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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读·读人

“不公开只能是

他们心里有鬼”

齐鲁晚报：您从什么时候开
始提交政府“三公”支出信息公
开申请，为什么要这么做？

李劲松：5 月 8 日到 5 月 12
日、5 月 14 日左右，我向多个部
门提交了要求公开“三公”支出
的申请，具体是多少个部门，我
也说不清了。在我印象里，温总
理对公开“三公”消费这事说过
不止一次。

齐鲁晚报：之前关注过“三
公”问题吗？

李劲松：我应该算是中国
“三公”问题的专家了。2008年的
时候，中纪委发出通知要求压缩
“三公”消费支出，从那时起我就
开始关注了。就拿这次来讲，温
总理要求公开的是 2011 年的预
算和 2010 年的决算，而我申请
公开的还有 2008 年、2009 年的
决算，比他还多了两年。

齐鲁晚报：三年前您就开始
关注这个了？

李劲松：是的，2008年中纪
委下文后，我当时就向许多部门
申请过信息公开。迄今令我感到
最满意的应该还是当时深圳市
公安局的回复，我申请的内容很
多，他们都
细 致

地给了答复，把有多少车、发了
多少钱都详细地给我写了出来，
其中还说有些机密性开支不方
便公开。

齐鲁晚报：这次国务院开会
提出公开“三公”支出，您怎么
看？

李劲松：我认为温总理这次
是下了狠心的，中央国家各部门
应该有服从和执行的义务。不
过，有些部门回应我说，温总理
没有要求公布哪些东西呀。我
说，我的要求是，比如公务用车，
不能单纯公布多少辆，还要公布
型号、单价以及每辆车的车牌
号，结果他们又说温总理没有要
求公布得这么细。那我就说了，
温总理不可能给你说好每一步
怎么走，他告诉你一个目标，你
就要尽力做得更好。

齐鲁晚报：您如何看待他们
的回复？

李劲松：起码要有一种姿
态。多数部门没有直接向我公开
信息，但说将在网站上公布，这
已经达到了我提交申请的基本
目标。在这些部门中，我最感动
的是粮食局，他们回复速度最
快，虽然没说什么时候公开，但
起码知道有个公民在监督这件
事。

齐鲁晚报：有没有部门明确
回复您说不会公开相关信息？

李劲松：那倒也没有。差不
多都说会及时公开，只是到现

在不见踪影，不公开只
能说他们自己

心 里 有

鬼，知道这些信息公布出来肯定
会有麻烦。不过也没有哪个部门
会像我要求的那样去公开，我的
高要求他们还做不到。比如，国
家发改委在回复中说，有些信息
不属于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条
件，所以不予提供。

“一年花 9 0 0 0

亿，能建一两个三峡

工程”
齐鲁晚报：为什么“三公”消

费会特别引人关注？
李劲松：实际上“三公”是两

个概念，一个是官方标准的概
念，就是公务接待、公车支出和
公费出境。但实际上，老百姓有
另一个自己的理解，那就是“公
车私用、公款吃喝、公款旅游”。
温总理常讲要创造条件让人民
监督，实际上他就是要求政府部
门先把这些数字公布出来，把账
摊出来，人民有时间的时候就会
看，发现有问题就会纠正。

齐鲁晚报：根据您的研究，
“三公”支出占政府运行成本的
多大比例？

李劲松：政府公务成本除了
“三公”支出，还有人工成本，就
是工资，还有正常的办公费用支
出。“三公”在政府的运行成本里
大概能占到30%左右吧，不过这
个数字我也很难确定。此前有媒
体披露说，我国“三公”开支一年
大约9000亿，这比军费开支大得
多，可以建一两个三峡工程了。

齐鲁晚报：为什么国务院会
如此强调公开“三公”消费
呢？

李劲松：实际上，
普通老百姓看到和知
道的就是公款吃喝，
开着公车像自家
车，拿着公款旅游
等腐败行为。但
作为温总理来
讲 ，他 很 清 楚

“三公”支出的总
金额是多少，占财
政开支的比例是多
少，以及财政收入有多
大困难。其实温总理要
公开“三公”消费，不是要
公开给他看，而是公开给老
百姓看，公开给纳税人看，让
人们参与监督。而温总理自己
心里有数，知道这种势头再发展
下去，中国的财政没法承受。

齐鲁晚报：公开“三公”消
费，您认为政治意义更大，还是
经济意义更大？

李劲松：经济上的意义更
大。“三公”开支早几年披露的总
额是9000个亿，你想想国家财政
现在面临的国内国际环境、财政
收支问题、外债问题、养老欠债
问题，温总理心里是有数的，这
是财政承受不了的。前几年卖
地，国家财政收入很多，大家都
随便用，也不关心。但现在形势
不同了，收入变低了，支出的摊

子还是那么大，换做你当家，你
就会知道压力有多大。

而在政治意义上，“三公”腐
败显然不如官员的家庭财产腐
败对社会的直接伤害大，按理说
公开官员个人财产在政治上才
最重要。

“我就揪住中央

国家部委不放”

齐鲁晚报：为什么您要求各
中央部委先公开“三公”消费？

李劲松：这就像金字塔，中央
国家部委是最顶端的，你腐败一点
点没有关系，但一往下放大，基数
就会越来越大，金额也越来越大。
但如果中央国家部委不带头，基层
就会拿你做挡箭牌了，就更不会公
开了。我这次的目标很简单，就是
要把温总理的指示落到实处，温总
理要你做的事，你一定要做。温总
理明确要你公开的数字，你一定要
先公开。

