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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立废，有倒逼就有希望
2013年全国两会上的法制期待
本报深度记者 任鹏

呼之欲出的立法与修法

“建议山东立法对大型石化、
发电热电企业的污染排放进行更
严格的管控。长时间以来，因为这
几类企业贡献了大量财政收入和
GDP，监管就放松了。”2月21日，
省人大代表、烟台大学教授王全
杰对本报记者说。

1月29日，参加省两会的王全
杰把自己的一份议案拿给了烟建
集团技术学校校长于建友、德州
市夏津县县长才玉璞等多位省人
大代表，他们共同在这份议案上
签字，向省人大建议，尽快出台治
理雾霾的相关立法，改进大气污
染方面的法律。

其实，山东的大气立法相关
准备工作已经开始。省法制办法
制一处处长陈洪波此前接受本报
记者采访的时候曾表示，省环保
厅已经提出相关立法计划，对我
省实施12年之久的《山东省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
法>办法》进行修改，可行性调研
目前正在进行中，立法内容将包
括尾气排放标准、水污染、固体废
物污染等。

建议雾霾立法的不仅只有山
东的人大代表。广西政协委员唐
波也提出《关于预防雾霾天气的
提案》，建议加快清洁空气保护的
立法进程。

同样，山东的立法计划并不
孤独。在雾霾天气多发的这个冬
季，雾霾立法与修订大气污染法，
成了国内多个城市不约而同的普
遍动作，力度与速度前所未有。

在北京，应对有史以来持续
最久、爆发最严重的雾霾天气的
法规制定行动已经开始。号称最
严厉、最细致的《北京市大气污染
防治条例》进入征求意见程序，有
望年内出台。

在无锡，将“机动车船排气污
染防治条例”和“建筑扬尘污染防
治条例”两部法规列入五年立法

规划，防治大气污染。
甚至省级领导也注意到雾霾

立法的必要性。2月20日，陕西省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赵
正永在建设法治陕西工作座谈会
上强调，要把生态建设放在发展
的优先位置，应该为治理雾霾天
气专门立法，从源头上防止污染。

各地都如此积极、主动地立
法、修法，在3月初即将召开的全
国两会上，关于雾霾立法方面的
话题也并不会失去焦点。

如此预判在于现行法律修订
滞后的现实。记者了解到，1986年

《大气污染防治法》就已经出台，
但自2000年以来却一直没有重
新修订。据相关人士透露，2010
年，环保部将修订的《大气污染防
治法》草案提交给全国人大法制
办，但至今未列入立法计划。

“今年的两会，肯定会有更多
的代表呼吁这件事，很可能在今
年两会上将该法的修订列入计
划。”全国人大环资委法案室副主
任王凤春此前接受其他媒体采访
时表示。

试图改善的开始

如果不是持续出现的恶劣雾
霾天气，或者不是出门要戴起口
罩，在各自的城市里呼吸了十几
年、几十年好坏程度不同的空气
的人们，谁还会意识到天气状况
会对自己有如此严重的影响？更
不会像现在，开始认真关心城市
里每一天的空气污染指数。

“只有雾霾天气真正影响到
每一个人的健康，大家才会真正
去关注这个问题，并试图去改善
这一状况。”王全杰说。

“雾霾”甚至成为1月12日央
视《新闻联播》的头条，播出时间
几乎占到了全部节目三分之一的
时间。对一个问题如此重视，在

《新闻联播》中是少见的。
所以，当全国74个监测城市

中有33个城市的部分检测站点

数据显示空气质量呈现严重污
染、近七分之一国土面积被雾霾
笼罩后，无论是现实社会还是网
络空间，几乎形成了一种普遍的

“治理污染、反思经济发展与生活
方式”的共识。

而公众对通过立法改善空气
质量的期待从未如此强烈过。

1月29日上午，北京市人大
代表潘石屹在微博上表示，应尽
快出台空气清洁法案。在他发起
的 投 票 中 ，数 万 网 友 中 超 过
98 . 8%的人支持立法。

