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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这样解决“公车”问题

国
家公职人员履行公务时，
是用公车还是给予交通
补贴还是报销？

世界各国虽然有不同的做
法，但要保证公务交通在必要、节
俭的限度内，都需要完善并被严
格执行的监督制度。

今年 4 月份，美国一个向来
很少被人所知的政府机构突然
发现自己位处舆论的风口浪尖。

这个机构名叫“美国联邦总
务局”（GSA），是美国政府中一
个相对独立的机构，它的职能类
似于美国联邦政府的大件公务
用品的采购员，负责购买或租赁
政府大楼、公车等。

媒体在白宫新发布的一份
报告中发现，这个单位2010年曾
经跑到美国赌城拉斯韦加斯开了
一次大会，将300名公务人员送到
豪华的赌城消费，共花费了 82.2
万美元纳税人的钱，其中 14.7 万
美元花在了交通和住宿上。

此事曝光后，不仅媒体强烈
批评，华盛顿国会山中，不分党
派的谴责一浪接一浪，白宫住房
和城市发展部、众议院和参议院
均发起了针对该机构的调查。

此事最终演变成美国政坛
少有的公务消费丑闻，也是这个
控制联邦政府大笔财力消费机
构自身监督不当导致的最大一
次危机。最终，这个机构的两名
执行官员在羞愧之中被解雇。

公务消费“丑闻”频出

在公务消费上，美国政府其
实是丑闻不断，在政党互相揭丑
甚至攻击的背景下，往往连厕纸

使用过多这样的“小事”都能炒
成大事。

大件物品的公务采购和消
费上也有丑闻，但其“丑”的程
度，和官员此后付出的代价，都
达到令人惊讶的程度。

2010 年，美国密歇根州德高
望重的黑人参议员约翰·康恩斯
的大儿子因车内物品被盗而报
警，却被发现他所开的凯迪拉克
车原是父亲所用公车。这在公
众中引发轩然大波，最终，康恩
斯 向 美 国 财 政 部 支 付 了 高 达
5682 美元的罚款，那一年，他的
支持率也降到了最低。

风波更大的是去年。华盛
顿市政议会调查员发现，市政厅
主席科姆·布朗请求市长文森·
格雷允许他租赁一辆市政公务
的豪华 SUV 车使用，后者同意
了。媒体很快发现，该车每月要
消耗纳税人1900美元的花费。

此 次 事 件 引 发 了 美 政 府
“SUV 风波”，各界就法律对高耗
能的豪华 SUV 车的许可程度展
开了大讨论。

最终，市政调查委员会宣
布，科姆和文森的行为均违法，
因为根据当地法律，除非特殊安
保理由，政府公务人员不得租赁
或购买每加仑汽油只能行驶 22
英里以下的公务车。

调查还宣布市政厅还有另

外 41 辆 SUV 车的使用违法。这
些 SUV车均被禁，而布朗也在今
年因丑闻压力而辞职。

公务消费丑闻如何暴露

如果只停留在看美国经常
曝出的公务消费丑闻热闹上，显
然是对这个国家对公务消费控
制了解不够全面。为什么这些
丑闻在发生后总能被发现？

美国的公务车制度相对较
为完善。因此，民间和调查人员
才可以毫无阻挡，较为容易地发
现“蛀虫”。时不时被揭露出的
公车滥用丑闻，执法人员很快能
根据法律展开调查，严格处理，
并进一步完善公务车使用制度。

美国联邦总务局，虽然近期
因两年前的赌城消费丑闻被人批
评，但其对于限制政府部门的公
务开销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美国联邦总务局作为一个
中央机构，管理着所有和联邦政
府有关的公车。其拥有采购的
权力。目前，它如同一个巨大的
车辆租赁公司，拥有21万辆联邦
公务用车，这是全美最庞大的非
军用车队。

这些公车中，绝大部分租赁
给联邦机构使用。此外，联邦政
府各机构还可以从社会商业机
构租赁公务用车。

美国公车管理的主要法律
依据是《美国联邦管理条例》第
41 篇第 102 章第 5 节“住家到工
作地点的交通”和第 34 节“机动
车辆管理”，这两节法规加起来
近百页，有着非常严格、详细的
内容。

比如，除非获得授权，否则
禁止公车上下班；严禁公车私
用，不得搭载亲朋好友，不得前
往餐厅、娱乐城等非公务活动场
所；司机如违反交通法规，罚款
需个人承担；公车加油必须到政
府采购的定点加油站、修理厂加
油和维修等。

