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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官员是如何花公款的?
一张办公纸也要预算 全香港只有6000多辆公务用车

国务院日前召开常务会议，研究了中央部门因公出国（境）经费、公务

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接待费“三公（即公务接待、公务用车、公务出访）”

经费预算有关问题。会议决定，继续压缩中央部门“三公”经费预算。不仅

如此，财政部新闻发言人戴柏华表示，今年还将公开中央预算部门出国经

费、车辆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接待费的经费预算。

对于以廉政著称的香港特区政府，有没有“三公”消费？他们又是怎么

做的呢？

在内地政府部门普遍存在的“三公消费”即公车私用、公款吃喝和公

费出国，在香港基本不可能。

首先，公款吃喝和公费出国基本不可能，因为香港政府的财政预算公

开透明举世皆知，政府及各部门的财政预算是完全毫无保留地向公众展

示，并接受公众查询和质询。其一个部门在网上公开的财政预算情况、支

出情况竟然能多达数百页，细化到了“一张公务用纸”、“一张桌椅的维修”，

你想滥用公款吃喝，门儿都没有。

特首外出访问开支被晒
在香港，公务员出差公干受《公务员事务规例》管理，规定公干期间涉

及的开支，包括住宿、膳食、洗衣、一般应酬、交通、零用杂费等，一律由公务

员领取的膳宿津贴中自行支付。要求非常严格，例如，出发当天在香港饮

食等费用一律不计算，有关申请必须逐级审批，部门首长的津贴申请以及

任何人的超额支出，都必须经公务员事务局局长审批。

今年2月，香港特首曾荫权过去4年来的外出访问开支被公开。这份

统计文件，只要记者向香港特首办公室索取，半天内便可以拿到。文件中

详细披露了曾荫权从2007年 11月到2010年 11月之间外出访问的明细安

排，包括每项活动日期、地点、行程项目、机票费用及其他开支情况。

文件透露，4年来，曾荫权外访活动共40次，开支总金额为987086港

元，其中机票费用为54万港元，另有44.7万港元为其他支出。而单笔外访

费用最高为14.19万港元，是去年10月香港特区政府派团赴印度新德里和孟

买时发生的。从这份被传媒广泛报道的文件中，普通市民都可以了解到特

首外访行程中的安排，平均在每个地方停留时间不超过3天，3次外访活动

当天都往返——包括去年10月20日，赴上海主持世博会香港活动周的闭

幕仪式。

更为有趣的是，文件显示曾荫权曾自掏腰包“外访”。2008年6月 13

日，他在前往美国休假期间，顺道为香港驻旧金山经济贸易办事处主办的

大型宣传活动担任主礼嘉宾。而特首办的备注显示，这次活动的机票钱是

曾荫权自己掏腰包的。

曾荫权40次外出安排中仅8次是赴外国访问，在32次内地的活动中，

大部分活动的住宿费用均由主办单位负责，特区政府仅支付机票及部分

“其他费用”。例如他于2010年4月9日至10日远赴海南出席博鳌亚洲论

坛2010年年会，除去往返机票5572港元外仅支出了511港元，相当于每天

仅支出约255港元；而他于2008年 1月4日赴广州拜会广东省委书记汪洋

时，仅花费420港元。

在香港，公款旅游门都没有

公车——规定严格

只有6000多辆公务用车
香港拥有近 17 万公务员，约有公务用车

6777辆（2009 年统计）。香港公务用车管理有一

套严格规范的法律制度。香港财经及库务局下

属的物流服务署统一负责政府车辆的采购配置、

运行监管和专职司机的管理工作，政府各个部门

负责配置本部门政府车辆的保管和使用，并随时

将车辆运行情况上报给物流服务署，形成了一个

职责明确、精干高效的政府车辆管理体系。

更重要的是香港拥有一支廉洁奉公、遵

纪守法的公务员队伍，各级公务员自觉遵守

有关规定，这是任何制度或规章得以执行的

根本保证。

享受“特权”者仅三四十人
港府首长级以上官员大约1200人左右，占

全体公务员不到1%，属于港府的精英层。他们

