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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公 务用车制度如何改革？保定市为我们提供了试点引路、循序

渐进 、 省 钱廉政的经验做 法， 值得借 鉴。

循序渐进推进

公务用车制度改革

武根启 刘清亮

沿袭多年的公务用车制度原本是

为方便办公、 保证公务、 提高办事效

率而制定的， 然而，公车消费带来的

负面效应与其初衷却大相径庭。公车

消费成了权力和地位的象征，致使一

些人以车为荣攀比之风愈演愈烈，小

车越买越多， 越买越高级；公车私

用、化公为私成了普遍现象；公车消

费也给财政造成了沉重的负担。对

此，群众意见很大。为了杜绝公车消

费的负面效应，探索改革之路，河北

省保定市财政局率先在全省对公务用车

制度进行改革试点。

1998年 10月，改革试点首先在共

青团保定市委进行。该单位只留 1辆车

作为接待用车，其余2辆由财政局变价

处理，并将借用的两名司机退回原单

位；单位工作人员乘车费用实行 “定

额补助、 包干使用、 超支不补” 的

管理办法。此方案可有效地节约财政

开支。该单位原有 3 辆车，每辆车年

燃油费、 修理费、 过路过桥费平均以

3万元计算，加上司机一年的工资、差

旅费、补助费等各项费用， 3 辆车每

年支出约 13万元。车改后，该单位全

年干部职工乘车补助开支 3.4万元，保

留的接待用车及一名司机年开支 4.5万

元，只需支出 8 万元，可节约经费近

5 万元。

此项改革试点方案一出台，即在

保定引起了强烈反响。为深入了解市

直各行政事业单位对这一 “新生事

物” 的认可程度， 当年底，市财政

局在市直单位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

显示，共有 54 个单位赞同改革，其中

有 27 个单位表示愿意立即参加改革。

1999年，市财政局在总结团市委

公务用车改革试点经验、 充分征求各

方面意见的基础上，结合该市实际，

又增选了市妇联、市直机关工委等5个

单位继续进行试点。

从 2000 年 1 月 1 日起，保定市财

政局借鉴全国其他地方公务用车改革的

成功经验，结合自己的实际，对以往

改革试点方案进行了修改、 充实和完

善，在原有6个试点单位的基础上，又

增加了市委政策研究室、市文化局等

17个单位进行试点。23个参加车改的

单位原有车辆全部上交，由财政局集

中拍卖、 调剂使用或者封存，司机由

各单位妥善安置，财政每年核拨 1万元

作为接待租车费用，包干使用，超支

不补，节余归己，节余部分可随个人

乘车补助一并分配；较大的车改单位

经批准可保留一部接待用车，但单位

干部职工不得无偿乘用接待用车；对

在职在岗干部职工乘车费用实行 “定

额补助，包干使用， 超支不补” 的

管理办法，由财政局按每个人所担负

的工作而不是按级别制定补助标准，

补助资金随单位工资发给个人，超支

不补，节余归己；禁止个人向下属及

其他关系单位无偿借用车辆或摊派、

转嫁费用。

公车改革向来被人们看着是难捅

的 “马蜂窝”，弄不好会祸及全身，

保定市又是如何面对的呢？副市长钱晓

钟深有体会地说：“保定市经济基础

薄弱， 财力拮据， 收支矛盾十分尖

锐。财政收入总量在河北省排第 3 位，

可人均财力却排在倒数第3位。近几年

来，在收支矛盾尖锐、财政经费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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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下，财政部门在支出管理上，

抓重点、抓难点，采取了不少行之有

效的措施，提高了资金使用效益，抑

制了支出的不合理增长。但人、 车、

会等重点支出管理仍存在不少问题，

漏洞很大。长期以来，车辆经费开支

逐年上升，始终是行政事业支出管理

的老大难问题，几乎到了难以控制的

地步。于是，公车改革就这样被选为

保定市节约支出的突破口。” 财政局

副局长康爱民为我们算了一笔细账：

“近年来，市财政对行政事业单位公

务用车经费采取定额补助的管理办

法：除市里五大领导班子和公检法特

殊部门外，其他行政事业单位每年每

部车核定经费 1万元。但各单位公务用

车费用大大超出这个数。一部新车 20

余万元，按常规平均使用5年更换，每

年折旧费4万元，每辆车配 1名司机一

年的工资、补助、差旅费等 1.5 万元，

燃油费、 修理费、 保险费、 过路过

桥费等3万元，一年下来 1辆车的费用

少说也得8万多元。缺口怎么办？有的

单位无奈只好挤占办公经费，转过来

又向财政申请专项经费，以弥补办公

经费的不足；有的用预算外资金弥补

车辆经费不足，造成车辆经费开支过

大；有的向下属或其他单位转嫁费

用，增加了下属单位的负担。”

