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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法修正案草案提请审议

亲历者：沈志强
年龄：52岁
职务：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绿

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全国人大代表沈志强：

放活科研人才 促进创新驱动

两会亲历

“全国人大代表在不少人看来是一种
荣誉，但是在我看来却更是一种沉甸甸的
责任。人民日报那句‘你不称职，就意味着
人民的缺席；你的失语，就意味着人民的
沉默’说得真好。 使用好人民赋予我们的
权利，才能无愧于心。 ”提到今年两会，沈
志强感概万千。

“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
了我十分感兴趣的字眼：创新。 ”在沈志强
看来，创新需要人才，人才是第一竞争力。

“但现在人才大部分集中在科研院所
和高等院校。 从我关注的领域来看，现在
农业科技人才不足以支撑现代农业的发
展。大学生很少有人愿意从事农业生产经
营，都想去城市工作。 ”他说。

沈志强表示，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
明确提出，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和企业的
人才可以相互流动、相互兼职。“但这是今
年刚刚提出来的，对于‘兼职能不能兼薪，
应该不应该兼薪’还存有争议。 我个人认
为，应该兼薪，科技和经济深度融合，就应
该是科技人才和经济深度结合。这个在国
外是被鼓励的， 而我们现在政出多门，很
难协调一致，所以就弄得高等院校、科研
院所的一些科技人员，想发挥作用却无从
下手。 ”

“目前， 广东和湖北都有关于鼓励科
技创新的条例出台，比如以股权激励的形
式鼓励科技员兼职兼薪等。如果我们山东
没有类似的政策支持，我们的科技人员就
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山东的转调发展就
会略显乏力。”沈志强说，希望可以放活高
校、放活教授、放活科研单位、放活科研人
员，让创新的活力变成实实在在的质量和
效益。 （导报记者 戴岳）

目标写进报告 山东走在前列

煤电“超低排放”新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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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霾需要“又打又拉”

经济导报
ECONOMIC HERALD

山东方略 图说两会

老兰看两会

◆导报评论员 兰恒敏

元宵节期间，全国各地烟花燃放量降低不少。 据报道，今年北
京燃放量比去年减少 30%；直观感觉，济南烟花燃放量比去年至少
减少了 20%。 看来大家都被雾霾害惨了，自觉减少燃放量。

如果调查“两会”期间民众最（不带“之一”）关心什么问题，
估计“雾霾”最有可能当选。无论男女老幼，不管贫富贵贱，是人就
要喘气，无人能免雾霾的毒害。 雾霾是最大的全民公害，治霾是最
迫切的全民呼声。

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环境污染是民生之患、
民心之痛，要铁腕治理。 ”报告提出，今年二氧化碳排放强度要降
低 3.1%以上，化学需氧量、氨氮排放都要减少 2%左右，二氧化硫、
氮氧化物排放要分别减少 3%左右和 5%左右。“我们一定要严格
环境执法，对偷排偷放者出重拳，让其付出沉重的代价；对姑息纵
容者严问责，使其受到应有的处罚。 ”

让污染者付出沉重代价的职能落到新《环保法》的头上。民众
有两盼：一盼环保执法不折不扣，严刑峻法；二盼环保部新部长雷
厉风行，不负全面厚望。

有打还要有拉。 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
长贾康在其提案中建议，未来环境税收入归属和使用上应当更多
向地方政府倾斜，由地方政府承担更多的环境治理以及监督企业
减少污染排放的职责。

这个建议很好。 环境税收入和使用多向地方倾斜，地方就有
治污积极性。 地方污染，地方受害，地方政府本来就有天然的治污
需求；如果环境税更多向地方倾斜，使环境税的收入接近从污染企
业获得的所得税等收入，地方政府还会为保财政收入而对污染企
业睁只眼闭只眼吗？

也可以给予第三方治污“甜头”。 治污有规模效应问题，目前
许多企业环保设备普遍存在“建得起，用不起”的问题。 每个企业
都建设运营污水处理设备既不可能，也无必要。 应该充分发挥第
三方治污的专业治污能力，包括给予环保运营企业财政补贴、减免
税收、提高污水处理单位处理价格等，“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导报记者 王伟

被指为雾霾元凶的煤电行业，有望
踏入“超低排放时代”。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推动燃煤电厂
超低排放改造，促进重点区域煤炭消费
零增长。 超低排放，就是使煤炭燃烧后
达到与天然气燃烧后相当的排放标准。
这个两会上的“热词”，对于煤电企业来
说，其实并不陌生。

