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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e a t u r e

﹁
拚
命
三
郎
﹂
石
秀
聽
得
門
外
人
聲
嘈
雜
，
叫
㠥

捉
了
一
個
﹁
細
作
﹂，
連
忙
與
老
人
家
出
外
看
。
不
看

猶
可
，
一
看
喫
了
一
驚
，
只
見
﹁
錦
豹
子
﹂
楊
林
被

七
八
十
個
軍
人
捉
住
，
剝
得
赤
條
條
的
，
用
繩
綁

㠥
。石

秀
看
㠥
，
心
中
暗
暗
叫
苦
，
卻
又
明
知
故
問
到
底
怎

麼
一
回
事
？
老
人
家
說
是
捉
了
﹁
宋
江
那
裡
來
細
作
﹂。

老
人
家
不
說
是
捉
了
梁
山
泊
的
細
作
，
也
不
說
是
捉
了

晁
蓋
的
細
作
，
而
說
是
宋
江
的
細
作
，
顯
然
是
宋
江
上
山

後
與
吳
用
勾
結
；
培
植
自
己
勢
力
的
同
時
，
也
在
江
湖

上
、
地
方
上
營
造
他
便
是
梁
山
泊
的
形
象
，
代
表
了
梁
山

泊
，
視
﹁
晁
天
王
﹂
如
無
物
。

石
秀
再
問
老
人
家
，
祝
家
莊
的
人
是
怎
樣
捉
㠥
楊
林
？

老
人
家
說
是
楊
林
扮
作
解
魔
法
師
入
莊
刺
探
，
卻
又
認
不

得
路
，
轉
來
轉
去
只
走
了
﹁
死
路
﹂，
村
人
見
疑
，
告
之
莊

上
捉
人
，
豈
料
此
人
拔
刀
相
向
，
傷
了
四
五
個
人
，
唯
是

寡
不
敵
眾
被
捉
住
，
有
人
認
出
是
梁
山
泊
的
﹁
錦
豹
子
﹂

楊
林
。

楊
林
被
捉
，
石
秀
人
單
勢
弱
，
欲
救
無
從
，
而
且
天
色

已
晚
，
難
以
出
村
，
幸
得
老
人
家
收
留
住
宿
一
宵
。

且
說
宋
江
軍
馬
在
村
口
屯
駐
，
遲
遲
不
見
石
秀
、
楊
林

回
報
，
乃
派
﹁
摩
雲
金
翅
﹂
歐
鵬
往
打
探
。
未
幾
，
歐
鵬

回
報
說
是
村
中
傳
出
捉
了
﹁
細
作
﹂，
只
見
路
徑
雜
亂
，
自

己
又
認
不
得
路
，
恐
防
有
失
，
只
好
折
回
。

宋
江
估
量
祝
家
莊
捉
㠥
的
﹁
細
作
﹂，
可
能
是
石
秀
、
楊

林
二
人
，
乃
問
眾
人
如
何
是
好
。
平
時
，
宋
江
揚
言
得
九

天
玄
女
賜
以
︽
無
字
天
書
︾，
若
遇
有
疑
難
，
可
與
吳
用
翻

閱
︽
天
書
︾，
便
會
得
到
指
示
。
查
實
，
所
謂
︽
無
字
天

書
︾，
只
是
宋
江
、
吳
用
二
人
勾
結
虛
構
；
假
借
九
天
玄
女

之
名
，
行
使
自
己
旨
意
而
已
。
現
在
，
吳
用
留
在
山
寨
監

視
晁
蓋
，
沒
有
人
謀
計
，
宋
江
空
有
︽
天
書
︾
亦
冇
用
，

只
有
硬
㠥
頭
皮
，
不
等
齊
林
沖
率
領
的
第
二
撥
人
馬
到

來
，
便
自
行
發
兵
攻
打
祝
家
莊
。

李
逵
唯
宋
江
馬
首
是
瞻
，
乃
言
﹁
我
先
殺
入
去
，
看
是

如
何
！
﹂

梁
山
泊
人
馬
，
李
逵
、
楊
雄
任
先
鋒
，
穆
雄
居
左
，
黃

信
居
右
，
宋
江
則
拉
