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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物价高企的今天，那

些因病因灾致贫的群众生活

更加艰难。 如何共享改革发

展的成果？ 就是要让弱势群

体的生活质量也逐步提高。

杨志凯 大赉店镇政府

11 月 7 日 03 版

《分档救助 最高达 3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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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白天阴天转多云，

偏北风 3 级左右， 温度 8

℃

到 12

℃

。 受冷空气影响，明

天最低气温只有 3

℃

。

今天立冬， 此后北方冷

空气频频南袭，容易感冒，建

议市民加强锻炼、补充营养，

养成合理规则的作息时间。

更多天气资讯， 请拨打

12121。

杭州车改两年节约 3442 万 局级干部月补 2600 元

“车贴”被质疑浪费合法化

据悉，杭州还配套出台相关规定，严禁公职人员向

社会“借车”或转嫁费用等行为，凡违反有关规定的，一

旦发现将给予相应的组织处理或纪律处分，扣发车贴；

涉嫌违法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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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民刘一舟说：“凭啥

干部就可以用公车，取消公车就得发车贴？ 为啥不能像

百姓一样完全自理？如今欧美国家并没有‘公车’‘车贴’

一说，咱们为啥做不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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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家表示，车改之难实为公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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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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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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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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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团体初步完成车改。

公务员“车贴”分 9 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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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统计，参加第一、第二批车改的机关单位，共计

上缴了 400 辆公车，其中 200 辆公车由服务中心留用，

132 辆补充执法单位工作用车不足，57 辆被拍卖，剩余

11 辆做报废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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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务员有偿借用公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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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万台次，安全里程 200 余万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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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节约费用总计 3442 万元。

“车贴”被指“浪费合法化”

■

相关

公车改革三模式

一、货币化改革

取消机关一般公务用车，按月按人

发放交通费用补贴。 车改后因公用车

时，可通过公交车、出租车或公车服务

中心车辆等方式解决。

办法使用者浙江杭州：这种模式看

起来比较彻底，能够有效地减少公车数

量，遏制公车私用，同时也出现了新的

问题，其中争议较大的是如何确定交通

补贴标准。

二、集中统一管理

将各机关公车交由公车管理中心

（机关车队）集中管理，统一调配使用。

办法使用者山东泰安：有利于优化

公车资源配置， 提高公车使用效率，降

低车辆运行成本。 但集中管理模式一般

需要以政府机关集中办公为前提条件，

适用范围受限制 ,在实际运行中出现了

机关间公车使用矛盾增加。

三、加强管理监督

通过加强监督， 不断完善管理制

度， 严格限制车辆编制和使用方式，压

缩公车费用开支。

办法使用者中央机关：此种模式改革

风险小，可解决公务用车中存在的部分问

题，不足之处是仍局限于现有公车管理模

式，容易出现反弹和反复，未必能从根本

上解决问题。 （据《中国经济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