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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公款出国、公款招待而言，“公车浪费”的情

况公众感受更直观，“刺眼”的“车轮腐败”现象影响更

大。

中国有多少辆公车，每年花费多少？ 恐怕是一道无

解难题。“几乎连财政部门也说不清准确数字，因为国

内公车数量无序膨胀，公车浪费现象普遍。 ”叶青表示，

“如果全国就算只有 200 万辆公车， 每辆车每年 10 万，

已达两千亿。 而这个数字并不包括公车私用的费用，真

正的开销，可能要高得多。 ”

长期以来，对于公车浪费、公车腐败治理的着力点

一直在监督，各地的一些办法，如公车集中管理、车身

喷涂“标识”、安装 GPS 锁定轨迹等，诚然有一些约束作

用，但有些效果并非很明显，有的还滋生了新的浪费。

三百多年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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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华社上海 5 月 8 日电）

《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给定

的十二项“金改”任务中，第二项为“加快发展新型

金融组织”，提出要“鼓励和支持民间资金参与地

方金融机构改革，依法发起设立或参股村镇银行、

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金融组织。符合

条件的小额贷款公司可改制为村镇银行。 ”

实际上，在这一利好消息公开之前，央行 2 月

20 日已发布 《2011 年小额贷款公司数据统计报

告》。报告显示，截至 2011 年 12 月末，全国共有小

额贷款公司 4282 家，贷款余额 3915 亿元，全年累

计新增贷款 1935 亿元。该数据亦证实小额贷款公

司在规模、增速两方面势头强劲。根据对行业的持

续跟踪， 记者发现， 小额贷款公司在实际运转当

中，需要注意防止出现弊病丛生之象。

“小贷”牌子和大额贷款

2011 年 10 月的第二届中国西部金融论坛

上， 专注调研小额贷款问题多年的西南财经大学

经济学博士刘锡良， 就针对当时的小额贷款行业

现状直陈“小贷不小”，“贷款动辄上千万元一笔”。

刘锡良所指小额贷款公司的弊病， 通常隐藏

在一些“小贷”公司的内部账本上，因此这部分秘

密一般不为业外人士所熟知。

记者在成都、重庆、银川等多个城市，以申请

“小贷”为由接触过数家小额贷款公司，对于两三

万元金额的申请，受访公司无一例外表现冷淡。

“一般‘小贷’公司不会明着告诉你他不做小

额贷款，而会找一些借口，说你不具备申请条件”，

重庆一位从事过“小贷” 工作的知情人士告诉记

者，没有规定能约束“小贷”公司选择客户，给谁

贷、贷不贷完全基于老板个人意愿。

宁夏惠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董事长龙治普，

是中国公益“小贷”的领军人物，3 月 26 日，他告

诉记者，不久前，他应邀在北京参加全国小额贷款

研讨会，会上央行一位部门领导公布了一组数据，

“全国 4300 来家小额贷款公司， 抽样调查的结果

是，5 万元以下的贷款占 1.86%，而 50 万元以上的

贷款占到 86%。 ”

挂“小贷”的牌子，做典当的买卖

西南某市政府 2010 年底批准设立的该市金

融资产交易所（下称“金交所”），据记者核实已列

入国务院整顿对象，主体业务一度处于暂停状态。

该交易所在长近 1 年的运营周期中， 以打包发售

小额贷款公司的“小贷”收益权凭证为核心业务。

抛开金融要素市场意义， 这个金交所可以被

直观理解为小额贷款利息分成平台。 即“小贷”公

司将贷款利息收益推上金交所出售，“小贷” 公司

借此融资，投资者则分享“小贷”公司利息收益。因

此，这一平台能够大面积折射“小贷”公司平均利

息水平。记者获得的资料显示，在金交所已经发售

的数十件“小贷”资产中，兑现给投资者的年化收

益率一般在 8%左右。

这仅仅是“小贷”公司集中通过金交所平台分

给投资人的一部分利息收益，这也意味着“小贷”

公司的实际利率在 9%的水平之上。但此时的高利

率都只是“小贷”公司的一部明账。

刘锡良日前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 不少“小

贷”公司保持一明一暗两套账，明账的利率一定在

“不超过银行利率 4 倍”的合规空间，而真实利率

在另一套账上，外界很难看清楚。

知情人士透露，业内一些老板已经把“小贷”

公司当作典当行开， 贷款人只要能够提供房产等

财产性抵押品，公司便会以高利息放款，而不会计

较贷款人的贷款用途，“这是挂‘小贷’的牌子，做

典当的买卖”。

中国小额贷款的政策起点， 正是从服务“三

农”、“小微企业”开始。 而近年关于传统银行难于

向小微企业提供贷款融资的尖锐现实， 已经广受

诟病。如果正处萌芽当中的小额贷款公司，其行业

形成的包括“大额贷款”在内的一系列问题得不到

改观，就可能离小贷政策设计的原意越来越远。

（据新华网）

小额贷款公司

“小贷”牌子背后的真相调查

挂“小贷”的牌子

做典当的买卖

全国 （小额贷款公司）10 万元以

下的小额贷款，只占 1%，其他都是 10

万以上。 当“小贷”公司还在呼吁政策

倾斜，市场已开始注意“小贷”的积弊，

业界有观点认为小额贷款可能需走公

益道路，有专家则警示，“小贷”公司万

不能走上异化道路。

钱也拿 车照坐

公车姓“公”难

———透视新一轮公车改革难点

□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陆文军 张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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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改革深化，还应寻求

治本措施，根治“车轮腐败”。

曾在国内引起反响的杭州车改，最突出的特点是公

车统一上缴，大幅减少数量。两年实践证明，杭州车改节

约公务交通费用约 3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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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旦大学教授顾晓鸣等认为，在公车改革的艰巨性

和复杂性中， 最突出的焦点是首先如何保障公车姓

“公”。 温州车改采用“一刀切”的方式，一定程度上遏制

目前泛滥的“公车私用”。 而用差异化的补偿，能相对避

免“一刀切”的弊端，减少改革的阻力。

但专家同时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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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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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逢节假日，几乎成为公车私用的‘重灾期’，各地

景区、高速公路上跑的公车比例不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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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中央公务用车

问题专项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尚晓汀就明确

表态：“要对公车私用行为实行‘零容忍’，发现一起处理

一起，重拳出击。 ”

记者了解到，国内一些地方为监管“公车公用”，有

的耗资千万元为公车安装 GPS，监管公车的去向。 但实

行至今，基本都是“内部掌握”。 还有一些城市酝酿为所

有公务车辆喷涂车身“标识”，让公车不敢“胡来”，但此

举受到的抵制大，难以有效实施。

近年来，国内公车改革正在攻坚克难，在各地改革中，

使用货币补贴最为常见。 杭州、温州车改基本上是将普通

公务员至局级公务员分为 300 元到接近 3000 元的标准。

杭州、温州都明确规定，车改补贴为公务活动交通

费用，不计入工资性收入，存入专用账户，用于跟交通有

关的支出，如加油、保险、汽车维修等费用，不可提现或

挪作他用。 这从某种角度避免了原先“补贴等于变相收

入”的弊病，也形成了一种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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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干部每月若两三千元是否

合理？简单测算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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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公车“一刀切”，能否管住滥用

“钱也拿车照坐”，车补不能福利化

减少无序膨胀，走出“越改越多”怪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