㠥
花
榮
、
歐
鵬
居
中
，
李
俊
殿
後
，

殺
奔
祝
家
莊
。
為
何
宋
江
拉
㠥
花
榮
相
伴
，
無
他
，
不
單

只
花
榮
武
藝
高
，
有
﹁
小
李
廣
﹂
在
身
旁
可
以
保
命
，
而

且
今
次
是
梁
山
泊
第
一
次
下
山
打
陣
地
戰
，
花
知
寨
曾
是

朝
廷
將
領
，
擅
於
調
兵
遣
將
打
仗
。

人
馬
殺
到
獨
龍
岡
，
已
是
黃
昏
，
宋
江
下
令
攻
打
祝
家

莊
，
李
逵
已
迫
不
及
待
，
脫
得
赤
條
條
的
，
揮
㠥
兩
把
夾

鋼
板
斧
，
殺
奔
莊
前
。
但
見
護
莊
河
的
吊
橋
已
高
高
吊

起
，
莊
內
烏
燈
黑
火
，
黑
鐵
牛
見
此
，
便
要
跳
落
護
莊

河
；
涉
水
殺
過
去
，
楊
雄
連
忙
扯
住
，
說
是
莊
門
關
閉
，

必
有
陰
謀
，
﹁
待
哥
哥
來
，
別
有
商
議
﹂。

李
逵
這
個
麤
人
，
哪
裡
忍
得
住
，
拍
㠥
雙
斧
，
隔
岸
挑

戰
，
破
口
大
罵
。
但
莊
內
全
無
反
應
，
俗
語
謂
之
﹁
睬
你

都
白
癡
﹂。
未
幾
，
宋
江
的
中
軍
來
到
，
楊
雄
告
之
莊
上
沒

有
動
靜
，
也
不
見
祝
家
莊
人
馬
。
宋
江
勒
馬
一
看
，
果
然

不
見
莊
上
人
馬
刀
槍
，
心
中
疑
忌
，
猛
省
道
：
﹁
天
書
上

明
明
戒
說
﹃
臨
陣
休
急
暴
﹄，
是
我
一
時
見
不
到
﹂
；
並
把

自
己
的
失
察
，
說
是
全
因
心
急
救
石
秀
與
楊
林
。
又
一
次

捧
出
︽
無
字
天
書
︾
的
權
威
，
為
日
後
所
作
所
為
說
是
奉

︽
天
書
︾
的
旨
意
。

宋
江
從
未
打
過
陣
地
戰
，
面
對
祝
家
莊
深
不
可
測
的
對

策
，
一
時
之
間
，
攻
也
不
是
，
退
也
不
是
，
最
後
還
是
決

定
退
兵
。
可
是
，
當
眾
人
一
亂
，
祝
家
莊
突
然
燈
火
通

明
，
一
個
號
炮
沖
天
，
門
樓
上
箭
如
雨
下
射
向
梁
山
人

馬
。

︵
細
說
水
滸
．
二
四
一
︶

廣
州
老
店
延
至
半
世
紀
後
，
在
港
澳
仍

有
同
店
名
之
食
肆
，
開
業
經
營
中
的
數
來

不
出
十
家
，
最
古
老
店
如
﹁
蓮
香
樓
﹂
和

﹁
太
平
館
﹂
一
中
一
西
兩
店
，
依
然
穗
港
互

相
輝
映
，
另
一
老
店
﹁
陶
陶
居
﹂
則
廣
州
仍

有
，
香
港
就
從
來
沒
﹁
陶
陶
﹂
過
，
而
澳
門
之

﹁
陶
陶
居
﹂
卻
興
旺
多
年
了
。

香
港
有
酒
樓
﹁
鴻
星
﹂
甚
具
知
名
度
，
廣
州

亦
有
﹁
鴻
星
﹂，
也
是
樓
高
門
大
，
卻
是
不
同
老

闆
不
同
集
團
之
經
營
，
風
馬
牛
不
相
干
也
，
而

且
這
是
香
港
店
先
揚
名
﹁
響
垛
﹂
的
，
絕
非
是

省
城
老
店
之
延
續
也
。

省
城
老
店
中
，
曾
有
一
家
冬
天
賣
臘
味
，
夏

天
賣
冰
賣
豉
油
西
餐
的
﹁
皇
上
皇
﹂
在
香
港
也

原
店
老
式
經
營
了
廿
載
，
總
舖
開
在
彌
敦
道
，

又
發
明
過
供
應
一
盤
多
款
食
物
之
