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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什么给官员车贴？
吃饭 用脑都是公务
那要不要“餐贴”、“脑贴”？

推行以赎买政策为核心的所
谓“公车改革”，其实质是纳税人
出钱赎买党政官员的公车专用
权。这种交易如果能够成立，其
前提条件必须是官员的公车专用
权建立在合法授权的基础上。这
就是说，目前官员这样使用公车，
是有合格的法律授权主体批准
的，如果没有合法的批准程序，党
政官员凭借自己掌握的公共权
力，自己给自己配专车，那就是一
种公权的滥用，一种不合法的行
为。配备和使用公车，地方政府
和党政官员是无权自作主张的，
如果没有纳税人的许可，没有合
法授权主体的批准，都是滥用行
政权力的表现。目前的公车消
费，无公认的法理依据，无权威性
文件可遵循，普遍是按潜规则办
事。这样，你买我也买，你坐我也
坐，火借风势，风助火威，以致令
社会无法承受。这种由某些官员
一手炮制出来的怪胎，本来就不
应降生，现在却拿在手里当炸弹
要挟公众，逼迫人们承认它的合
法性，而且自作主张，自定价码要
公众出钱来赎买，其公理何在？

脑筋急转弯一下就会明白，
公务不止用车，还要吃饭，还要用
脑，还要穿衣戴帽……难道，统统
都需要发放一个“餐贴”“脑贴”“衣
贴”等这个贴那个贴不成？ 西风

超八成公车将被取消，市管干部不再
配车，节省１５％开支，上亿元公车处置
拍卖收入为公车消费“明显减负”……近
期启动的温州车改，成为新一轮地方公车
改革的焦点。公车改革，“三公”消费改革
的重头戏。多年来，国内公车改革虽有推
进，但公车私用、公车滥用的痼疾未改，个
别地方还滋生了“钱也拿、车照坐”的新问
题。专家指出，杭州、温州车改的思路具

有一定突破性，随着改革的深化，还应
寻求治本措施，根治“车轮腐败”。

触目惊心的公车痼疾

如果从 1994 年出台《关于党政机
关汽车配备和使用管理的规定》算起，
我国的公车改革已走过了 18 个年头。
但越改越多，越改越乱。

据统计，到了上世纪 90 年代后期，
全国约有 350万辆公车，包括司勤人员
在内耗用约为 3000 亿元。2005 年全
国政府采购公车花了 600 多亿元，
2006 年则一举突破 700 亿元，占财政
部预计实现的 3000 亿元全国政府采购
规模的1/4强。

目前，国内公车使用中，“三个 1/3”
已是公开的秘密：即“领导公务用 1/3，
领导私用 1/3，驾驶员私用 1/3”。看看
国内各大城市的饭店、商场、学校、旅游
景点、住宅小区里停着的各类公车，就
知道“公车私用”现象有普遍性，有些到
了肆无忌惮的地步。

2010 年 11 月，媒体披露北京公务
用车已达 70 万辆，占北京市机动车总
量的近 15%，2011年 4月 1日，北京首次
公布公车数量为 62026 辆，由于官方数
据与民间感受差距明显，因此也招致一
些质疑。

“即便如此，”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
究中心主任李成言说，“这数目也惊人，
北京的出租车一共也就 6 万多辆，马路
上的公车数量，居然和一招手就能看见
的出租车一样多！”

辽宁车改“变相加薪”

最受争议的是辽宁省辽阳市弓长
岭区。2008年4月，弓长岭区正式启动
了公务用车货币化改革。凡是区直机
关、财政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和团体
组织的公车和领导干部，都在改革范
围之内。除必须保留的执法车、作业
车等，公车彻底取消。在该区的车改
补贴方案中，区委、区政府正职 8 万
元/年，区人大、政协正职 6.5 万元/年，
区人大、政协副职 4.5 万元/年，享受副
县级待遇的领导、区长助理 4 万元/
年。消息一出，争议不断。不少人认
为，所谓的车改成了官员的“变相加
薪”。2009年 7月 25日，辽阳市人民政
府新闻办公室发布通告，实行一年多的
弓长岭区车改被叫停。

杭州的公车改革得到了国家发改委、财政
部等部门以及媒体的广泛赞誉。2009年 5月，
浙江省杭州市市政府出台车改方案，提出 3年
分3批完成车改。方案核心内容是：市局(副厅)
级以下一律取消专车，大部分公车都向社会公
开拍卖，让公车回归“工作车”的本色。实行货
币补贴；按职务层级将车补分为9档，最高2600
元，最低 300元；钱直接打入个人市民卡，只做

交通费用，不能提现；单位设立公共交通经费，
解决突发事件处理等公务用车；全市成立公车
服务中心，统一用车。两年实践证明，杭州车
改节约公务交通费用约30%。

但目前，杭州又实施局级领导干部“包
干用车”制度，单位不配车，用车由公务服
务中心提供。此举被认为是改革失败，公车
回流。

此次温州车改似乎力度更大，除省管干部
用车、执法执勤用车以外，所有公车“一刀
切”，将 1400 多辆公车全部拍卖处置，并提出
了“近程货币化，远程市场化”进行公务用车
改革、车贴按档次发放、公车驾驶员人性化分
流等一系列措施。

为确保效果，温州市长陈金彪还规定了公
车改革“四不准”：不准借用或占用下属单位或

其他单位车辆，不准接受企业捐赠车辆等，以
杜绝“补贴照拿、公车照坐”。

但专家指出，近年来各地公车改革措施不
少，但诸如“补贴照拿、公车照坐”的情况依然
存在，公车改革的底线和高压线一再被突破，
尤其是一些地方出现了公车回流，泛滥程度比
改革前更甚。由此看来，诸如温州车改的办法
能否奏效，关键在于能否“关住后门”。

长期关注公车改革的全国人大代表、湖北
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说，货币化补贴是当前国
情下车改过渡阶段一个较合理的措施，毕竟改
革了公务员的既得利益，“但问题的关键是目前
制定的补贴标准是否合理？补贴多少到底谁说
了算”？

一位温州市民说：“一个干部每月两三千元
是否合理？简单测算一下，出行的公交车价格
多少？出租车每公里运价多少？按 22 个工作

日计算，一个干部每天100多元钱，难道公务员
需要整天在外面跑？货币补贴高了，会不会有
变相‘福利’之嫌？”

华东师大社会发展学院教授文军说，车改
货币化补贴制定标准值得研究。“车改关键是
规则制定者就是利益相关者，制定补贴依据
要向社会公开，公车改革不能是‘看起来很
美’，在监督上也应该引入舆论监督、公众监
督等。”

300多年前，先哲黄宗羲就发现，历史上每
次税改后，百姓负担降低一段时间后会涨到更
高的水平，被称为“黄宗羲定律”。专家认为，反
观近年来国内车改，一些地方和部门越改越多、
越改越乱的情况也客观存在，车改打破“积累莫
返之害”怪圈刻不容缓。

叶青说：“世界各国公务车辆管理使用基
本都是如此，公车都是屈指可数，特定的公务
活动才能用。必须严格公车配置范围和标
准，只有改掉公车使用中的特权，大量削减公
车，实现有效监督，才能真正打破车改‘越改
越多’怪圈。” 据新华社

干部车补仍然缺乏监督

有此一说有此一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