值得我

们重视和借鉴。

大庆车改取得初步成效

又存在一些难题

大庆是较早试行公务用车市场化、

社会化和货币化改革的地区，现已初

步建立起机关后勤保障工作中相关的

新体系和新机制。其方案基本框架是，

原处级以上领导干部的公务用车仍执

行原制定的经费包干办法，但 1998年

1月1日以后提拔的副处级以上领导干

部不再配备工作用车，改发交通费，同

时提倡和鼓励之前任用的处级干部交

车、买车、改领交通费。费用标准为正

处级每人每月 1500元，副处级每人每

月 1200元，科级每人每月 240元，副

科级每人每月180元，一般干部每人每

月100元。参与车改的单位除保留必要

的公务用车外，其余车辆评估作价后，

按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先内部后

社会的办法拍卖给个人。国资局牵头

负责评估，并制定了具体的细则和办

法，对每台车采取3人评估、2人确认、

5人联合签字的评估办法，既保证车改

顺利进行，又让社会和买车者认同，也

有效防止国有资产的流失。对公车私

用、借车等问题进行专项检查，对少数

处级干部领取了交通费，却将租车、打

车的费用在单位财务报销或将用于个

人车辆上的养路费、修车费、油料费用

公款报销等违纪行为严厉查处。

车改直接触动的是汽车使用者

（乘车人和司机）的利益，对司机的安

置是车改能否顺利进行的又一关键。
大庆为司机安置提供了7个渠道：干部

身份的可以进入干部岗位；本部门有

工勤岗的可以辞退原合同工、临时工，

司机转上工勤岗；本部门有基层企事

业单位的可以分流安置；可以停薪留

职，留职期间工龄连续计算，有关福利

待遇不变；可以提前退休，待遇比照干

部政策兑现，年龄可以放宽到48周岁；

可以买断工龄，年度工龄补偿金按三

个月的基本工资总额计算；市直机关

成立小型出租汽车公司，可安置部分

司机。同时，还出台了其他一些优惠政

策，如：下岗司机优先购车；凡下岗自

谋生计的司机购车价格优惠20%，同时

还减免有关税费2年等等。这样车改中

涉及的 216名司机都得到了妥善安置。

同时，对 13个非车改单位的公务

用车根据各单位编制职数、职能完成

了定编，给定编内车辆和个人自有车

辆发放了准用证，定编外的车辆一律

上交国资局。
自 1998年以来，已有59个部门实

行车改，涉及 1522人、402台车。据

大庆市财政部门测算，改前402辆车全

年费用为 1627万元（含 216名司机人

头费），改后全部费用为 887万元，直

接节支 740万元；上交 70台车辆和买

断 226台车辆变现收益 1142万元。当

年不再购置新车可节约3300万元和财

政不再安排大修节约经费200万元，以

上4项共可节约5382万多元。59个单

位车改后留下的 106台车，由于加强管

理，按同口径计算，每年维修、油料等

方面共计节约资金210万元，平均每台

车节约1.8万元。车改使人们思想观念

发生很大变化，大多数领导干部和职

工以及全社会对市直机关的车改认识

提高，要求车改的单位越来越多。同

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以车谋私

的一些问题，加强了机关干部的廉政

建设和遏制了不正之风。
大庆市是车改比较成功的地区，

但也存在一些明显的问题。一是双轨

制。大庆市改而省级和周边地市未改；

市直机关改而县区未改；一部分机关

部门改但还有公、检、法、司和水利局

等部门未改；大部分人员进行了车改，

仍有少数领导同志未改；虽然进行了

车改，但各单位还不等地保留了公务

用车。双轨制的广泛存在，不利于新机

制的稳定形成，也容易产生新的不正

之风，使监督部门防不胜防，查不胜

查。例如，市直机关进行了车改而所属

县区未改，那么，市直机关的人去县

区，县区就会派车来接，这样市直机关

就把成本转嫁给了县区。而像档案局

这样的“清水衙门”，在需要公务车时

难以得到支持。再如，上级领导来检查

工作、兄弟城市来人参观访问，接待用

车怎么解决？这些都需要探索可行的

配套措施。调查发现，双轨制给人的感

觉是“车改无尽头”，煮成夹生饭。二

是有些领导干部存在既拿钱又坐车的

问题。目前大部分领导干部按照市里

的要求，上缴了 50% 的交通费，但同

时可以享用本部门保留的公务用车，

特别是一些单位的公车几乎又成了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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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领导的专车。三是交通补贴额度的