﹁
飛
機
餐
﹂，

十
分
有
名
過
，
那
時
香
港
經
濟
未
起
飛
，
坐
過

飛
機
之
人
不
多
，
嘗
試
吃
吃
﹁
飛
機
餐
﹂
也
算

開
了
眼
界
，
﹁
皇
上
皇
﹂
由
廣
州
望
族
謝
家
經

營
，
香
港
收
業
也
有
十
年
以
上
，
據
說
廣
州
至

今
仍
有
﹁
皇
上
皇
﹂
呢
。
另
有
一
家
相
同
歷
史

的
，
由
滿
清
族
後
人
開
的
專
吃
豆
漿
紅
豆
冰
之

冰
室
﹁
薩
棠
記
﹂，
五
十
年
代
後
來
港
之
粵
人
多

數
記
得
，
如
今
已
成
歷
史
了
。

香
港
之
古
老
茶
樓
﹁
龍
門
﹂
結
業
後
，
從
此

香
港
的
民
國
式
茶
樓
告
一
段
落
，
以
前
之
雙
囍

樓
、
建
國
、
瑞
香
、
得
雲
、
襟
江
等
等
都
在
這

一
二
十
年
間
一
一
執
清
光
，
香
港
似
要
正
式
踏

進
一
個
新
紀
元
了
，
舊
式
茶
樓
之
﹁
古
早
味
﹂

看
來
在
此
十
年
間
會
一
一
消
失
了
，
如
今
仍
有

些
碩
果
僅
存
之
﹁
古
味
﹂，
有
心
追
尋
者
要
把
握

眼
前
仍
有
之
﹁
食
機
﹂
去
嚐
一
嚐
，
否
則
老
來

亦
難
有
緬
懷
秘
笈
向
子
孫
展
說
美
味
之
舊
憶

也
。
例
如
現
存
之
蓮
香
樓
茶
市
仍
有
之
豬
㟘
豬

肚
燒
賣
，
大
件
肥
肉
夾
餡
之
﹁
火
腩
卷
﹂，
一
件

叉
燒
一
件
肥
肉
一
件
雞
㟘
合
燒
烤
之
﹁
金
錢
雞
﹂

及
飯
市
時
有
限
供
應
的
﹁
焗
魚
腸
﹂、
﹁
霸
王
鴨
﹂

等
等
，
此
等
人
間
美
味
真
可
說
是
吃
一
餐
少
一

餐
，
連
﹁
食
在
廣
州
﹂
的
粵
菜
祖
宗
地
廣
州
，

也
已
經
吃
不
㠥
的
了
。

曾
經
寫
過
小
說
，
都
是
短
篇

的
，
都
是
藝
術
成
就
不
高
的
。
但

是
，
藝
術
成
就
不
高
的
短
篇
小

說
，
卻
成
為
自
己
一
生
的
轉
捩

點
。在

台
灣
大
學
剛
畢
業
時
，
因
為
有
感

於
台
灣
社
會
正
步
入
紙
醉
金
迷
的
生

活
，
寫
了
一
篇
以
歷
史
上
的
譚
嗣
同
與

現
代
人
作
對
比
為
題
材
的
小
說
，
投
給

了
當
時
朋
友
主
編
的
︽
中
外
文
學
︾，
友

人
說
，
寫
得
很
有
感
情
，
但
他
的
上
司

認
為
小
說
結
構
不
夠
嚴
謹
，
不
能
採

用
，
建
議
我
投
稿
到
報
紙
的
副
刊
。

這
個
時
候
，
我
正
好
投
考
一
家
傳
媒

機
構
辦
的
出
版
公
司
，
被
錄
取
為
特
約

編
譯
，
心
想
特
約
豈
不
是
沒
有
稿
譯
的

時
候
要
挨
餓
？
就
婉
拒
了
。
當
我
買
了

機
票
回
港
，
就
在
回
港
當
天
，
報
上
刊

出
我
的
小
說
，
出
版
公
司
見
了
，
便
正

式
錄
取
我
為
編
輯
。
於
是
我
又
從
香
港

飛
回
台
灣
。
就
在
這
機
構
打
起
工
來
。

因
緣
際
會
，
從
書
的
編
輯
轉
到
報
社
任

編
輯
，
最
後
更
做
了
總
編
輯
。
從
化
學

工
程
畢
業
起
，
並
未
做
過
一
天
