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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已出台的各地本地实施方案中，很多省份存在人为缩小参评企业范

围，比如仅对国控企业进行评价，而未将环保部办法中的其它类型企业，

省控，市控等企业，或者重点排污单位纳入评价范围；缩短公示日期，

从环保部办法中规定的 15 天，缩短为 7 天；本地实施方案中，未对

评价指标进行说明等。

分析：

形成“守信一路畅通，失信寸步难行”社会大格局是自十八大，三届，

四届全会以来中央对全社会层面诚信建设的规划，已出台多个指导意

见，环境领域信用建设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同时江苏省等

先行先试的地方对企业环境信用建设及其应用的效果也说明，企业环

境信用建设对于企业主动履行环境责任，改善环境质量有着积极的推

动作用。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应该从中央和环保部政策制定与督查，

各级地方政府和环保部门具体实施，社会监督，市场等多维度应用等

多个方面进行系统性改进。

建议：

为落实相关法规要求，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推动环境保护领

域诚信建设，

提议：

1. 环境保护部在总结各地实施经验基础上，广泛听取各界意见，对《企

业环境信用评价办法（试行）》进行修订，或者出台实施细则及指导

意见等，从顶层设计层面，提高企业环境信用评价的时效性，向实时

评价、实时公开、实时应用的方向推进。

2. 环境保护部在进行上述顶层设计时，应明确要求给出评价结果的环

保部门必须要公开每家参评企业评价结果的具体依据事实或数据，保

证评价过程和结果的公正、公开、透明。

3. 环境保护部在进行上述顶层设计时，应将参评企业范围与新《环境

保护法》，《企业事业单位环境信息公开办法》确定的“重点排污单位”

进行衔接，确保所有应强制参评的企业都能进入参评范围，保证机会

公平。

4. 环境保护部应对各省级环保部门进行督促，对于还没有制定本地实

施办法的，没有开始执行的，要尽快根据环保部的上述最新办法开始

准备启动；已经制定本地实施办法或开始实行的，应对本地办法进行

检查梳理，比如参评企业范围，评价周期，公示时间，公开具体评价等，

凡是在环保部办法基础上降低标准的，应该进行清理和修改，并鼓励

在环保部办法基础上先行先试更加有效、规范的做法。

5. 环境保护部应出台指导意见，鼓励社会环保组织依据政府及企业主

动公开的环境信息，依法参与监督企业环境信用评价及应用，并探索

社会第三方企业环境信用评价及应用工作。

提案四：关于抢救性保护十一处重要滨海湿地的提案

案由：

我国现有滨海湿地面积为 579.59 万公顷，占全国湿地总面积（8.01

亿亩，折合 5340 万公顷，2014 年国家林业局数据）的 10.85%。

与第一次湿地调查比较，滨海面积减少了 136.12 万公顷，减少率为

22.91%，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湿地减少率（8.82%）。目前，中国已

经损失了 53% 的温带滨海湿地、73% 的红树林和 80% 的珊瑚礁。

在我国所有类型湿地中，滨海湿地的保护更为急迫。

湿地保护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2015年4月25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中明

确提出：确保我国湿地面积不低于 8 亿亩（目前湿地面积 8.01 亿亩， 

2014 年国家林业局数据） ；扩大湿地等生态空间和湿地面积等。

问题：

1. 快速、大范围的围垦和填海造成滨海湿地面积急剧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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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满足快速城市化和经济建设对建设工业区、港口和其他基础设施

