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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和坚持是我履职的原则”

深圳商报 3 月 8 日讯（特派记者 彭琰）    拨通深圳的全国政协委员、

雅昌文化集团董事长万捷的电话，他正要下楼去接前来采访的记者。

一到北京，万捷就很忙碌。

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开幕前，万捷接到环保部的邀请参加座谈会，

共商环保对策。环保是万捷提案的“主打歌”之一，多年来耕耘于此，

在环保部官员那里，万捷算是对口的老面孔。

“你问我做委员的感受，我只有四个字：承担责任。”万捷在电话里说，

2008 年担任全国政协委员之初，委员头衔给人“荣誉”的感觉只一闪

而过，接下来就只有“责任”二字，伴随的则是直面问题时的忧虑，

还有撰写调研报告时的辛劳。

履职资料近200页，NGO是智囊团

半个月前联系采访事宜时，万捷的助理小杜给记者发来邮件，一份长

达 192 页的 PPT 文件展示了万捷履职的冰山一角。

资料收集了万捷在担任全国政协第十一届、十二届委员期间提出的部

分提案。数一数，9 年间其认为分量重的提案就有 32 件。今年万捷提

出 6 份提案，如其所言，环保和文化产业是他重拳出击的两大领域，

数量各占半壁江山。

一页一页地翻过，记者发现，万捷提案的特点是提案本身内容不长但

附件多。“提案本身内容 + 附件 1+ 附件 2+ 附件 3+ 附件 N”，成为

万捷提案的独特格式。因篇幅要求，提案内容本身力求精简，但为了

对有关情况的现状、涉及的概念以及相关法规进行补充说明，又用附

件形式加以详解。

作为文化产业领军企业的掌门，提案切中产业发展要害，算是万捷“碗

里的菜”。但是，对环保领域的一丝一缕，万捷是如何做到专业服人？

“NGO 是我的智囊团、亲友团。”万捷亮出了他的“王牌”。

在他看来，NGO（非政府组织）对完善社会治理有重大推动力，他本

人也是深圳市红树林湿地保护基金会的发起人。2005 年，万捷加入由

企业家组成的阿拉善生态环保组织。在这里，他认识了一大群关注中

国生态保护的志愿者和专家。从此，万捷的政协提案就与环保结缘。

“我们的提案不是看到什么提什么。”万捷委员说，“我们”是指自

己代表了NGO和行业专家，自己履职坚守“专业”和“坚持”两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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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O 里的专家长期从事环保研究，产生了诸多研究成果，这都为万捷

撰写提案提供了充足的“弹药”，而且能够源源不断更换“新货”。“我

们的提案不仅不会增加政府的负担，还可能从政府可能注意不到的角

度，为更有效解决实际问题提供思路。”万捷说，政府部门的专业能

力已经很强大，只有依靠专业的力量才能有底气，同时通过长期坚持

来显示诚意，得以和政府部门保持经常性互动。

“因为专业所以有信心，因为坚持所以能看到效果。”万捷说，有关“垃

圾分类处理”和“大气污染源监控”的提案坚持提了几年，得到了有

关部门的积极响应。

狙击鱼翅上桌，发“垃圾”照片庆生

万捷最“火”的提案，是为禁止鱼翅消费振臂一呼。

2011 年，万捷率先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提出《呼吁制定禁止鱼翅贸易法

规》的提案。“全国政协委员反对吃鱼翅”的消息，立刻引来国内外

媒体的广泛报道。

观察人士认为，作为社会精英的全国政协委员，能够公开站出来反对

鱼翅消费此类消费行为，带有突破性、示范性。同时，这一呼声也反

映了社会大众反对奢靡之风的意愿，因此大获点赞。次年，万捷联合

全国人大代表丁立国，分别通过政协会议和人大会议，呼吁“采取行

政管理手段禁止鱼翅消费”，再次得到社会热烈回应。

对这两份关注度较高的提案，万捷评价是：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社会

部分群体的招待习惯，但不能算其得意之作。他的注意力不在追求提

案的轰动效应，而在环保话题能够持续发力，在社会获得更多共识，

推动政府部门采取相应措施。

“过去搞环保比较艰苦，现在大家目标一致，推动环保也越来越正大

光明。”万捷认为，好环境就是老百姓的福利。从大气到饮用水，从

环境教育立法到环保企业的绿色金融，万捷关于环保的提案可谓“上

天入地”，遍扫环保领域多个角落。从“重点污染源信息全面公开”

到“重点污染源信息实时公开”，两份提案的两字之变，代表了万捷

对这一问题的 “死磕”。

“我有好几次生日，都是在全国政协的调研中度过。”万捷说，自己

50 岁生日那天在微博上发出的照片不是鲜花和礼物，而是画面一点都

不美观的垃圾。大寿当日，他和其他委员一起参加社区垃圾分类的调研。

要为“企业家精神”多喊几嗓子

有人把政协委员履职形象地描述成“说了就是做了”，意思是政协委

员主要就是要“发声”。除了提交提案、参加调研视察外，还要在各

种会议上参加讨论、发言。环保和文化是万捷提案的两大“招牌”，

但在参加全国政协双协商周座谈会和大会联组讨论的时候，作为民营

企业家，万捷一直在为“弘扬企业家精神”摇旗呐喊。

在他看来，年轻一代不愿意投身做实体，管理工厂千把人的吃喝拉撒

太麻烦，起早贪黑压力大又辛苦，很多“二代”不愿意接老一代的班，

年轻人更愿意做金融家、投资家，搞点短平快。老一代也觉得自己过

去辛苦，不愿意下一代再做这个行业，哪怕已经是优势企业。在万捷

眼里，这是一个让人担心的问题。

“收到 10 张名片，只有 1 张是做实体的，其他都是做投资做金融。”

万捷说，企业家需要组织能力、战略眼光、抗压能力，他们为社会创

造财富、解决就业、贡献税收，他们承担着责任、压力和风险。企业

家是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部分，振兴实体经济离不开倡导企业家精神，

万捷希望社会对企业家要多一些包容、赞美、鼓励。

总结自己十年委员路，万捷说，自己只是做了政协委员应该做的事，

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只有 10 分钟就要开始小组讨论了，先聊到这

里。”万捷说完，就挂断了电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