的
本

行
，
反
而
在
文
化
和
新
聞
界
混
了
大
半

生
。這

都
是
寫
了
一
篇
藝
術
成
就
不
高
的

小
說
引
致
的
結
果
。
自
己
雖
然
不
才
，

但
對
小
說
還
是
一
直
迷
戀
。
目
前
最
欣

賞
的
小
說
家
，
是
內
地
的
山
東
作
家
張

煒
，
他
的
︽
古
船
︾
令
我
讚
嘆
不
已
，

他
的
全
部
作
品
都
走
訪
書
店
搜
尋
回

來
。最

近
，
張
煒
把
他
在
浸
會
大
學
小
說

坊
上
的
三
個
月
講
座
，
收
輯
成
書
，
名

為
︽
小
說
坊
八
講
︾，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
從
﹁
首
先
是
語
言
﹂、
﹁
接
㠥
是
故

事
﹂、
﹁
然
後
才
是
人
物
﹂
到
﹁
文
學
的

性
別
奧
秘
﹂
等
，
娓
娓
道
來
，
讓
我
也

上
了
小
說
學
習
的
課
程
。

有
機
會
的
話
，
也
許
會
重
拾
小
說
創

作
的
筆
。
只
是
寫
得
不
好
的
話
，
再
也

沒
有
機
會
像
以
前
那
般
的
機
緣
了
，
因

為
人
的
一
生
，
不
可
能
有
兩
回
。

藝
術
家
和
時
裝
設
計
師
的crossover

是
近
年
的
時
尚
話
題
，
這
個
話
題
的
背

後
蘊
藏
了
市
場
化
後
的
另
類
情
緒
和
藝

術
個
性
。

藝
術
家
需
要
抽
離
現
實
而
集
中
精
力
去
獨

立
創
作
，
但
藝
術
作
品
美
不
美
或
好
不
好
常

常
是
離
不
開
社
會
的
審
美
情
緒
和
欣
賞
者
的

認
知
水
平
的
，
尤
其
是
那
些
非
寫
實
性
的
藝

術
創
作
，
往
往
需
要
創
作
者
本
身
或
有
心
人

去
闡
釋
，
才
能
為
一
般
人
所
了
解
和
理
解
，

那
就
是
普
及
化
的
推
廣
活
動
。

許
多
傳
統
藝
術
家
會
把
很
多
精
力
放
在
鑽

研
藝
術
技
法
上
，
不
斷
在
顏
料
調
色
、
材
料

組
合
，
乃
至
藝
術
構
圖
上
花
功
夫
，
卻
不
屑

於
向
一
般
人
解
釋
其
作
品
內
涵
，
有
些
藝
術

家
甚
至
對
自
己
的
心
愛
之
作
束
之
高
閣
，
孤

芳
自
賞
。

創
作
是
為
了
自
我
滿
足
，
還
是
為
了
跟
人

分
享
？
或
許
兩
者
都
有
。
要
分
享
，
就
自
然

需
要
流
通
，
所
以
，
藝
術
家
跟
時
尚
界
的
合

作
就
是
最
有
效
的
渠
道
之
一
。
這
跟
上
世
紀

九
十
年
代
後
，
時
裝
界
興
起
的
商
標
時
裝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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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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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一
致
的
。
有
哪
種
方