的需求，中国的滨海地区在快速、大范围地进行围垦和填海，如河北

曹妃甸工业园区一期工程完成围填海面积 2 万多公顷、天津滨海新区

围填面积约 2 万公顷（2010-2014 年）、江苏东台 - 如东的围填海

面积约4万公顷（近10年间）、宁波围填海达5万多公顷（2000年-2013

年）、连云港围垦滩涂面积 8 万公顷（截至 2012 年底），其它的滨

海地区也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围垦和填海造地，这些都直接导致滨海湿

地面积大幅度减少。

2. 滨海湿地围垦与填海造成的候鸟栖息地丧失，已经对迁徙水鸟构成

了直接威胁

在全球 9 条鸟类迁徙路线中，有 3 条经过中国境内，其中最重要的中

国滨海湿地迁徙路线（东亚 - 澳大利西亚迁徙路线）上的候鸟受威胁

程度高、种群数量减少快，此迁徙路线上的濒危水鸟物种数量几乎是

其他 8 条迁徙路线濒危水鸟种类的总和，有 27 种水鸟生存受到严重

威胁（包括勺嘴鹬、小青脚鹬、卷羽鹈鹕、中华凤头燕鸥、黑脸琵鹭

等濒危或极度濒危物种），其中 22 种主要栖息于中国滨海湿地，亟待

保护。例如，勺嘴鹬是目前世界上最濒危的鸟类之一，在春、秋季长

途迁徙中我国江苏盐城东台 - 如东沿海滩涂是勺嘴鹬最重要的中转停

歇地，它们在此停歇、补充食物，但随着滨海湿地的人为开发活动等

干扰造成大量的栖息地减少，如不采取合适的保护措施，勺嘴鹬很有

可能在接下来的 10 年内灭绝。

3. 滨海湿地是我国湿地保护的薄弱环节，存在明显的保护空缺

我国沿海纳入滨海湿地保护（包括自然保护区、湿地公园、保护小

区等保护类型）的面积约为 139 万公顷，与我国现有滨海湿地面积

579.59 万公顷相比，滨海湿地受法律保护的比例仅为 24%，明显低

于我国湿地的平均保护率（43.51%），仍有很多已达到国际重要湿地

标准的滨海湿地处于保护空缺状态。

4. 外来物种入侵造成滨海湿地严重退化

互花米草是滨海湿地的主要入侵种，2003 年已被列入首批外来入侵物

种名单，由于互花米草繁殖能力强、自然扩散速度极快，已扩展到渤

海湾以南的众多滩涂湿地，造成滨海湿地的严重退化。

分析：

根据生物多样性重要保护价值和保护空缺（尚未纳入到国家湿地保护

体系中）等分析，亟待保护的滨海湿地也是重要的水鸟栖息地包括河

北滦南湿地、天津滨海新区滨海湿地、江苏赣榆滩涂湿地、连云港滩

涂湿地、如东滩涂湿地、上海海湾镇海滩湿地、浙江杭州湾湿地、温

州湾湿地、辽宁丹东港周边海滨、辽宁盘锦南小河湿地、江苏东台沿

海滩涂，共 11 处湿地。

这 11 处湿地上栖息着极危的勺嘴鹬，濒危的小青脚鹬，易危的遗鸥、

黑嘴鸥、黄嘴白鹭、卷羽鹈鹕等，是这些鸟类迁徙中的重要停歇地，

但却仍是未受保护地，受到围垦、开采、建设开发、垃圾倾倒、污水

排放、互花米草入侵等威胁，急需进行抢救性保护。

建议：

2015 年 9 月 21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

体方案》，要求建立湿地保护制度，将所有湿地纳入保护范围，禁止

擅自征用占用国际重要湿地、国家重要湿地和湿地自然保护区。2015

年 10 月 29 日，中共中央发布十八大五中全会公报，首次提出了“构

建科学合理的自然岸线格局”的任务，并将自然岸线格局与城市化格局、

农业发展格局、生态安全格局并列。2016 年 11 月 30 日国务院办公

厅印发《湿地保护修复制度方案》，提出了“实行湿地面积总量管控，

到 2020 年，全国湿地面积不低于 8 亿亩，其中，自然湿地面积不低

于 7 亿亩，新增湿地面积 300 万亩，湿地保护率提高到 50% 以上”

等目标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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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问题分析和一系列的政策支持下，提出抢救性保护 11 处重要滨海湿

地的建议：

1. 在天津、河北、江苏、上海、浙江等地新建 8 个自然保护区，尽快

将尚未纳入保护体系的滨海湿地保护起来。

分别为：河北滦南湿地；天津滨海新区滨海湿地；江苏赣榆滩涂湿地、

连云港滩涂湿地、如东滩涂湿地；上海海湾镇海滩湿地；浙江杭州湾

湿地和温州湾湿地。将这些重要湿地纳入滨海湿地保护体系进行抢救

性保护。

2. 环保与林业部门扩大 3 个已建保护区的保护范围。

将辽宁丹东港周边海滨纳入辽宁鸭绿江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辽宁

盘锦南小河湿地纳入辽河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江苏东台沿海滩涂

纳入江苏盐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3. 国家林业局等主管部门，制订和实施滨海湿地保护专项工程。

将中国滨海湿地迁徙路线（即东亚 - 澳大利西亚迁徙路线）作为一个

整体进行保护，加大对迁飞路线上重要滨海湿地的保护与恢复的技术

指导和资金支持。除了上述所建议的 11 处新建和扩建自然保护区以外，

还应加强已有的滨海湿地保护区的能力建设，重点解决所存在的栖息

地破碎化和互花米草等外来物种入侵等迫切问题。

提案五：调整文物艺术品进境税率的提案

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保护工作指导意见》的建议

案由：

近年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文物保护工作高度重视，多次作出指示，

要求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加强国内文物保护、促进海外文物回流，扶

持文物市场发展，将文物搞“活”。2016 年 3 月，国务院印发《关于

进一步加强文物保护工作的指导意见》（国发〔2016〕17 号），明

确要求有关部门制定鼓励社会参与文物保护的政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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