下一步才是要按我说的，公
开你的车牌号、买车的发票、公
款吃喝的发票，如果把这些都公
开，就真正能把“三公”消费腐败
给治住。

齐鲁晚报：这需要一个过
程，他们会不会以此为借口推
脱？

李劲松：他们当然会这样说
了：“我不愿意裸奔，我的衣服太
沉了，脱不下来。”制止“三公”腐
败确实要有过程，我不要求你一
步到位，但我会向你提出一步到
位的要求，而你执行的时候，至
少先要把温总理的要求给落实
了吧。

齐鲁晚报：您会向低一级的政
府单位申请公开“三公”支出吗？

李劲松：先把中央这一级落
实了再看吧。只有把中央部委落
实了，下面的省市才有可能落
实，他们都在盯着中央看。现在
我就盯着部委看，温总理让你们
公开，假数字你们也得有，走过
场你们也得走，程序上至少要尊
重一下吧。

齐鲁晚报：有人说目前公开
的“三公”消费数据太笼统，有些
部门的“三公”支出不降反升。

李劲松：这都没有关系，这
是正常现象，只要他现在公布
了，就可以说是对国务院的规定
执行了。

但现在存在两种情况，一是
精神懈怠，二是消极腐败。对国
务院的命令，有的在执行时精神
懈怠，就像教育部这种，只是公
布了几个数字，要把“三公”腐败
治理干净，不是靠公布几个数字
就行了；还有一个是消极腐败的
危险，有些部委不执行，他们就
是不公开，宁愿冒着风险也要先
顶着，他们心里有鬼。

“可以不真实，但

绝对不能不公开”

齐鲁晚报：但据一些媒体报
道，对于已经公开的“三公”数据
人们并不是很满意。

李劲松：温总理说要创造条
件让人民监督，“三公”消费公开
不可能赢得全是表扬的声音。不
过所有的东西都是一步一步来
的，打开一扇窗，才能看到里面
的东西，关掉了，你就什么都看
不到。我们应该保持理性，该肯
定的肯定，该继续追的要继续
追。有些部委按规定时间公开了
“三公”支出，这是值得表扬的，
但公开的内容不符合“三公”消
费的准则，那就需要继续追下
去，人民监督就体现在这里。

齐鲁晚报：如果发现问题，
如何继续追下去？

李劲松：我只咬住一条：原
始发票。“三公”问题非常庞大，
如果只沿着单线思维，所有问
题都是一团乱麻，没法入手。在
我的申请里，我只认准一条：原
始发票。不管你下面有多少个
单位，每个单位花了多少钱，你
给我公布出来，公务接待花了
多少钱，接待了多少人，多少
次，每一次的发票是多少，看发
票就一清二楚。归根到底，你要
把发票拿出来，不拿出来凭什
么报账？

齐鲁晚报：有没有其他民间
人士也在关注这件事？

李劲松：我只知道我自己，
我只尽我13亿分之一的责任。这
可能跟我的职业有关系，我做这
件事真的很顺手，换做其他公
民，就不一定这么顺手了。但是
从权利来说，我们大家都是一样
的，都有监督权。

齐鲁晚报：说实话，在“三
公”公开问题上，你个人到底能
起多大作用呢？

李劲松：要知道，扫帚不到，
灰尘肯定不跑，这时候，你扫地
的力道要加大，要到位，不要指
望灰尘会把自己吹跑。温总理代
表的是官方力量，那我就是代表
民间力量，温总理提出来了，那
我就顺手助他一臂之力。

我觉得民间推动是有价值
的，任何人做了坏事，如果没有
人来管，他就有可能不去纠正，
必须要有人来提醒他犯错了。比
如这次，就算只有我一个人在监
督，但他们知道这件事没那么容
易过关，这就对他们产生了实际
的压力、实际的推动力。

齐鲁晚报：什么时候政府部
门会积极主动地公开“三公”支
出呢？

李劲松：如果民间只有我一
个人这么去要求，那我等100年
甚至13亿年都没有可能，反之，
如果监督的人多了，要求的多
了，可能一两年后“三公”支出公
开就会有一个很良好的局面。

我现在还在等这些部委的
行动，如果 7 月 30 日之后还有
哪个部委没有公开，我会毫不客
气，有可能将他们送上被告席。
我的底线是，他们公开的数据可
以不真实，但绝对不能不公开。

你不公开“三公”
我就告上法庭
文/片 本报记者 龚海

公开“三公”支出到底关李劲松什么事？他却在 5 月份接连向各个中央国家部委申请公开“三公”消费开

支的信息。果不其然，就有部门回复他，这些数据跟你李劲松没有直接关系，你没有资格申请。

李劲松说：“我是纳税人，怎么跟我没有关系！”他穷追猛打，只待 7 月 30 日一到，若还有部委对“三公”消

费不予公开，他就决定将他们告上法庭。

李劲松，北京忆通律师事务所主任。这些天，他一直在等。

截至 7 月 13 日，只有不到 10 个中央国家部门公开了“三公”经费，尚有 90% 的部门未公开，并对何时公布

表态不一。而按照国务院规定，中央国家各部委最晚 6 月底要公布“三公”支出，但大多数却选择了爽约。

国家发改委给李劲松的答复。

李劲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