法
，
比
把
商
標
穿
在
身
上
，
更
有
效
地
宣
傳

品
牌
？
而
把
藝
術
品
﹁
印
﹂
在
可
流
動
的
衣

服
或
手
袋
上
效
果
亦
然
。

今
日
名
牌
商
品
的
概
念
也
在
改
變
，
以
手

袋
為
例
，
已
不
僅
是
用
來
盛
載
物
品
的
實
用

工
具
，
其
精
緻
的
手
工
、
精
貴
的
用
料
，
以

及
別
出
心
裁
的
設
計
，
已
令
它
超
越
商
品
本

身
，
成
為
一
件
可
供
收
藏
的
裝
飾
精
品
或
可

供
欣
賞
的
藝
術
品
，
尤
其
是
那
些
限
量
收
藏

版
，
而
設
計
師
要
創
造
的
﹁
價
值
﹂
顯
然
已

不
僅
僅
是
其
流
行
性
，
而
是
歷
史
性
和
未
來

性
，
於
是
，
跟
藝
術
家
的
跨
界
合
作
不
但
是

當
前
的
市
場
噱
頭
，
也
深
具
前
膽
性
和
歷
史

價
值
。

二
十
世
紀
兩
位
最
偉
大
的
西
班
牙
裔
藝
術

家
畢
加
索
和
達
利
正
是
深
諳
這
一
點
，
他
們

積
極
地
跨
界
創
作
，
雖
遭
到
當
時
的
衛
道
士

抨
擊
，
然
而
，
其
抽
象
和
超
現
實
的
藝
術
風

格
卻
因
為
商
品
的
流
通
而
為
人
理
解
和
接

受
，
個
人
的
藝
術
生
命
及
其
藝
術
品
壽
命
更

因
此
而
得
以
延
續
，
廣
為
流
傳
。

藝術商品化

聽
說
台
灣
東
港
的
黑
鮪
魚
很
久
了
，
饞
咀

的
我
多
年
來
一
直
想
親
身
見
識
，
就
是
找
不

到
志
同
道
合
的
遊
伴
，
一
償
心
願
。

今
年
日
本
天
災
人
禍
紛
至
，
打
亂
了
身
邊

很
多
友
人
的
旅
遊
計
劃
，
卻
成
就
了
我
的
東
港

﹁
追
㢁
黑
鮪
魚
﹂
之
行
。

台
灣
東
港
的
漁
家
，
乘
㠥
太
平
洋
的
黑
鮪
魚
群

每
年
一
度
在
五
月
至
七
月
這
兩
個
月
份
、
由
南
至

北
游
徙
，
大
舉
捕
捉
，
漁
獲
豐
盛
。
地
方
政
府
亦

乘
勢
推
廣
，
造
就
了
黑
鮪
魚
季
的
活
動
，
不
但
台

灣
本
地
人
由
北
而
南
、
由
西
而
東
的
湧
至
，
近
年

更
吸
引
海
外
遊
客
參
與
，
不
少
更
是
專
程
乘
飛
機

而
來
的
饞
咀
客
。

一
行
八
人
都
是
魚
癡
，
平
常
已
是
無
魚
不
歡
，

無
論
是
生
是
熟
、
是
大
是
小
、
是
河
是
海
，
都
不

放
過
。
當
然
咀
刁
一
族
，
對
食
黑
鮪
魚
的
質
素
要

求
也
很
高
，
一
早
說
明
不
大
不
吃
、
不
鮮
不
吃
、

不
肥
不
吃
、
不
能
持
續
供
應
不
吃
！

雖
然
最
終
成
行
之
日
，
東
港
每
年
一
度
的
黑
鮪

魚
季
已
過
了
一
半
，
但
打
聽
下
知
道
魚
獲
仍
能
維

持
每
日
三
十
條
大
魚
的
供
應
量
，
想
必
也
可
滿
足

需
求
。
在
相
熟
友
人
的
安
排
下
，
已
為
我
們
預
留

了
黑
鮪
魚
，
只
等
我
們
抵
㝸
﹁
處
理
﹂。

一
行
人
在
高
雄
下
機
，
逗
留
一
個
晚
上
，
翌
日

一
大
清
早
便
包
車
南
下
，
馳
赴
東
港
的
華
僑
市

場
，
先
到
﹁
黑
