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年3月8日 星期五 编辑：郭晓明 校对：江涛 组版：徐凌凌

0202

两会新华调查

据新华社北京3月7日电（记者 孙铁翔）记者
从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提案组获悉，截至7日
14时大会提案截止时间，本次会议共收到委员提案
5641件。

今年的提案更加关注环境保护、加快推进城镇
化提高城镇化质量、深化行政体制改革、防范金融风
险、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创新社会
管理方式、保障粮食安全等方面内容。

与去年相比，今年提案的分类办法由原来的3
大类14小类直接调整为14个类别，其中新增加了
资源环境、商贸旅游和社会管理类别。

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
共收到提案5641件

新华社北京3月7日电 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
会议 8 日上午举行代表小组会议审议政府工作报
告，审查计划报告和预算报告，同时审议十二届全国
人大一次会议选举和决定任命的办法草案；下午3
时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听取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长吴邦国作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

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8日上午9时举行第
三次全体会议，委员进行大会发言；下午就政协工作
进行小组讨论。

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新闻中心8日上午举
行记者会，商务部部长陈德铭将就“发展国内外贸易
和促进经济合作”的相关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新闻中心8日下午举
行记者会，邀请部分政协委员谈健全社会主义协商
民主制度。

两会今日日程

两会授权发布

【博文】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杜鹰
说，注意到山东水污染事件，有关部门及山东省和潍
坊市已派出调查组，还在核查。地下水总体有保障，
但不排除地下水污染有加重趋势，从城市周边向农村
扩散，从浅层水向深层水扩散，对此趋势应高度重视。

【跟帖】@崇雨2011：干净的水、干净的空气、干
净的食物……谁不需要？！

【博文】马化腾说，因资费压力，很多网民对上网
流量是月尾省着用，月头像开闸。前年有调查显示，
中国内地用户月均上网费用是美国4倍、韩国29倍、
香港469倍。低网速高网费，影响的不只是网民心
情，更包括社会发展的步伐。不彻底打破垄断，网民
还将年年为垄断企业高福利买单。

【跟帖】@指尖上的青村：在中国哪样不是啊！
高油价，低油品；高车价，低配置；高菜价，低环保……

【博文】全国人大代表王填呼吁改变统计方法，
拧干职工平均工资“水分”，避免低收入者“被增长”。
近年平均工资难脱“失真”与“掺假”之嫌，要使公众感
受与统计结果合拍，需改变统计口径，将农民工等低
收入阶层纳入统计范围，改变“数字出官”思维。

【跟帖】@浙江高山流水：何为职工平均工资？
哪些是统计人群？这个问题不先搞清楚，光统计公
务员等特殊群体的，这样的数据有何意义？！

【博文】全国人大代表钟南山说北京这十几年每
年肺癌的增加数是2.42%，肺癌的增长在所有肿瘤
里是最快的。一语惊醒梦中人。改革发展为了什
么，是以GDP为第一，还是人民健康第一？灰霾治
理，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矣。中国最
大政治优势是集中力量办大事，关键在于行动。

【跟帖】@mrmanor：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
的优越性，应该在集中力量消除雾霾现象这件关系
千千万万公民身体健康的事情上充分体现出来！

（据新华社北京3月7日电）

两会微博集萃

“下决心解决好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
大气、水、土壤等突出环境污染问题，用实
际行动让人民看到希望。”温家宝总理在
政府工作报告中，对社会广泛关注的环境
污染问题给予积极回应。

一些代表委员在审议报告时指出，我
国政府始终没有放松环境治理，保守估计
最近10年用于环保的总投入为4万亿元，
环境问题之所以仍没有大的改观，症结之
一是在环保投入上存在“低效症”。他们
建议，“好钢用在刀刃上”，在进一步加大
环保投入的同时切实提高利用效能，用真
金白银换来“天蓝水甜”。

——环保投入巨大，环境问题犹存
全国两会期间，全国工商联环境商会

企业家发出了一份倡议，希望用 10 年到
20年的时间，投入10万亿元，有效解决中
国环境污染问题。

事实上，我国政府在环保上的投入不
可谓不巨大。数据显示，2012 年我国环
保投入大幅增加，环保部参与分配的中央
环保投资超过 260 亿元，比 2011 年增加
50%以上。“十二五”期间，我国生态环保
投入将达3.4万亿元。

一些代表委员给记者算了笔账：我
国现在在环保方面投入占GDP比重虽还
不到 2%，即便按保守的我国在环保方面
投入仅占GDP比重的1%多一点来计算，
最近 10 年间，我国环保总投入为 4 万亿
元。

但是，巨额的投入并没有如人们所愿
换来“天蓝水甜”，相反在诸如重金属污
染、空气污染、水污染等领域暴露出了越
来越多的问题。政府和企业的环保投入
连年增加，为何环境质量却不见好转？不
少民众对“越治理越严重”的环保怪象产生
质疑。

——环保投入“低效”，造假、地方保
护主义是祸根

一些代表委员指出，导致我国在环保
投入上效率低下的原因很多，但主要的原
因还是一些地方、企业在环保问题上手法
翻新造假，以及一些地方政府唯 GDP 论
的旧思维诱发的地方保护主义。

“环境污染治理效率低，一个重要原

因是我们的治理体系系统性不强，头疼医
头，各个环节缺乏衔接。”全国人大代表、
东兆长泰投资集团董事长郭向东说。另
一方面，环境治理中“造假现象”是祸根
——许多环保设备“睡大觉”，花的钱“打
水漂”。有环保设备，污水却从别的管道偷
排；上级检查时，才开启环保设备；采购设
备时做手脚，导致环保监测数据失真……

