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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公车缩减到
400辆

两年前开始公车改革，
涉及100多个单位

从 2009年起，杭州市开始了大
规模的公车改革，涉及 100 多个单
位 ，分 三 批 进 行 车 改 。 经 过 两 年
多 时 间 ，市 政 府 的 公 车 数 量 从
1200 辆缩减到 400 辆左右，总量减
少 了 三 分 之 二 。 截 至 目 前 ，除 了
市级四套班子领导，公、检、法及 3
个 驻 外 办 事 处 以 外 ，其 他 党 政 机
关、参公单位、民主党派、群众团体
初步完成了车改。

杭州市发改委副主任、车改办主
任何新根介绍说，杭州车改的基本
理念是“单轨制、货币化、市场化”，
所谓单轨制就是公车上缴统一处
理；货币化是指向公务员发放“车
贴”；市场化是指成立公车服务中
心，将留用车辆进行市场化管理。
为此，该市下发了《关于杭州市市级
机关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的实施意
见》等 7份车改文件。

局级每月可领 2600
元车贴

可以打的加油，但不能
取现

发放“车贴”，是将普通公务员至
局级公务员分为 300元到 2600元 9个
档次，交通补贴每月直接打入公务员
市民卡，可以用于乘坐公交车、打的、
加油等各项交通事务支出，但不能取
现。

为了保障政府部门正常公务用车
的需要，杭州市设立了公车服务中心，
公务员借用公车与打的一样，有偿计
价使用，计价方式完全市场化。

据了解，目前，公车服务中心有专
职驾驶员61人，截至今年5月底，为车
改单位提供出车服务1.5万台次，安全
里程200余万公里。

强生洗发水含致癌二恶烷
回应称中国无强制性规定

近来有传闻称，美国的安全化妆品运
动联盟表示，两年前联盟曾发现强生婴儿
洗发水含有可致癌的二恶烷，以及能释放
甲醛的季铵盐－15，但强生婴儿洗发水只
在部分市场修改了配方，在中国等国家和
地区出售的产品仍含有这些物质。

5日，强生全球创新中心亚太区研究
与开发部副总裁吴冬称，在化妆品中使用
甲醛或甲醛的缓释剂是为了抑制细菌，防
止使用中对化妆品的二次污染，如消费者
在打开化妆品包装时，或用手从罐中抹化
妆品时可能会造成的污染。

对于二恶烷为什么会出现在婴儿洗
发水中，吴冬表示，二恶烷是许多化妆品
生产过程中的副产物，澳大利亚和加拿大
等国规定化妆品中的二恶烷含量应在
100PPM以下，但是中国和美国、欧盟等对
此都没有强制性规定。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表示，鉴于
目前国际上对化妆品使用季铵盐－15的
有关规定不一致，对季铵盐－15释放甲醛
导致产品安全性问题的认识也不尽相同，
国家食药监局正组织开展相关安全风险
监测与评估工作。另据了解，11月初，上
海质监部门已前往强生公司位于上海的
工厂抽检。 据新华社电

铁道部向国家求援8000亿
停工铁路项目已超1万公里

日前，中国中铁隧道集团副总工程师
王梦恕公开表示，据他了解，全国范围内
停工的铁路项目里程在 1万公里以上，其
中隧道里程约占5400公里。

据铁路系统人士初步估算，停工的 1
万公里和保住在建的 13000公里，大致需
要万亿资金。有专家透露，不排除铁道部
拟定更庞大的融资计划，以解决当前铁路
建设资金紧张危机。

截至目前，铁道部已敲定的融资有
2000亿元，但这离铁道部解困仍相差甚远。

铁道部最初的想法希望财政支持
4000亿，同时发债4000亿。据铁道部财务
司一负责人透露，铁道部融资方案还在研
究中，没有最后确定。

与此同时，在国务院的协调下，财政部、
发改委和银监会正在发起一场拯救铁道部
的“输血”行动，并出台“铁路建设债券利息
收入企业所得税减半征收”、“明确铁路建设
债券为政府支持债券”等政策，试图维护铁
路建设的顺利推进。 据《济南时报》