鮪
魚
專
賣
區
﹂
的
販
檔
蹓
躂
，
看

到
那
些
肥
美
異
常
的
黑
鮪
魚
，
不
論
是
大
脂
、
中

脂
、
赤
身
生
魚
片
，
已
是
按
捺
不
住
，
指
指
點
點

就
佈
滿
全
桌
，
大
家
齊
齊
舉
箸
把
肥
美
的
生
魚
片

送
進
嘴
裡
。
入
口
即
溶
化
的
生
魚
片
帶
㠥
芳
香
，

令
人
在
嘴
裡
細
味
㠥
捨
不
得
吞
下
，
最
終
是
滿
口

油
脂
的
八
個
嘴
巴
齊
齊
發
出
心
滿
意
足
的
讚
嘆

聲
！

追㢁黑鮪魚

有人說，假如馬路上沒了龐大的公車隊伍，北
京的「治堵」定會立竿見影。最近，公務車

改革又成為一個熱門話題。
北京大街上現在究竟跑㠥多少公務車？成為公民

與政府爭執的一個迷。北京市政府不久前公佈的
62,026輛公務車數量，與網民估算的70萬輛，兩個
數字之間竟相差十倍之多！網民的證據是：2006年
中非論壇期間，駐京的中央、國家機關、部隊、企
事業單位按照50%的比例控制封存公務車，北京市
屬機關單位以及外省各級駐京單位控制封存比例為
80%，當時媒體報道的封存公務車數量就達49萬
輛，一時北京的交通環境明顯改善；而在奧運期間
北京僅封存了30%的公車，也達到道路暢通，藍天
白雲的效果。事隔多年，各單位的公務車數量更加
龐大，北京公務車如何又只有不到7萬輛了呢？
兩個數字的差距，來自計算範圍的不同。百姓理

解的公務車範圍，遠不止政府機關以財政撥款購買
的公務車。相比之下，廣東省定義的公務車概念更
加合理。其範圍包括：黨政機關、事業單位、社會
團體、國有控股佔50%以上的國有企業、中央直屬
和外省駐粵單位購買的公用小汽車，類型包括旅行
車、小轎車、吉普車及微型廂式車等。與「廣東版」
公務車概念相比，「北京版」的公務車概念，排除
了一大塊與公共資金有關的公務車。

多數北京民眾認為，事業單位中那些差額預算單
位以公款購買的汽車，也完全應算在公務車範圍
內。由於目前國企有㠥（包括事業文化單位轉制的
企業）缺乏監督的高度自主權，有權力開公家車的
基層幹部比比皆是。這些單位公務車極大提高了國
企的經營成本，成為侵吞國有資產的黑洞，也造成
企業內部分配的巨大差距：一個企事業中層幹部每
年的養車費用，往往要高於本單位一個普通員工的
年薪。
即使北京真如政府披露的僅有不到7萬輛公務

車，按需求比來說數量也相當龐大。北京城區出租
車僅有5.5萬輛，比公務車數量只少幾千輛，卻能滿
足北京這樣千萬級人口大城市的需求，因為1輛出
租車的產出相當於5輛公務車！政府帶頭提倡建立
節約型社會，公務員又有什麼必要非得每15人就配
備一輛公務車呢？
全國公務車的數量與使用經費，也一直是個不很

確切的數字。最新媒體報道，據國家財政部、國家
發改委和國家統計局調研數據顯示，目前黨政機關
及行政事業單位公務用車總量為200多萬輛，每年
公務用車消費支出1,500億元至2,000億元（不包括醫
院、學校、國企、軍隊以及超編配車）。另有民間
和學者統計的數據顯示，全國公務車數量約為300
萬至350萬輛，每年公務用車消費支出約為3,000億
元至4,000億元。地方公務車消費佔財政支出的比例
在6%∼12%之間。
實際上，如果加上國企、國有控股等單位的公

車，公務車數量及公務車使用費用必然遠高於以上
數字。早在2008年權威媒體的報道中，2006年中國
公務車的統計數量就是500多萬輛，而2006年媒體
報道中國公務車消費的購車、用車、保養、司機工
資福利開支為6,000億元人民幣，同年中國用於教育
的開支為4,546億元，用於社會保障的開支為4,181億
元，用於國防的開支為2,838億元。