2012年9月，环保部环境安全百日大
检查监督组发现，中石化广东湛江东兴公
司部分生产废水通过雨水系统直接外排，
另一下属公司湛江新中美公司擅自拆除
废水处理装置，污染物可通过阀门切换，
直接排入雨水沟。

“污水处理厂等治污设施形同虚设的
状况在全国并不少见。”全国人大代表宋
心仿说，出现这些情况，往往是部分企业
唯利是图，在当地政府的保护下肆意妄

为。一些地方政府抓环保是搞花架子和
面子工程。

——双管齐下治“低效”：环保投入须
成“硬约束”，加大执法力度“设红线”

一些代表委员建议，应尽快扭转环保
投入“低效症”，一方面要让环保投入成为

“硬约束”，更重要的一方面是要加大执法
力度，让造假者和地方保护主义不敢触碰
环保“红线”。

“当前治污的关键，就是要把环保投
入变成‘硬约束’。我国经济总量大，但环
保投入相对小，应提高环保投入占 GDP
的比例。”全国政协委员、环保部副部长吴
晓青说。

一些代表委员建议，未来10年，环保
投入占GDP比重至少要提高到2%，甚至
3%。“当前环保投入仍然不足。”全国人大代
表、山西潞宝新能源集团董事长韩长安认

为，我国发展这么快，环境污染治理如此
迫切，政府对环保的投入力度应该更大。

“更重要的事我们要保证这些投入都
发挥出最大的效益，这就需要我们加大环
境违法的执法力度。”全国人大代表、海南
大学校长李建保说，全国人大已经制定了
30多部环保法律，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法律
的执行和落实不到位。“必须严厉打击一
些地方包庇不法企业、在环评上弄虚作
假、在环测上暗箱操作、在信息公布上秘
而不宣的违法行为。必须通过环境执法
让地方政府和企业知道什么是不能触碰
的红线，这样才能保证污染永远被挡在外
面。” （新华社北京3月7日电）

——代表委员建议尽快扭转环保投入“低效症”

10年4万亿元，没换来“天蓝水甜”

左图 3月7日，何维委员在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针对2013年以来我国中东部地区发生的持续大规模灰
霾污染事件发言。他指出，防治灰霾污染已刻不容缓，重霾之下，连呼吸都不畅通，谈何幸福中国！他呼吁再不能以牺牲环境、人民身
体健康、民族长远利益的代价换来GDP一时的增长，全社会应同心协力，为子孙留下一片蔚蓝天空

右图 1月11日上午，北京天安门地区笼罩在雾霾中。1月11日8时发布的北京空气质量监测数据显示，北京全境PM2.5指数为
340到446，属六级严重污染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北京3月7日电（记者 安
蓓 罗沙 余晓洁）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
议7日在两会新闻中心举行记者会，全国
政协副主席、科技部部长万钢就“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的提问。

研发投入首次超万亿元
“加快建设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

向，产学研紧密结合的国家技术创新体系，
这是科技改革发展的第一号任务。”万钢说。

2012 年，我国全社会用于研究开发
活动的支出达 10240 亿元，占 GDP 的
1.97%。承担探月工程、天宫和神舟对接、
蛟龙探海等重大项目的科技集团，在完成
国家重大科研任务的同时把技术转化为
市场需要的产品，他们营业总收入70%左
右来自民品市场。

万钢说，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启动以来

累计新增产值已超过11000亿元。同时，
去年国家向中小企业创新基金投入40多
亿元，带动资本市场、银行、金融支持超过
1000多亿元。

高技术产品出口居世界第一
万钢说，在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

一系列政策支持下，2012 年我国高技术
产品出口居世界第一位，高新技术产业得
到快速发展。中关村、上海张江、武汉东
湖等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在探索科技体
制改革、产业发展、技术创新中取得很好
的成绩。去年全国 105 个高新区总收入
超过 16 万亿元，工业增加值占全国工业
增加值的13.6%。

激发科技人员创新激情
在回答关于科技管理体制改革的问

题时，万钢说，科技项目的设置要满足国
家未来发展的需求，要激发科技人员的创
新激情。我们简化了科技项目申请指南，
覆盖了更多科研人员的探索领域。

“我们所有的课题答辩都通过视频
进行，所有的过程都实现痕迹管理。光
这一项每年为科技人员节约的工作时间
就有 6 万个工作日，节约的旅行经费
7000 多万元，更重要的是增加了公开透
明度。”万钢说。

他说，科技人员从事科学研究，经费
拨付要及时。根据预算法的要求，科技部
从去年开始实行在年初先把当年应拨经
费的25%划拨到位，预算批准通过后1个
月就可以全部拨付到位。此外，科技部还
帮助科研人员管理、配置好经费，实行科
技报告制度，推动科学仪器设备的共享，
同时实现全社会科学技术信息化管理，营

造一个宽松、和谐、催人上进的创新环境，
真正实现创新驱动发展。

协同推进新能源汽车产业
在谈到新能源汽车发展时，万钢表

示，我国公交电动车的产业竞争力和运行
模式在世界上都是领先的，目前我国主要
从公共交通领域拉动电动汽车的发展。

万钢说，我国从2009年开始，首先在
公共交通领域推广应用新能源汽车。截
至去年，25 个城市有 2.78 万辆新能源汽
车，其中80%是公交车。预计到今年3月
底，新能源汽车将增加到3.98万辆。

他说，现在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最
大的难题是协同发展的问题。新能源汽
车的长远发展需要充电设施、顾客使用
环境、环保措施、产业发展政策的协同推
进。

科技部部长万钢就“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回答记者提问

我国研发投入首次超万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