在公车使用上享有比较优厚的待遇，但标准公

开透明。对高官配车和用车的规定是：

终审法院首席法官、行政会议成员（主要

有：政务司司长、财政司司长、律政司司长、决策

局局长）配置专车，免费使用，用途不限；首长薪

级表7点或更高薪级（现最高薪级为 8 点）官员，

不配置专车，但可免费使用本部门车辆（条件

为：有车可用，下同），用途不限；

香港配有专车的最高级别官员约在 20 人

左右，按照规定可配置贵宾车，在公车使用上

不仅免费使用，并且不限用途。但最高级官

员公车车号媒体都掌握，随时随地受到新闻

媒体和社会舆论的监督，实际上公车私用受

到无形的制约。任何配置在部门的公车都不

能成为首长的专车，公车私用的特权随级别

下降而递减。

公车办私事限制严格
一般职级公务员是指首长级以下，薪级表

1-56点的公务员。

因公使用公车的原则有三条：第一，按照需

要原则。例如，从一个办公地点到另一个办公地

点没有方便的公共交通可以利用，或者需要携带

大量的仪器、设备的，经部门首长批准，可以使用

公车。第二，合乎经济效益原则。按照这个原

则，各部门负责公车管理的运输主管一般都要求

公务员尽可能优先选择便宜的公共交通，或租用

价格低廉的商业服务车辆完成公务活动。但对

使用的士等费用较高的交通工具有限制性规

定。第三，非专用原则。《总务规例》规定：配置在

政府各个部门的公车非部门首长的专车。公车

首先要保证该部门的公务需要。

一般职级公务员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可以有

偿或免费使用公车上下班或办理私人事务。一是

由于公共交通工具不足无法利用；二是获准赴海

外公干人员，往返住所与离入境地点；三是因工作

需要搬家等私人事务；四是因居住地偏远和附近

没有幼儿园，确需使用公车接送子女上学等。

香港公务员因执行公务乘用公共交通所发

生的费用，经部门领导同意，符合有关规定才可

以申领交通津贴（返还已支付之费用）。一是往

返住所及工作地点，可申领部分交通津贴。这种

情况一般是上级因工作需要安排公务员住在较

偏远的地方，但自己选择居住偏远地区的情况除

外；二是往返两个工作地点，或者由执行任务的

外勤工作地点返回住所。可申领全部交通津贴；

三是因紧急事故奉召由住所前往办事地点，然后

返回住所，可以申领全部交通津贴。

链接：

政府信息公开是港人共识
类似于香港特首差旅费这种信息公开，在

香港人看来，早已习以为常。面对记者的咨询，

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教授曹景钧表示，

这种信息公开，是香港政府一个相当寻常的做

法。他解释，在某种程度上，香港政府是相当乐

意公开类似的信息的，“因为香港的反贪、廉洁和

高效，在国际上是非常出名的，公布这一类信息，

对于塑造政府形象非常有利。”

公车管理制度特色
第一，规章制度健全。《总务规例》对政府车

辆采购、公车运行管理、首长用车规定、私用公车

规定、部门之间协调使用公车、租用交通工具、车

辆停放、车辆维修、驾驶政府车辆许可证及驾驶

执照、滥用政府车辆的纪律处分等等都有非常详

细和明确的条文规定。

第二，相对集中分级管理的模式。公车采

购多少，各个部门配置多少，平日的运行情况如

何，部门之间公车的协调使用，租用交通工具在

一定时期内满足用车需要等等，这些工作都由香

港政府物流服务署承担。

第三，管理手段先进。香港物流服务署车

辆管理科有一套先进的电脑管理系统。对所有

车辆每日运行情况进行监督管理。

第四，公车使用规定既坚持公私分开的原

则，也对职务消费进行规范，而且规定了有偿使

用、部分免费使用和免费使用几种情况。首长级

官员享受较好的用车待遇，从一定程度上体现了

职务消费。但真正享有“特权”者也就 30 至 40

人，社会舆论监督加上本人的自律，一般情况下

不会造成公车的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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