空军集中打击假牌假证
全国设42点打击假军车
5日，记者从空军方面获悉，近日，空军

在全国范围内设立42个军车监理网点，对
涉及空军的假号牌、假驾驶证以及盗用军车
号牌等违法犯罪问题进行打假专项行动。

空军方面透露，近年来，个别不法分子
制作、贩卖、使用假冒军车号牌，严重扰乱
了公共交通秩序，危害了民众生命财产安
全。10月30日凌晨2时许，广州市民方某
驾驶一辆悬挂“空N39144”伪造号牌的假
冒军车，在广州黄埔大道隧道内撞死 4名
修路工人，在社会上造成恶劣影响。

空军方面介绍，空军近年来不断加大
打击假冒军车力度，仅广州军区空军军车
监理站从2008年以来，就查处假冒军车55
台。2010年 11月，空军机关有关部门及 7
个军区空军、空降兵某军有关部门，联合开
展了“军车监理万里行”活动，先后在上海、
广州、重庆等全国 33个大中城市，重点检
查了涉及空军的假号牌、假驾驶证及盗用
军车号牌等违法问题，震慑了违法犯罪行
为。 据《新京报》

“杭州车改”两年
省下3442万经费
专家称，如在全国推广节约的资金相当可观
市民说，车改很好，但车贴发得比百姓工资还高不合适

公车改革是一项难题，在过去许多年中，不少地方开展了多种
形式的改革探索，试图破解这一难题，迄今仍未取得满意答案。

杭州市两年前全面实施车改，所有局级领导干部全部取消专
车，自行解决出行问题，市财政给予一定补贴。

“杭州车改”算不算一个成功范例?其做法能否在其他省市进行
复制？

有关专家指出，公车改革是否有实效，
要看三个指标：一是能否真正解决涉及公
车腐败的问题，二是能否降低行政成本，三
是能否保障行政效率不受影响。“从这几个
指标来看，杭州车改还是很有成效的。”浙
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范柏乃说。

杭州有关部门对车改前后财务开支进
行比较发现，第一批车改单位公车开支比
车改前下降 32％，第二批车改单位下降
30％，两年节约公务交通费用总计 3442万
元。

例如，杭州市农业和农村工作办公室
实行车改以后，7辆公车全部上缴，公车开

支费用从 111万多元下降到 74万多元，降
低 33％以上；杭州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实行车改以后，7辆公车也全部上缴，公车
开支费用从83万多元下降到50万多元，降
低39％以上。

杭州市财政局原局长陈锦梅对记者说，
车改前该局共有90多辆公车，车改后全部上
缴。“大家从开始不适应，到慢慢适应，公务
活动并未受到影响。”

范柏乃认为，“杭州车改”一年节约财
政支出 30％以上，这一做法如果在全国各
地推广，节约的财政资金相当可观。

据新华社电

车贴引发社会质疑 车贴比普通百姓工资还高，怎么说得过去

“杭州车改”在受到舆论肯定的同时，也
遭遇了一些质疑，最多的意见集中于“车
贴”。

一些市民指出，公车消费本来就有浪
费，现在用发放定额车贴的方式，实际上是
将一些浪费行为合法化，公权变成了特权，
特权又被“赎买”成了私产。

杭州市民裘冬梅说，按照每月 22个工
作日，每天打车四次计算，月打车支出也不
会超过 1000元。“一个正局级公务员的车贴
比普通百姓工资还高，怎么说得过去呢？”

长期研究政府管理实践的《小康》杂志
社社长舒富民认为，公车的存在，立意是为
了工作需要，不能像封建时代那样，成为显
示官威、讲究享受的“官轿”，这是和现代文
明格格不入的。

但他也指出：“比较各地的车改尝试，杭
州车改是最具可操作性的，或者说是比较现
实的，因为车改一步到位，目前还做不到，任
凭浪费现象继续下去，只能造成更大的损
失。不管怎么说，先改起来是必要的。”

在一些地方，公车配备制度形同虚设，
不要说规定不能配备专车的厅级处级干部，
就连科级干部也配备了高档专车，为了规避
相关制度，有的是以“接待用车”名义报批高
档专车。

专家表示，公车改革之难实为公权“革
命”之难，“杭州车改”为其他省市车改提供
了一个借鉴。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博士张建
中说：“要承认杭州车改并不完美，是一个折
中方案，也是无奈之举，但它至少是‘节能减
排’和节约开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