据了解，目前中国五大发电集团已
相继在东部发达地区部署超低排放战
略。 地处沿海地区的浙江、江苏、广东与
山东，在超低排放的改造探索中也走在
了前列。

分级改造

“我们的 5号机组已于去年 12月份
实现了超低排放， 烟气排放达到了天然
气机组标准。 ”5日，国电石横电厂生产技
术部主任魏小兵向经济导报记者透露。

2014年 9月 26日， 华能白杨河电
厂 6号机组烟气超低排放升级改造项目
通过环保竣工验收，山东首个烟气超低
排放示范工程取得成功。

据负责此项工程改造施工的山东国

舜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相关人士介绍，燃
煤机组经过改造后， 烟气排放可以达到
天然气机组标准， 即二氧化硫不超过
35mg/m3、氮氧化物不超过 50mg/m3、烟尘
不超过 ５mg/m3。

日前， 山东省环保厅副厅长谢锋表
示，要在全省积极推广燃煤机组（锅炉）
超低排放技术， 现役燃煤火电机组要按
照要求进行升级改造， 达到超低排放限
值要求； 城区和近郊燃煤供热锅炉要按
照第二时段标准限值配套治污设施，确
保稳定达标排放并安装在线监控装置；
农村地区燃煤锅炉应选用环保型锅炉和
低硫低灰分煤， 改变当前粗放的煤炭利
用方式。

成本不到“煤改气”一半

“在能源革命的大背景下，推行超低
排放技术， 实现煤炭的清洁利用势在必
行。”燃煤污染物减排国家工程实验室教

授、 山东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副院
长董勇认为。

实现超低排放需要的资金投入有多
大呢？ 董勇表示，相比传统技术，超低排
放最大的变化是，在颗粒物的减排上，往
往要在原有的设备末端增加湿式静电除
尘等设备，运行和投资费用都有所增加。

“不同容量、不同污染物排放水平及
新建/改造的燃煤机组，其超低排放改造
的投资成本及运行成本有所差别。 但是
总体来看，相比煤改气，超低排放的费用
更低，大约为煤改气成本的 4成左右。 ”
一名环保业内人士向导报记者透露。

另有业内人士测算，由于“煤改气”
受不同地区燃气价格不同的影响， 发电
成本亦有所不同。 与“超低排放”燃煤机
组相比，“煤改气”的发电成本增加在 0.2
元/千万时到 0.85元/千瓦时不等。

“在我国‘多煤、少气、贫油’的局面下，
单纯的 ‘煤改气’ 会使得能源安全面临挑
战。 ”浙江大学能源工程学系教授高翔说。

呼吁电价补贴

由于实施超低排放技术在一定程度
上增加了电力企业的生产成本， 导报记
者了解到， 企业普遍希望国家出台相应
政策，针对燃煤电厂烟气“超低排放环保
电价”给予补贴。

根据 2014年 4月出台的《燃煤发电
机组环保电价及环保设施运行监管办
法》，一台装机 100万千瓦、年发电量 50
亿千瓦时的燃煤发电机组， 若安装脱硫
脱硝除尘设施， 可享受环保电价加价每
千瓦时 2.7分钱； 如果正常运行该环保
设施并达标排放， 则每年可获得环保电
价款 1.35亿元； 如果其一年中有 20％的
时段超过规定排放限值 1倍及以上的，则
不仅要被没收超标时段环保电价款 2700
万元，还将面临最高 1.35亿元的罚款。

有电厂人士提议，如果能针对“超低
排放”的环保电价也出台相应补贴政策，
必将推动超低排放的应用， 从而实现企
业经济效益和社会环境效益双赢。

导报记者从山东省环保厅了解到，
山东也正在研究出台以奖代补、 电价补
贴、电量扶持等激励政策，以推动超低排
放的升级改造。

<<上接 A1版
高虎城表示，“这两场谈判按

照东亚峰会领导人的会晤， 以及我
们所设定的目标， 都要努力争取在
今年年底前结束谈判。同时，我们将
在中韩结束自贸区谈判并且在今年
签署的基础上， 进一步地推动和加
速中日韩自贸区建设的谈判。 ”

白明表示， 以前在中日韩自贸
区谈判上，日本一直积极性都不高。
鉴于从强势产业上日韩两国有很强
的相似性， 现在中国和韩国能就自
贸区建设达成一致， 对日本也形成
一定压力， 对中日韩自贸区谈判进
程会起到倒逼作用。