期待的同时便是质疑。政府
治理与监测的缺失成为质疑的对
象。而立法以及立法后的治理，通
常被认为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和手
段。西方国家出台专门的清洁空
气法案治理空气污染的做法，也
成了一种借鉴。

法律本身的不足也具备了修
改的条件。记者了解到，《大气污
染防治法》在2000年修订时，主要
是针对燃煤、二氧化硫和烟尘的
排放。此后13年间，工业化进程加
快，复合型大气污染问题突出，污
染物排放结构也早已发生了变
化，有必要进行修改。

山东省内的立法方面的专家
也向记者表示，2001年6月1日施
行的《山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
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办法》，部
分条款已经不足以应对今天日益
严峻的城市空气污染。

在被称为“议案大王”的王全
杰的印象中，从来没有哪一部法
律像雾霾立法这样，在短短的时
间内，就迅速转到了讨论立法的
环节。从雾霾天气出现，到社会与
公众反应强烈，再到各地准备雾
霾立法，这个过程非常快，甚至时
间短的，仅仅两三个月。

“无论是社会现实需求、还是
舆论影响，再加上法律本身存在
的修改需要，其实都是一种倒逼
的机制。这种机制起到了关键的
作用，使得立法进程加快了。”王
全杰对记者说。

“难啃的骨头”何时破冰

当然，倒逼机制未必总会起
到立竿见影的效果。有些制度的
立废，无论哪个层面的倒逼也难
以撬动。

第十、十一届全国人大代
表，重庆市律师协会会长韩德云
曾连续7次向全国人大提交建立
官员财产申报与公示制度的建
议，得到的答复只是“正在积极
开展工作”，“适时向全国人大提
出立法建议”，“结合实际对制度
设计进行了研究论证，并已经着
手起草建议稿”等，却迟迟未见
建议稿递交全国人大。

记者了解到，官员财产公开
最关键的是国家立法。立法完善
才能保证官员财产公开制度的
运行。但被看做能够预防和遏制
腐败的“财产申报法”却不知何
时纳入立法规划。

其实，从1987年开始，官员
财产申报与公开制度就在国内
首次提出。这一年，全国人大常
委会提出要研究是否建立领导
干部财产申报制度。到1994年，

“财产申报法”被正式列入全国
人大立法规划，但未能进入实际
立法程序。

这一制度“难产”25年，公众
更关注的不仅仅是申报，还包括
向社会公示、公开。

在过去的2012年，越来越多
集中被曝光的“表哥”、“房叔”
们，以及多位大学生申请官员工
资公开的行动，更是刺激了这一
话题，让舆论更积极地讨论制度
制定的时机是否成熟。

本报记者查询并统计了解
到，到2013年，全国至少有27个
市、县进行过官员财产公开制度
的试点。但很多试点最后不了了
之，几乎没有取得试点的探索、
借鉴作用，部分试点甚至退回到
了只申报不公开的程度，试点工
作完全流于形式。

2012年的最后一个月，广东
确定珠海横琴新区、南沙新区和
韶关始兴县三个县区作为试点，
再一次被公众寄予厚望。因此，
在这一届全国两会上，持续呼吁
的声音也许会更热烈。

与官员财产公开制度一样，
每年两会前后总要被拿出来说
一说的，还有劳动教养制度。两
个制度的立废问题，被看做是两
根“难啃的骨头”。

已经存在50多年的劳动教
养制度经过近 1 0 年的公开讨
论，改革或者废除已经成为一种
共识，并屡屡出现在数位全国人
大代表的议案和建议中。

记者了解到，尽管比较一致
的声音支持用立法方式进行改
革，全国人大常委会也连续两
届将《违法行为矫治法》列入立
法计划，但时至今日，这部法律
仍未能提请审议。

幸好关注的声音一直都
在，现实需要与舆论的倒逼一
直持续，两种制度的立废希望
总是存在的。

受推崇的“炮手”们

撇开官员群体，代表委员中
总有一群人以敢说敢言而受到
媒体的推崇，有些还“不按常理
出牌”，他们被称为两会“炮手”。
这于他们而言，是参政议政的第
一步，对公众而言，则是他们尽
到了为民代言的责任。

