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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推进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

和《中央和国家机关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方案》

发表时间：2014-07-16　　　来源：新华社

　　新华社北京7月16日电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全

面推进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和《中央和国家机关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方

案》，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关于全面推进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全文如下。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及《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

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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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就全面推

进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提出如下指导意见。

　　一、充分认识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的重要意义

　　新中国成立以来，公务用车一直实行实物供给制度，对保障公务出行发挥了重要

作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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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对此反映强烈。为解决公务用车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多

次作出重要指示，党中央、国务院专门作出部署，强调要全面推进公务用车制度改

革。近年来一些地方和部门进行了积极改革探索，为全面推进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积累

了有益经验。

　　全面推进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是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重要举

措，是转变政府职能、推进后勤服务社会化改革的重要内容，是顺应民意、维护党和

政府形象的迫切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充分认识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的重要意义，采取

切实有效措施加快改革步伐。

　　二、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总体目标

　　（一）指导思想

　　按照中央关于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要求，坚持社会化、市场化方向，加快推进公

务用车制度改革，合理有效配置公务用车资源，创新公务交通分类提供方式，保障公

务出行，降低行政成本，积极推进廉洁型机关和节约型社会建设。

　　（二）基本原则

　　1．创新制度、分类保障。改革公务用车实物供给方式，取消一般公务用车，普通

公务出行实行社会化提供并适度补贴交通费用，从严配备定向化保障的公务用车。

　　2．统筹协调、政策配套。妥善处理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涉及的各种利益关系，科学

制定改革方案和配套政策，确保新旧制度平稳过渡、有机衔接。

　　3．统一部署、分步实施。各地区各部门按照中央确定的改革方向和原则制定改革

实施方案，中央和国家机关先行示范，地方党政机关加快实行，事业单位、国有企业

和国有金融企业有序推进。

　　（三）总体目标



　　力争在2014年年底前基本完成中央和国家机关及其所属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

单位公务用车制度改革，2015年年底前基本完成地方党政机关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用2

至3年时间全面完成公务用车制度改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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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主要任务

　　（一）改革公务交通保障方式

　　改革党政机关（包括各级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审判、检察机关，各民主党

派和工商联，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人民团体、群众团体、事业单位，下同）公务用车

实物供给方式，取消一般公务用车，保留必要的机要通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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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后，行政区域（城区或规定区

域）内普通公务出行方式由公务人员自行选择，实行社会化提供，适度发放公务交通

补贴。公务交通补贴保障范围要与差旅费保障范围搞好衔接，对边远地区和交通不便

地区，要做好远距离公务出行的差旅费保障。鼓励省（自治区、直辖市）所属厅

（局）正职主要负责人和市（地、州、盟）、县（市、区、旗）及乡（镇）党政主要

负责人参加改革，确因环境所限和工作需要不便取消公务用车的，允许以适当集中形

式提供工作用车实物保障，但须严格规范管理，不得再领取公务交通补贴，具体范围

由各地根据本意见研究确定。

　　规范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和国有金融企业职务待遇和业务消费，对原符合车辆配

备条件的岗位和人员，逐步按规定纳入改革，改革后不得再配备车辆；对保留的必要

的国有企业、国有金融企业经营用车和事业单位业务用车实行集中管理；取消与经营

和业务保障无关的车辆。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和国有金融企业公务用车制度改革要与

年薪制、岗位津贴及国家相关财务管理制度等统筹考虑、相互衔接。

　　（二）合理确定党政机关公务交通补贴标准

　　各级党政机关要从实际出发，综合考虑公务出行成本、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承受

能力、辖区面积、自然地理环境、公务出行次数和距离、行政级别和实际承担的工作

职责等因素，按照节约成本、保证公务、便于操作、简化档次的要求，确定本地区公

务交通补贴标准。根据交通成本等相关因素变化情况，公务交通补贴标准可适时适度

进行调整。允许参改单位根据实际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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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问题，统筹资金使用须公开透

明，具体管理办法由各单位制定。对特别重大抢险救灾、事故处理、突发事件处置等

不可预测的特殊事项，各地可从实际出发在应急预案中另行制定特殊情况下公务用车

保障办法。地方公务交通补贴标准不得高于中央和国家机关补贴标准的130%，边疆民

族地区和其他边远地区标准不得高于中央和国家机关补贴标准的150%。各省（自治

区、直辖市）之间补贴标准差距不宜过大，同一省（自治区、直辖市）内不同地区补

贴标准差距不得超过20%，同一市（地、州、盟）实行统一的补贴标准。地方补贴标准

层级划分可不与中央和国家机关层级完全对应。驻地方的中央垂直管理单位补贴标准

按属地化原则参照所在地区标准执行，经费由中央财政负担。

　　（三）妥善安置司勤人员

　　各级党政机关根据改革后的实际需要，合理设置司勤人员岗位，采取公开、平

等、竞争、择优的方式确定留用人员；未聘人员原则上以内部消化为主，通过内部转

岗、开辟新的就业岗位、提前离岗等措施妥善安置。依法做好未留用人员聘用合同或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1_25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