蓝图正逐步绘就

中澳达成高水平自贸协定，同
样备受瞩目。在白明看来，“如果中
澳可以协调一致了， 那么中欧自贸
也可以比照操作。 ”

但这并不意味着， 中澳自贸协
定“落地”后，中国与西方国家构建
自贸无障碍。“在自贸区的要求上，
澳大利亚有同欧美一致的地方，但

也有不一样的侧重面。 中澳之间更
多的是原材料方面的合作， 比如铁
矿石、羊毛等。中澳贸易是联动失衡
的，澳大利亚是我们的逆差国。 ”白
明表示。

不能否认的是， 与澳大利亚自
贸协定的达成， 不仅有助于中国更
深度地参与全球经济， 也展示了我
国“以我为主、由点到线、由线到
面”的自由贸易蓝图正逐步绘就。

在记者会上，高虎城介绍，按照
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 中美经过 9
轮谈判， 已经基本完成了投资协定
的谈判， 接下来进入交换负面清单
的阶段。 中欧之间的投资协定谈判
也已经进行了 4轮， 最近刚刚收到
欧方提出的谈判文本。 从时间节点
上来说， 中欧之间的谈判还没有开
启文本谈判。

2015年自贸区建设最重要的，
是我国和东盟自贸区的升级谈判，
“同时（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
关系协定谈判，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RCEP、俗称的“10+6”，即东盟、中
日韩、印度、澳新有 5个自贸协定、6
个国家参与的谈判。 ”高虎城表示。

高水平自贸促建开放新格局

两会内外

在我国“多煤、少气、贫油”的局面下，单纯
的“煤改气”会使得能源安全面临挑战。 推行超
低排放技术，实现煤炭的清洁利用势在必行

涉及重大利益调整
拟可召开听证会

据新华社电 ８ 日提交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审议的立法法修正案草
案规定， 法律案有关问题存在重大
意见分歧或者涉及利益关系重大调
整的，可以召开听证会，听取基层和
有关群体代表、 有关部门、 人民团
体、 社会组织和有关专家等方面的
意见。

专家指出， 听证会原本含义是
“听”，要有一个会议形式，主要是听
各方代表， 特别是相关证人的意见
建议，综合各方面意见之后，严格按
照程序适用法律， 作出一个相对公
正的决策或决定。（杨维汉 马勇）

人大与专家
要当立法“主角”

据新华社电 为了健全法律案起草机
制，发挥人大在立法中的引领作用，立法
法修正案草案增加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机
构可以提前参与有关方面的法律草案起
草工作；涉及综合性、全局性、基础性等事
项的法律草案，可以由有关的专门委员会
或者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组织起草。

北京大学教授姜明安认为， 这样规
定主要是想解决三个问题： 一是发挥人
大和人大常委会对立法的主导和组织协
调作用；二是防止部门利益法制化；三是
加强立法的民主性和科学性。

（杨维汉 张丽娜）

法院检察院
不能“二次立法”

据新华社电 目前， 司法解释经常
被诟病为“二次立法”，因此这次立法法
修正案草案规定：“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
人民检察院作出的属于审判、 检察工作
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解释， 应当主要针对
具体的法律条文， 并符合立法的目的、原
则和原意。 ”草案同时明确，最高人民法
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以外的审判机关和检
察机关，不得作出具体应用法律的解释。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朱景文
说：“司法解释有时可以起到弥补法律不
足的作用，但无论如何，司法解释不能突
破法律的规定， 对司法解释加以规范非
常必要。 ” （杨维汉 倪元锦）

明确“税收法定”原则
授权立法有期限

据新华社电 立法法修正案草案将
“税收”的专属立法权单列，并规定“税种的
开征、停征和税收征收管理的基本制度”只
能制定法律，即“税收法定”，税就不能说征
就征了。

对于授权立法，草案新增加规定，授权
决定应当明确授权的目的、事项、范围、期
限和被授权机关实施授权决定应当遵循的
原则等。草案同时规定，被授权机关应当在
授权期限届满的六个月以前， 向授权机关
报告授权决定实施的情况， 并提出是否需
要制定有关法律的意见；需要继续授权的，
可以提出相关意见， 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及其常务委员会决定。（杨维汉 罗宇凡）

会场点击

制图：小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