早在1994年，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就聯合
頒發《關於黨政機關汽車配備和使用管理的規
定》，公務車改革被提上議事日程。1998年我曾被
報社派去採訪公務車改革，跑了北京十幾個國家及
市屬機關，寫了一篇相當激情的報道，以為公車改
革已拉開了序幕。但17年過去了，雖然個別地區如
大慶等城市的車改有了些許動靜，比如將公務車拍
賣給公務員等，但全國範圍內的車改卻進展頗微，
公務車數量及檔次倒與時俱進地膨脹起來。醞釀中
的若干車改方案也因車補矛盾而未能實施。據悉，
有地方機關的車改補貼局級每月高達6千多元，被
稱為「分贓式」車改，造成了新的分配矛盾。
為何公務車改革如此之難？因為監督缺位的機

制，讓公務員很難自己降低自己的待遇。公務車的
背後，有㠥一個堅固的利益鏈。對官員來說，有沒
有公款支付的專車，不僅決定是否生活更舒適，還
決定是否享受了特權待遇。從解放初期乘吉普車到
現在乘奔馳，中國官員依然固守㠥等級待遇。在中
國傳統觀念中，除福利分房、高幹病房、公款吃喝
之外，是否配備專車，更能顯示官員是否成功。按
規定，司局級以上就能配備專車。誰也不會放棄這
個待遇，放棄待遇意味㠥放低身段。公車私用成為
約定俗成的習慣。公務車不僅用於上下班，更用於
買菜，送孩子上學，送老人看病，節假日出遊，上
街採購等一切私人交通。保養、維修、停車、汽油
等所有汽車的使用費，都是實報實銷。
機關司機是公務車腐敗的主要受益群體。他們是

機關中特殊的一群。他們有事業單位編制，有福利
分房，享受報銷額度很高的公費醫療，工作環境安
逸舒適。去機關時會看到司機室中閒㠥的司機們悠
哉地打牌、打乒乓球，聊天。如果出車，還有不菲
的伙食補貼。各種補貼之下，一個機關司機的收入
有時甚至會高於一個處級公務員。據調查，公車使
用中至少有三分之一為司機私用，維修公車也有乘
機謀利的空間。公務車的小病大修，多開發票，造
成了公車維修保養費用遠高於民用車。普通車輛每
一萬公里的使用成本為8,215元，而政府公務車的同
類開支為50,361元，是前者的6倍之多！有些單位一
輛公車每年僅維修費用就高達6至10萬元。而車改

後，機關司機會失去體制內的一切既得利益，因此
一直以來，機關司機都是車改的堅決反對者。由於
他們與各級領導的密切關係，便成為車改的重要阻
力之一。
公務用車早已從桑塔納變為奔馳、寶馬、帕薩特

及更高檔的各類合資品牌轎車，很多地方政府及國
有企業的公車檔次更是節節攀升。有的貧困縣政府
大樓門前，甚至成為豪華轎車的停車場。當私人汽
車已進入普通百姓家成為代步工具時，中國公務車
作為身份象徵的定位依然沒有改變。龐大的公務車
數量，嚴重影響了政府形象。
有百姓說，北京等中國大城市成為堵城，公共交

通的痛苦指數太高，主要原因之一就因有決策權的
官員們不乘公交。龐大的公務車數量，不僅浪費了
納稅人的血汗金錢，侵佔了過多的道路資源，而且
成為隔離政府與民眾的一堵特權高牆。
公務車數量及其使用方式，成為衡量政府是否廉

政的一個鮮明標誌。中國香港特區政府的75個部
門，只有6,000多輛公務車，基本為7個重要服務部
門使用。香港特區政府停車位很少，署長以下都只
能乘公交車。香港的15萬公務員上下班基本依靠公
共交通。香港特區政府規定，公務員外出公幹，必
須選擇最廉價的交通工具，即地鐵、公交、出租車
等，並規定只有在無公交可達目的地或確實有必要
的情況下，才能使用政府車輛。
在韓國、印度、德國等國家，政府官員都要帶頭

開國產車，也絕沒有龐大的公務車消費。日本東京
成為全球治堵最成功的城市，絕招就是包括政府官
員在內的東京居民中86%都乘軌道交通出行，東京
的一萬名公務員只有10輛公務車。千人一輛公務
車，也沒有影響辦公效率。
公務車的巨額浪費，被百姓指責為公開的腐敗，

