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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车没有了，改为每月给 1000 多
元交通补贴。”4 月 11 日，骑自行车上班
的周处长，精神抖擞地走进武汉市政府
外事侨务办公室。他说，骑车上班，不仅
锻炼身体，又绿色环保。

封存车辆等待拍卖

今年 4 月 1 日起，湖北武汉市直党政
机关正式启动封车。当天早上 7 点，记
者看到，一辆黑色小车驶入位于武汉市
委机关大院旁边的解放公园路交会处的
停车场。司机从文件袋里拿出一张纸贴
在挡风玻璃上。上面写着：车辆封存，请
勿触碰。落款：市委办公厅行政处。

40 多辆车被整齐排列停放在一片
空地上，在此等待着中介机构资产评估
并拍卖。

记者从武汉市车改办获悉，武汉市
“四大家”、市车改领导小组全体成员单
位，以及市商务局、统计局等市直党政机
关，已在车改首日完成封车。

武汉市商务局车队卢队长过去负责
调度 52 辆公务用车，服务市商务局、招
商局及下属二级单位，车改后保留下来
11 辆。1 日下午 5 时 45 分，他一一核对
52 辆车的钥匙、行车证、保险卡等证件，
并分别按车牌号放进纸袋，锁进柜子，等
待核验查收。

“监察部门刚过来给每辆车拍了照，
如果没有公务用车申请单，保安是绝对不
会放行车辆出门的。”卢队长告诉记者。

公务用车申请单上有“起止地点”一
栏，必须附带参会通知。卢队长说，如果
多人参会地点在同一条线路上，大家就
拼车出行。

记者在市商务局的院子里数了数，
现有车辆信息汇总表上的公车一辆不
少，将院子停得满满当当。

武汉市发改委一位公务员告诉记
者，该部门 3 月 31 日下班就开始封车
了。他边说边拿出手机点开打车软件，

“现在上下班靠它了”。
参与车改工作的武汉市发改委副主

任熊战勋说，“武汉市级近 90 家参改单
位，预计拍卖公车 2000 辆。目前，我们
已确定公车拍卖的评估和拍卖公司的招
投标工作。其中，评估公司有 2 家，拍卖

公司有 4家”。
按照车改方案，武汉首场公车拍卖

将于 4 月中下旬进行。处置公车所得收
入，扣除税费后将全部上缴同级财政。

交通相关支出下降

熊战勋介绍，武汉市公车改革涉及人
员范围包括在编在岗的厅局级及以下工
作人员，含机关行政编制工勤人员。改革
取消了一般公务用车，保留了必要的机要
通信、应急、特种专业技术用车和符合规
定的一线执法执勤岗位车辆及其他车辆。

据了解，武汉车改后，将对相关参改
人员发放交通补贴。武汉市公务交通补
贴具体为：厅级每人每月 1690 元，副局
级 每 人 每 月 1590 元 ，处 级 每 人 每 月
1040 元，科级每人每月 650 元，科员及
以下每人每月 450 元。交通补贴是改革
性补贴，将列入财政预算，在交通费中列
支，随工资按月发放给个人，参改人员可
以自行选择公务出行方式。

此外，武汉市各区、各部门和单位可
以根据实际，从公务交通补贴中划出一定
比例作为单位统筹部分，集中用于解决不
同岗位之间公务出行不均衡的问题；统筹
比例原则上不超过补贴总额的10%。

据了解，武汉市市级党政机关公务
交通补贴的保障范围是 7 个中心城区，
超出此区域的公务出行，按差旅费计。

根据改革方案，“初步估算，改革后
全市公车数量将减少 50%以上，每年可

节约公务出行开支 8.66%。”熊战勋说。
据介绍，去年，武汉市直单位公车保有量
为 4000 多辆。公开信息显示，历年公车
开支超 2亿元，如 2011年市直机关、全额
拨款事业单位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
费 达 2.39 亿 元 ，2013 年 为 2.25 亿 元 。
2014 年开始，市级单位大多未采购新
车。据武汉市财政局有关负责人估算，
一辆公务车的年运行成本至少 3 万元，
加上司机工资、福利及保养、维修费用，
大多超过 6 万元，有的甚至超过 10 万
元。采取发放交通补贴的办法，可以将
相关支出降低到一半以下的水平。