公车消费猛于虎，改革势在必行！

不可不改，也不能一下子全改，保定市

在探索中做到了循序渐进。这项改革，

不但触及个人利益，同时又是对传统观

念的挑战。其运行效果如何？试点单位

持什么态度？人们能否接受？这是改革

成败的关键，也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焦

点。

从市财政局提供的一份非常翔实的

材料可以看出：
实行改革的23个单位原

有车辆38辆，改革后，单位留用 16辆，

其余上交财政，可节约油修等费用98万

元。收回车况较好、能正常行驶的汽车

13辆，调剂给缺车单位6辆，可节约购

置费用约72万元；公开拍卖7辆，可回

收资金28万元。车改后，只留用了 16

名司机，可节约22名司机工资、差旅费、

行车补助及临时司机工资共计30万元。

扣除按标准发放的干部职工乘车补助及

接待费用开支92.4万元，全年实际减少

开支约 135.6万元，大大节约了财政资

金。

对于这项改革，保定市直工委负责

同志道出了自己的感受：车改前，我单

位有 4辆车。4辆车就好像 4个催命鬼

似的，整天追着要钱，加油要钱、上保

险要钱、修车要钱。财政局核定的经费

只有4万元，而我们一年至少要花13万

元，我天天在为车筹钱遭难。这还不算，

车少领导多且车况有好有坏，领导之间

为坐车闹意见是经常的事，干部职工有

事用车不能满足也有怨言闹情绪。公车

改革后，这些烦恼都没有了，我们只留

1 辆接待用车，谁用谁掏钱。公车改革

意义太大了。一是政治上克服了因公车

消费带来的腐败现象，促进了党风廉政

建设，密切了干群关系。二是经济上省

钱，我单位全体干部职工合起来一年车

补才4万元，比以前大大节约了开支。三

是方便了办公，再也用不着天天为车去

操心费力，外出办事在街边一伸手，什

么样的出租车都有，要上哪儿就拉哪

儿。四是减少了矛盾，各自有自己的乘

车补助，怎么花怎么用是自己的事。

同样，在市妇联，一提“公车”

二字，负责同志就倒了一肚子苦水：我

到妇联工作面对的最大难题就是车的问

题，来要账的没完没了，什么修车费、购

件费、加油费等等，天天为找钱东挪西

借，结果是拆了东墙补西墙，没有清静

的日子；干部职工反映车难坐、司机脸

难看、事难办，各种矛盾一大堆；因车

况不好，途中抛锚，耽误了一次重要的

会议，上级领导对我们很不满意。车改

后，这些问题都解决了。以前办事等公

车、靠公车、没有公车不办事甚至因为

公车耽误事的情况再也没有了；将乘车

补助包干发给个人，人人有本经济账，

既减轻了单位负担，更减轻了财政负

担，省钱又方便，何乐而不为？

言语中流露出的，是公务用车制度

改革前的苦恼和改革所带来的喜悦。这

一改，多少年来已弊病百出的公务用车

制度被撞击。这一改，使公务用车消费

货币化、市场化、社会化的新机制走进

人们的生活。这一改，为深化财政管理

体制改革闯出了一条新路。

公车改革在我国是新生事物，还处

在艰难的探索阶段。保定市车改之所以

能够顺利进行、短时间内见成效，关键

是选择了一条积极、稳妥、循序渐进的

路子。一是采取灵活的策略。既考虑眼

前成效又考虑长远意交；既照顾个人切

身利益，又以节约经费为目的；既让当

官的满意，又让当兵的认可。二是以岗

定补，量力而行。完全从工作出发制定

各级干部职工乘车补助标准，以现有财

力为基础确定领导干部和一般干部的补

助数额，而不是把车补当成一种福利，

增加了车补的公平和公正，符合绝大多

数人的意愿。三是选择试点，先易后难，

循序渐进。通过调查摸底，许多单位都

愿意进行车改，但保定市采取的是先选

择难度较小的单位进行试点，总结经验

后再扩大范围，逐步推进。这样稳扎稳

打，讲求实效，减少阻力和矛盾，避免

出现反复，使公车改革呈星火燎原之

势 。
（作者单位：河北财会杂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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