一些有良知的公務員也期望㠥真正的公務車改革。
全國人大代表、湖北省統計局副局長葉青，自2003
年就開始了一個人的公務車改革。自購車輛自己開
車，單位每月補貼油費1,000元，一人每年就給財政
省下8至10萬元人民幣。這位公務車改革第一人
說：「公務員只要摸摸良心，都會同意車改！」
何時能破公務車改革的堅冰？

束手無策

省港老店

韋基舜

客聚

前
不
久
朋
友
傳
來
﹁
三
毛
之
父
﹂
張
樂
平
的
漫

畫
和
生
平
，
才
知
道
老
人
家
剛
過
百
歲
冥
壽
，
他

的
漫
畫
，
聞
名
久
矣
，
過
去
沒
機
會
認
真
細
讀
，

這
次
朋
友
傳
來
好
幾
張
三
毛
單
張
，
看
得
感
動
，

記
在
心
裡
，
日
後
一
定
找
他
的
集
子
來
看
。

三
毛
無
父
無
母
，
是
張
公
筆
下
人
家
孩
子
，
他
對
三
毛

的
同
情
，
足
見
他
不
一
定
只
關
心
自
己
孩
子
，
看
過
他
作

品
的
朋
友
，
都
說
他
雖
然
沒
正
面
為
自
己
孩
子
㠥
墨
過
，

父
愛
在
三
毛
身
上
已
有
形
跡
可
尋
；
他
深
愛
孩
子
才
一
口

氣
生
下
七
個
，
而
且
還
不
斷
收
養
朋
友
的
孤
兒
，
上
官
雲

珠
自
殺
後
，
她
兩
個
孩
子
便
由
他
接
收
過
來
；
女
兒
一
個

同
學
沒
了
親
人
，
張
樂
平
也
視
如
己
出
。
﹁
幼
吾
幼
以
及

人
之
幼
﹂，
他
做
到
了
這
一
點
，
就
算
經
濟
環
境
不
成
問

題
，
倒
不
是
人
人
都
可
以
做
到
，
倒
不
是
人
人
都
願
意

做
，
大
多
數
人
口
中
說
愛
孩
子
，
大
不
了
只
愛
自
己
的
孩

子
，
一
旦
由
那
些
父
母
互
相
交
換
孩
子
來
養
，
便
很
容
易

看
出
私
心
了
。
民
間
故
事
︽
蘆
花
淚
︾
中
那
個
母
親
，
愛

自
己
親
生
兒
子
就
愛
得
要
命
，
沒
看
過
她
虐
待
元
配
那
一

個
，
誰
不
說
她
這
個
母
親
夠
慈
祥
／
夠
愛
心
。
當
然
天
下

也
有
不
少
好
後
母
，
受
委
屈
的
後
母
也
有
，︽
三
娘
教
子
︾

中
那
個
三
娘
就
是
，
只
是
基
於
一
般
人
性
缺
點
，
這
些
後

母
較
不
常
見
。
不
少
﹁
人
間
慈
父
﹂
亦
然
。

只
愛
自
己
孩
子
，
怎
算
是
真
正
﹁
愛
孩
子
﹂，
曾
見
過

手
持
新
買
玩
具
的
甲
爸
爸
，
歡
天
喜
地
跟
路
邊
相
遇
的
乙

爸
爸
談
話
，
說
兒
子
考
試
高
分
，
買
來
玩
具
給
他
作
獎

品
，
乙
身
邊
三
歲
的
小
兒
子
好
奇
撫
摸
一
下
玩
具
，
甲
馬

上
就
給
他
眼
色
，
厭
煩
地
撥
開
他
的
小
手
，
這
個
下
意
識

小
動
作
，
心
態
便
無
意
間
表
露
無
遺
。

兒
童
文
學
作
家
作
品
中
，
如
果
文
章
滿
是
自
己
孩
子

好
，
雖
然
用
盡
心
思
刻
意
向
讀
者
展
示
他
如
何
愛
孩
子
，

全
書
不
曾
涉
及
人
家
孩
子
，
愛
心
總
有
個
極
限
，
他
大
不

了
只
擁
有
同
樣
移
情
自
己
兒
女
的
家
長
讀
者
。

這
個
﹁
三
毛
爸
爸
﹂，
才
真
正
可
愛
又
偉
大
。

張樂平，一等好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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