建立平台保障用车

记者了解到，武汉市实行公车改革
后，质监、安监、物价、文化、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卫生计生、环保、城管、水务、
国土规划、城乡建设等 11 个职能部门，
有执法用车需要，但根据车改政策，不能
保留公车，将共用 40 辆综合执法执勤
车辆。

熊战勋介绍，武汉市已建立市、区两
级跨部门综合执法执勤用车平台，为其
提供用车。市级、区级平台车辆数分别
为 40 辆、24 辆。具体来说，是以原来核
定的执法执勤车辆编制数（扣除其中的
特种专业技术用车编制数）为基数，市级
执法执勤部门保留 60%，区级及以下单
位保留 70%。如果有单位超过保留比
例，将按照每辆每年 6 万元标准，扣减单

位公务交通补贴费；如果有单位保留车
辆 比 例 超 过 90%，则 不 发 放 公 务 交 通
补贴。

车改办相关人士说，相比以前车辆
分散在各单位，综合用车平台让车辆利
用率提高不少，也从源头上杜绝了执法
用车公车私用的现象。今年清明节假
期，武汉市相关部门对市直单位进行暗
访，未发现公车私用情况。未来，他们将
坚持每月暗访，一旦发现将严格处理。

武汉市统计局一位公务员认为，车
改后各个单位车辆大幅减少，单位公务
用车尚不够，没有了公车私用的基础。

在机要通信用车、应急用车、调研及
集中公务活动用车、外事及政务接待用
车等方面，武汉市也制定了具体的公车
保留范围及标准。比如，专门承担机要
交通任务的单位和内设机构，可以保留
现有的机要交通车辆；调研及集中公务
活动用车保留车型以中巴车为主。

妥善安置司勤人员

车改后，武汉市会根据保留公务用
车实际需要，合理设置司勤人员岗位，在
公开、平等、竞争、择优原则下，使现有司
勤人员竞聘上岗。

其他在册正式司勤人员，将通过内
部转岗、开辟新就业岗位、提前离岗等多
种形式进行安置。如果这类司勤人员距
法定退休年龄在 5 年以内，经本人申请，
可以提前离岗。

对于订立了聘用合同或劳动合同的
司勤人员，合同到期终止或双方协商一
致解约的，用人单位要支付经济补偿
金。对于没有订立合同的司勤人员，也
要根据相关规定进行经济补偿。

“车改是深得民心的好事情，大家对
改革早有心理准备，也比较支持。”武汉
市直单位普通公务员何先生说，公车改
革不是一次简单的新规，重要的是贵在
坚持。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叶青认为，在
公车改革过程中，要谨防“一边车补照拿，
一边公车照用”的现象。对于开展公车改
革的单位来说，要堵住某些人钻空子的漏
洞，还需严格执行武汉市公车改革明令，
防止“车轮上的腐败”再次上演。