邓聿文说：“历年两会，有些
人大代表都‘放炮’，而相比往
年，今年的人大代表可能‘放炮’
的更多，发言更开放，因为环境
更宽松了，更活跃了，习近平也
在与民主党派座谈的时候讲了，

要讲真言，两会上不讲真言，还
等啥时候讲呢。”

全国人大代表钟南山和全
国政协委员葛剑雄已经是两会
上的老“炮手”了。就自己熟悉的
医疗领域，钟南山多年来在两会
上力陈其弊，抨击新医改方案，
指责医务工作者人文精神沦丧，
炮轰保健品市场乱象，许多问题
经他之口，在两会上引起高层重
视。今年两会上不知道钟南山又
会说什么，但毫无疑问，他不会
光是歌功颂德。

葛剑雄自从2008年成为十
一届全国政协常委之后，“葛大
炮”、“高龄愤青”、“犀利老顽童”
等名号就没有离开过。去年两会
上，他更是公开质问教育部长袁

贵仁，让其就2012年考研泄题事
件作出答复。除了纵论教育弊
端，葛剑雄还关注政治、民生领
域，所言同样大胆热辣，他相信
对政府的批评、监督，是补台而
非拆台。在新一届政协委员任期
内，葛剑雄肯定还会继续坚持自
己的风格。

代表委员并不是来两会“打
酱油的”，而那些因雷人雷语被
关注的代表委员也是少数，那是
议政能力不足的表现，只有代表
委员们勇于“开炮”，才能将相关
问题经由媒体传播后变成影响
更广的民众呼声，给决策者带来
压力，继而推动社会的进步。

公众希望两会上的“炮手”
越来越多，这样以来，两会的气

氛才会更加活跃。与此同时，民
众的民主意识也越来越强。庞胡
瑞注意到，已经有一些网民在两
会前一再要求代表委员为民代
言，比如著名调查记者王克勤在
微博上为“大爱清尘”公益项目
寻求代表委员的支持，李银河则
继续网上征集愿意递交同性婚
姻提案的人大代表。毕竟，两会
是全社会的政治盛宴。

许多跑两会的记者反映，在
两会上，政协会议更有“料”，相
对超脱的身份让政协委员往往
更敢言，更敢于“开炮”，提案也
更尖锐，这已经成为每年两会的
一道独特风景线。也许正因为
此，许多人对政协有着更高的期
待，期待他们的呼声成为社会进

步的巨大推动力。
袁隆平、厉以宁等人每年两

会上都有精彩的言论，庞胡瑞
说，许多政协委员都是各自领域
的翘楚，他们的发言既尖锐又有
一定的权威性，在两会上自然能
迅速形成舆论，并有效地扩展成
整个社会的舆论场，因此可以多
关注他们。

尽管我们不指望这些代表
委员们一定能给我们带来很有
改革性的看法和意见，但庞胡瑞
说：“只要他们能把意见传达上
去，反映上去，为民而呼，能在未
来的政策变革中起到哪怕一丁
点儿作用，我觉得这都是一种改
变。”而关注这些两会上的人，就
是关注我们自己。

在雾霾天气多发、严重
时近七分之一国土面积被
雾霾笼罩的1月过后，为雾
霾治理和清洁空气立法，成
了多个省份和城市不约而
同的普遍动作。

在现实和网络上形成
的“反思经济发展与生活方
式”的共识中，公众对通过
立法改善空气质量的期待
从来没有如此强烈过。立法
的响应也很及时：从突发雾
霾天气，到社会关注，再到
积极为立法做准备，很少有
一部法律的产生像雾霾立
法一样，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如此紧凑地进入立法环节。

这其中，现实需求、舆
论影响以及法律本身存在
的修改设立需要都是关键，
所有的倒逼都使得立法冲
动合情合理。

没有人能够忽视这种
倒逼机制的作用。

尽管官员财产公开制
度立法、劳动教养制度改革
或废除这类难以“破冰”的
法制呼吁了数年仍进展缓
慢，但有倒逼存在，就有希
望。

（上接B01版）

1月29日，一名游客在北京天安门城楼前。当日北京雾霾天持续，空气严重污染。(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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