为了跟踪管理公务车的使
用，联邦总务局开发了公务用车
管理信息系统，与定点加油站和
修理厂联网，实时获取车辆行驶
里程、加油数量、维修项目、费用
支出等信息。

目前，该管理机构还采用了
高科技手段管理，在不少公务车
上 安 装 了 全 球 卫 星 定 位 系 统

（GPS），实时监视车辆的行驶路
线、停泊地点等。

联邦总务局为鼓励公众和
媒体监督，给不具有重大安全任
务的公车实行特殊标识，发放政
府专用车辆牌照。

目前，这些公车牌照分为来
自联邦总务局的车辆，以及各联
邦政府向社会购买或租赁的车

辆，虽然牌照不同，但都有着明
显的，便于公众辨别的标志，印
有“美国政府”或“仅供公务使
用”字样。

这种牌照制度非常有效，多
起官员私自滥用公车的事件都
是源自公众的识别和举报。

公车私用惩罚严厉

除了完善的公车使用和监
督制度，严厉的惩罚是确保这些
制度能够有效运行的必备手段。

根据《美国法典》，联邦政府
工作人员违规使用或批准使用
公车，一旦发现将受到停职至少
一个月直至开除职务的处罚，而
且不会有任何补偿。

美国财政部也会积极介入
对公车私用的调查，如果一个级
别较高的官员涉嫌公车私用，便
可能要受到财政部的调查。一
旦被查实，将向美财政部支付相
应的罚款。有的时候，严厉的美
国财政部还会没收违法使用的
公车，并对公众进行拍卖。

美国的公车使用监督还跟
司法和执法部门联网，联邦政府
公车登记系统通过“国际司法和
公共安全网”与各级政府执法部
门联网，一旦发现严重的滥用公
车行为，还可能会被送上法庭，
由法官来决定对其处罚。

■ 各国经验

南非 公车得自己支付1/3车款

日本的公共交通系统很发
达，一般公务活动都是尽量利用
地铁、公共汽车等交通工具，公
务用车数量很少。

日本常用的公务用车方式
是一种“打车补贴”形式：公务人
员从部门领取政府统一印制的
出租车票，票上标明起点、终点、
距离、时间等，每个月底，出租车
公司统一到政府财务部门结算。

这一方法，给政府节省了一
大笔买车、雇佣司机、燃油费和

车辆维护的费用，同时，又拉动
了出租车等交通行业的发展，提
高企业和从业人员的收入，并带
动税收。而且，对于政府管理层
面来说，这种方式简单又有效，出
租车票票据的管理，要比带有车
辆维护和司机的管理容易得多。

日本的公车制度还扩大了
“公”的概念，为了提高政府公车
的使用率，有的地方甚至还以象
征性的收费向社会的公益团体
出租公车。

日本 有专门的公务出租车票

南非的公务车具有半公半
私的特点。公务员可以根据自
己的级别和工作需要，申请配备
不同档次的轿车，并由个人承担
一定的费用。级别越高，可以挑

选的汽车档次越高。但是，无论
什么级别，公务员在购车时，都
必须自己支付三分之一的购车
款。对公务员配车的审批相当
繁复严格。

芬兰

允许公私合用，
但需缴税

德国

公务配车
“高门槛”

采用和南非类似的制度，主
要是公家买车，出汽油费、保险
费和维护费，芬兰甚至允许地方
政府官员可以公车私用。

但这个国家有一个绝招，那
就是必须将这种待遇折合为个
人收入，并按此标准缴纳所得
税。以此算下来，公务员缴的税
可能比自己买车的开支更大。
另一方面，芬兰还同时在鼓励

“私车公用”，即如果公务员用自
己的私车执行公务，可以申请按
照公里数得到补贴。

芬 兰 同 时 也 有“ 打 车 补
贴”制度，官员们可以领取一
张由出租车公司和银行共同
发行的车卡，通过乘车刷卡得
到一张发票，定期向财务部门
报销。

德国的公务用车公私分明，
其将上下班视为因私用车，要按
公里数交费。

德国的公车数量很少，如整
个柏林市仅有公车92辆，有一部
分车辆是租赁的，甚至接待来访
外宾的一些轿车也是租赁的。德
国的公车管理条例规定，只有总
统、总理、副总理及各部部长、国
务秘书和联邦直属机构负责人才
可以配备专车。这样的“高门槛”
在欧盟国家很普遍。

德国也在一定程度上允许
“公车私用”，但和芬兰一样，必须
交钱。在德国，如果因私人原因
使用公车，所有的耗油、磨损、停
车等费用都由使用者承担，这事
实上是相当大的一笔开销。

新京报记者 金煜 邓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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