公车改革进行时①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

厅 2014 年印发《关于全面推进公务

用车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明确公

务用车制度改革时间表和路线图。

这意味着，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全面

启动。

公车改革，涉及各种错综复杂

的既得利益者。改革以后，意味着

不少人“出行有专车”的时代画上句

号，更不用提“公车私用”。不过，这

也恰恰成为公车改革最大的难点和

阻力。

公车制度的产生有其特殊的历

史背景，制度本身也确实为保障公

务出行发挥了重要作用。不过，随

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

善，传统公务用车制度越来越难以

适应形势发展需要，车辆配备范围

过大、运行管理成本偏高、公车私用

等问题日益突出。

公车改革势在必行。就是要通

过改革，切实实现公务出行便捷合

理、交通费用节约可控、车辆管理规

范透明、监管问责科学有效，基本形

成符合国情的新型公务用车制度。

事实上，推行公车改革，不仅会

给我国公务用车带来巨大变化，也

将给社会带来巨大变革。例如，公

车改革以后，许多公务员在出行中

将更多地选择公共交通工具，这有

利于他们更近距离地认识和感受公

共交通发展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更

有利于在今后的工作中有针对性地

发展和改善公共交通。又比如，公

务员们在日常工作生活中与普通群众接触的机会更多，更

能听到老百姓的声音与诉求，这对于他们反思和改进自己

的工作，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也是有帮助的。

“车轮上的问题”由来已久。随着公车改革不断推

进，改革过程中也暴露出了一些新的情况和问题。例如，

个别地方在改革过程中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明面上

按照公车改革的总体部署推进改革，暗地里却通过借车、

租车等方式，继续享受“公车出行”的待遇。一些地方搭

上公车改革的便车，“私车公养”，通过发票报销等方式，

由公家报销个人养车费用，损公肥私，等等。这些做法不

仅形成了新的“车轮上的腐败”，也让公车改革的效果打

了折扣。

当前，我国公车改革已经进入关键的收官阶段。一方

面，要严格按照方案的要求，稳步推进公车改革；对于一些

确实需要保留公车配置的部门和岗位，应该加强管理和审

计监督，确保“公车”姓“公”。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加强制度

建设，强化监督，严肃查处违反车改规定的行为。

湖北武汉：11 部门共用执勤用车
本报记者 郑明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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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为解决公务用车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2014 年 7 月，中央发布《关于全面推进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的指导意

见》，改革公务用车制度，规范公务用车运行管理，有效降低行政成本。目前，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扎实稳妥推进，中央和国家

机关本级公车改革已全面完成，地方党政机关车改正积极推进，中央企事业单位车改正在启动实施。近日，本报派出多路

记者赴浙江、湖北武汉等地调研，了解各地公车改革情况。

3 月 31 日，浙江省级机关公务用车
改革全面启动。107 家省级涉改单位共
取消公务用车 1528 辆，一般公务用车取
消比例达 76.3%，所有取消的公务用车
封存停驶。

浙江车改历时 14 年，从地方试点到
全面推进，从“摸石头过河”到顶层设计，
其间诞生的“杭州模式”“温州模式”，为
我国公车改革提供了一份多元化范本。

自下而上 多种摸索

浙江是全国较早探索公车制度改革
的省份之一，起步于 2002 年杭州西湖区
三墩镇车改。在省内车改“自下而上”的
摸索中，涌现出一批改革典型，杭州、宁
波、温州、嘉兴分别出台了各自的方案。

2001年的三墩镇，48名公务员配有6
辆公务用车，每年“车轮”费用近60万元。
其中11人是班子成员，车辆调度成了问题。

2002 年 1 月 1 日，三墩镇开始尝试
公车改革，成为浙江车改首吃螃蟹者。
2003 年，三墩镇亮出首年成绩单：2002
年发放补贴 20.6 万元，与 2001 年的车辆
交通费支出相比下降 60%。

此后，公车改革在浙江省内“遍地开
花”：杭州西湖区启动乡镇、街道层面的
车改；义乌市取消镇、街道所有行政公务
用车，公开拍卖 13 个镇（街道）现有的
100 多辆公车；台州市黄岩区、杭州余杭
区分别在高桥街道探索车改试点等。

各地车改如火如荼，改革矛盾也随
之而来。改革标准不统一、货币化改革
存在“福利化”倾向、一些官员既拿补贴
又坐公车。2005 年，浙江对尚未实施车
改的地方提出“暂缓实施”。

在省里暂缓车改的压力下，杭州市
不断深化车改方案。2009 年 5 月，杭州
启动市级机关第一轮公车改革。

“单轨制、货币化、市场化”，杭州车
改被认为是迄今最彻底的车改之一。杭
州 市 发 改 委 体 改 处 调 研 员 马 建 华 自
2003 年起全程参与了杭州市公车改革
工作。他告诉记者，“单轨制”是指车改
单位取消所有公车，所有人员参加车改，

公车一辆不留，从制度设计上杜绝“既留
公车又发车贴”。

2009 年至 2011 年，杭州分三批完
成市级机关车改，共收缴 800 辆公车，公
车开支下降 25%，两年节约公务交通费
用 3443万元。2012年，宁波、温州、嘉兴
也陆续推出各自的车改方案。

打破僵局 改革提速

浙江各地探索车改初显成效，省级
层面在一度“暂缓”后悄然提速。

2015年末，浙江省公务用车制度改革
总体方案和省级机关实施方案经中央车改
领导小组批复同意。今年1月7日，浙江对
公务用车制度作出全面部署。3月31日，
107 家省级涉改单位共取消公务用车
1528辆，所有取消的公务用车封存停驶。