确定仍是个敏感问题。处级干部的月

交通补贴达到 1500元，比许多职工的

工资还要高。这不免让人感觉交通补

贴有变相福利之嫌。但是，交通补贴低

了确实又难以使改革顺利进行。在补

贴由以前的“暗补”转为货币化的“明

补”过程中，补贴额的确定不好把握，

易造成心态的不平衡。另外，同一标准

下不同岗位的人员“有肥有瘦”，有的

不够用，有的“干留”。此外，无自筹

能力的单位，保有车辆又确实要更新

时，资金无法解决；调研员、助理调研

员的交通费也需要确定。

部分国家公车使用和管理的一些经验

法国实行公务车严格预算管理与

对公职人员交通补贴并举。1991年 10

月，法国颁布新的有关公务用车的政

府令，对公务用车购置及其更换都实

行预算管理。购车预算由政府各部委

和国有企事业单位在制定各自的年度

预算时提出，由“国有汽车购置委员

会”预审，并由代表国家的“国家购置

集团联合会”统一从市场上购买，然后

转卖给使用单位。各单位从市场上包

车，必须得到预算主管部门的批准。政

府只给部长、部长级代表和国务秘书

配置固定的专车和专职司机。司局长

以上高级公务员配置专用公务用车，

但不配专职司机，由用车人在执行公

务时自己驾驶。普通公务员不配公务

用车，但可以凭出差证明使用公务用

车。公务结束后，公务员开公车返回办

公地点，再开私车回家。政府规定个人

使用的公务用车发动机排量不得超过

1.4升，一切超标要求都需向政府总理

提出。设立车辆使用记录册，并对公务

用车使用特殊车牌照，来限制公车私

用。同时，政府规定，国家机关公务员

和国有企事业单位职工享受交通补贴。

乘坐公交车辆（地铁和公共汽车）上下

班的公务员和职工，从住地到工作地

的交通费由单位和个人各自负担一半。
开私家车上下班的公务员和职工，按

每月22个工作日、每日在住地和工作

地之间往返一次的公里数计算报销汽

油费并发给一定数额的车辆保养费。

新加坡严格实行 “公车公用”制

度。对于一定级别以上的公务员给予

一次性购车补贴和发放汽车消费补贴，

对于普通公务员只给予交通补贴，一

并计入工资。只给总统、总理和资政三

人配备专车和司机，供他们上下班及

公私出行使用；其他高级官员包括副

总理、部长上下班均用私车，外出参加

公务活动才乘坐政府配备的专车，由

政府雇用的司机接送。国家用于接待

高级代表团的礼宾车队也采用临时租

用办法。

瑞典为遏制公车私用，运用电脑

技术手段。几年前瑞典财政部请来电

子电脑专家，设计了一套由电脑控制

的“公务汽车监控系统”，即在每辆公

车上安装了带双按纽的计程器和代码

发射器，一个按钮上刻着“公务”，另

一个按钮上刻着“私车”。任何人用车

时，必须先按下两个按钮中的一个，车

才能起动。按钮按下后，代码器就将该

车的特定代码发往监控卫星，卫星再

把代表及汽车所在的方位转向中央监

控台。如果中央监控人员发现按下“公

务”按钮的汽车驶向别墅区、钓鱼区、

百货区、菜市区或娱乐场所时，便用无

线电话询问开车者 “为何用公车办私

事？”如此一来，私用公车者便无机可

乘。每隔一段时间，监控人员就会将收

到的资料进行核实，据此对开公车办

私事者收费或罚款。这一办法有效地

遏制了公车私用现象。

博茨瓦纳公务车有“特别待遇”。

在博茨瓦纳繁忙的公路上，民用车挂

的是白底或黄底黑字车牌，而公务车

则挂红底白字车牌。每逢星期六、星期

日，公路上只有民用车行驶，见不到公

车行驶，因为博政府严格执行只准在

工作时间因公务需要才能使用公车的

规定。另外，政府所设的公车加油站，

加的汽油也与众不同，呈粉红色。一到

星期六、日，这种加油站都休息，不给

公车加油。因此，在博茨瓦纳，也有人

把公车叫做廉政车。

对我国公车改革的几点认识

公车改革在我国虽然难度很大，

但从中长期来看，势在必行。可以逐步

扩大试点，鼓励各地推进车改。从已有

的各地试点来看，虽然存在着不同的

问题，但总体来说取得了一些初步成

效，财政资金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节约，

不正之风也有所遏制。从目前的制约

条件来看，中央级和大都市车改的难

度最大，进一步推行可先以中小城市

为侧重。

一是各地情况不同，车改要注意

因地制宜。现阶段的已有经验还远不

足以形成相对一律的方案设计，仍需

试验摸索。由于城市大小不同，经济富

裕程度不同，地方习惯、传统观念不同

等等，各地办法不必整齐划一。不同部

门需要不同对待：对于工作性质特殊

和出车任务繁重的部门，如公、检、法、

农口等部门，近期主要应采取严格定

编、加强管理的对策。对于一般部门则

可以积极试行货币化补贴的政策。
二是可以借鉴西方国家经验，多

个政策同时并用，特别应注意利用先

进信息技术手段的应用，对公务车加

强监督。

三是对公务员交通补贴的具体数

额确定，应尽量采取民主的方法和尽

量客观的办法。同时，车改中需特别注

意领导带头，并做好配套工作。车改最

大的阻力往往来自单位的领导和司机，

对车改后领导工作用车的考虑、对司

机的分流安置等后续和配套工作，都

要在改革中进一步探索。

四是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看，公

车改革较浓厚的“双轨制”色彩将不可

避免，对由此而产生的矛盾需要特别

注意加以缓解。渐进改革中，双轨制问

题的大体解决 （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彻

底实行单轨制，但“专车”可缩减至很

小比重），是与我国的行政与政治体制

配套改革分不开的。
（作者为财政部财政科学研 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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