据介绍，此次车改，浙江省各级党政
机关和参公事业单位，在编在岗的厅局
级及以下机关公务员、参公人员和机关
行政编制工勤人员都在范围之内。而车
改单位，除保留必要的机要通信、应急、
调研、特种专业技术用车和符合规定的
一线执法执勤岗位车辆外，取消所有一
般公务用车。

对于参改人员，浙江将适度发放交通
补贴，用于保障补贴区域内普通公务出
行。按中央规定，地方公务交通补贴上限
为：科级每人每月 650 元，处级每人每月
1040元，司局级每人每月1690元。

作为浙江公车改革先行试点的杭州、
温州两地，杭州的现行补贴标准共有 9
档，从350元至2990元不等；温州车贴共
分 7档，从 300 元至 3100 元不等。据悉，
这些地区原有政策也将按照中央和浙江
省对此次改革的要求，进行相应调整。

“车贴是公共财政安排公务活动交
通费的另一种形式，不是福利津贴。”马
建华告诉记者，杭州在全国首创公车补
贴直接打进市民卡，可以在公交车、出租
车、市公车服务中心、加油站、车辆年检、
车辆保险等与公务交通相关事项上支
出，但不能取现，真正做到“专款专用”。

不同岗位用车的需求不同，对于一

些外出较多、用车较多的岗位，“一刀切”
的补贴是否合适？

在杭州，出行任务较重的工作人员可
获得“个人一次性公务繁忙专项补贴”，由
本级公共交通专项资金支出，但不超过该
经费总额的 50%；还有部分单位试行“共
同基金”，每人每月从车贴中预留200元，
统一存入市民卡中心的公司账户，作为公
务用车的“共同基金”，其余打入市民卡个
人车改账户，“共同基金”平时实报实销，
年底一次核销，剩余部分再按人头均分。

建立机制 确保成效

大量公车取消后，封存车辆如何管
理和使用？浙江的做法是，取消的公务
用车将通过报废或公开拍卖方式分批处
置，保留的公务用车实行标识化管理，喷
涂或张贴公务用车标识。

据了解，为进一步提高公车使用效
率，浙江正积极组建平台实行集中管理，
预计将于今年 7 月初试运行。省民政厅
负责人介绍，省民政厅暂时保留的 5 辆
公务用车在平台建成后将转入平台运
行，今后再用车就要向平台申请。

为保留车辆建立长效的管理和监督
机制，浙江已有不少探索。

2009 年，杭州市启动第一批车改
后，成立了杭州市机关公务用车服务中

心，负责车改单位业务接待、统一集体活
动、大型执法公务活动、应急突发事件处
置等公务用车。中心主要为车改单位提
供预约叫车服务，车子定点停放，每辆车
安装了 GPS 定位系统，严禁司机开车回
家，一经发现罚款 400元。

2012 年，温州市车改后，成立了公
务用车服务有限公司。主要保障车改单
位县（处）级领导干部在距离市区 500 公
里以内的公务活动，以及重要公务接待、
全市性大型活动、突发事件处置、抢险救
灾、机要文件专递及其他特殊公务的用
车需要。车改单位用车实行联络员预约
登记制度，用车单位由联络员通过电话
或网络预约等方式预约租车。

记者注意到，在车改有序进行的同
时，也有不少群众担心，是否会有公务人
员打擦边球，违规使用公车？

此次车改中，浙江明确禁止公务人
员既领公务交通补贴又违规乘坐公务用
车，要求各地进一步加强对公务用车的
监督检查。原则上各类公务用车应当有
明显标识，方便群众监督。

“现在，许多机关能在单位开的会就
不去区、县，很多工作也改用传真、电话、
邮件等方式解决，会议费、差旅费等估计
会明显下降，在更大层面上节省了公共
财政开支。”省级机关一位负责行政后勤
的领导告诉记者。

浙江：全面启动“车轮上的改革”
本报记者 黄 平

这是浙江

某省级机关封

存停驶的公务

用车（4 月 7 日

摄）。

新华社记者

韩传号摄

武汉市封停

在解放公园路停

车场的公车。

本报记者

郑明桥摄

莫让公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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