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 李美玲　总裁办

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而延期的 2020 年全国两会，

于 5 月 21 日召开。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齐聚北京，

共商国是。雅昌文化集团董事长万捷当选全国政协委

员以来，积极建言献策、履行职责。作为文化产业的

代表，万捷委员始终关注文化艺术的传承和保护，推

动文化领域法律法规的完善；作为企业社会责任的积

极践行者，在督促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提升民众环保

意识等方面，万捷委员持续提交了多份有针对性、高

质量、有建设性的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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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捷委员今年的政协提案依然把关注点放在了艺术市场及文

物保护、环境保护等领域。有关艺术市场的提案为：将文物纳入

增值税法免税项目，促进文物回流，扩增文物供给；有关环境保

护的提案为：加强环境信息公开 促进疫后经济可持续发展、督

促地方生态环境部门履职发布水环境质量信息、完善环境信用修

复机制、加强有害垃圾（家庭源危险废物）分类管理。

始于热爱 源于责任

作为我国文化产业领域的领军人物，雅昌文化集团董事长万

捷对中国文化充满热爱。二十多年里，他积极为促进文化产业健

康有序发展建言献策；同时始终将加强生态环境建设、改善人类

生存环境视为己任，在每年的全国政协会议上提交了很多有价值

的提案。

雅昌文化集团董事长万捷，担任故宫文物保护基金会副理事

长、中国印刷技术协会副理事长、阿拉善 SEE 生态协会理事、

深圳市红树林湿地保护基金会发起人等社会公益职务。他认为，

一个企业家不仅仅是要为社会创造价值，更要担当起社会责任。

他所创立的雅昌，始终以“通过为人民艺术服务实现艺术为人民

服务”为宗旨，传承优秀艺术文化，提升和传播艺术价值，融科

技之力，传艺术之美。雅昌肩负着弘扬、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责

任和使命，为国家的重大项目提供了最优质的印刷服务和品质保

障，为中国艺术品市场交易、艺术管理、艺术教育等运行和发展

提供数据服务和互联网推广，在海外赢得了无数的荣誉，是中国

面向世界的重要文化名片。

万捷委员始终将社会责任扛在肩头，他说，“提案虽然只有

几页纸，但自己却为其跑了上万公里，深入基层一线，开展调研，

收集社情民意。撰写的提案是自己和一个行业、一个团队共同努

力的结果”。这是一个企业家的担当。自担任政协委员以来，万

捷先后递交提案 54 件，其中环保类有 27 件，占到总提案的“半

壁江山”，涉及大气污染、垃圾分类、地表水保护、环境法改进

等内容；文化艺术类有 20 件之多，为解决行业存在的问题提出

建设性意见，推动文化艺术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播撒生态文明的种子，夯实文化发展的基石——万捷委员将

对祖国的热爱投注到创造更美好未来的行动里，矢志不渝地在履

职的道路上砥砺前行。

推进健全文化保护机制  助力文化产业繁荣兴盛

作为新闻出版界的代表，万捷委员在文化艺术行业奋斗了

二十多年，他越来越认识到保护文化、传播文化，促进文化艺术

市场的机制运作、法律法规的不断完善，对国民、对社会、对国

家的重要意义。

万捷每年都会在全国两会上就“传承、保护和弘扬优秀文化，

健全文化保护机制，推动文化产业发展和繁荣”等方面建言献策。

2008 年，万捷委员首次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提议制定、细化文

化产业发展所需的各项政策。2009 年，他建议科技部门和文化

部门要加大对文化产业和 IT 业的扶持力度。2010 年他建议政府

鼓励和支持有能力的民营文化企业收购和兼并国外的文化企业，

打造众多龙头文化企业。 2011 年他建议全面系统修订《著作权法》

的提案，将滞后的《著作权法》全面修订工作尽快纳入全国人大

常委会的立法工作规划。2012 年，万捷委员提交了三个与文化

艺术行业相关的提案：扶持画廊行业发展，引导拍卖行业健康发

展，充分调动社会资源全面参与推动文化事业持续发展。2013 年，

他建议将每年 4 月设立为“版权保护月”，依据《著作权法》，

集中宣传版权法律法规，打击侵权盗版，保护相关权利人利益。

2014 年，他建议通过数字化手段加强书画艺术品的版权保护；

针对网络拍卖市场不统一、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等问题，希望相

关部门“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网络拍卖规则，实行统一的市场监

管”。2015 年，他建议修改《拍卖法》；2016 年、2017 年、

2018 年、2019 年，万捷委员针对降低艺术品市场税负、调整文

物艺术品进境税率等方面进行了集中提案。

今年，万捷委员针对艺术交易市场的一项提案，是建议文物

纳入增值税法免税项目，促进文物回流，扩增文物供给，推动艺

术市场的健康运行、艺术资源的有序传承。针对文物回流的高关

税，万捷认为回流文物作为历史上因各种遭遇而流散海外的中国

文化遗产，本质上是“失物回归”，不应征税；应扩大《中华人

民共和国增值税法 ( 征求意见稿 )》中文物涵盖范围；个人收藏

的文物进境销售时，应按“自己使用过的物品”对待，在进口环

节免征增值税；对原产于中国的文物艺术品予以零税率，鼓励流

失海外的文物“早日回家”。（《关于将文物纳入增值税法免税

项目，促进文物回流，扩增文物供给的建议》）

11 年“聚焦”环保问题   致力推动生态环境建设

万捷委员关注生态环境的治理和保护，他先后有 27 件有关

环保的提案，并在工作生活中身体力行。他担任阿拉善 SEE 理

事，是深圳市红树林湿地保护基金会的发起者；自 2010 年开

始，他就带领雅昌文化集团推行垃圾分类，连续多年获得“五

星级企业公民”的荣誉称号。雅昌的生产制造工厂是全世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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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的环保车间，并开展多个环保治理项目，通过 ISO9000 与

ISO14000 体系认证，被评为“低碳环保榜样企业”。

在 2010 年、2011 年、2012 年的全国“两会”上，万捷委

员就曾经提出《在全国推广垃圾分类的提案》《关于切实推动

城市生活垃圾源头分类减量的提案》《关于切实推动资源回收

及再生产业（静脉产业）发展的提案》，得到众多委员的响应。

其中，推动城市生活垃圾源头分类减量提案被列入推荐重点提

案办理的列表，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 2013 年，万捷委员对

于环保议题的关注更为广泛，涉及重点污染源信息的全面公开、

保护野生动物和生物多样性资源、遏制过度包装现象，为环保

公益事业奔走呼吁。 2014 年，万捷委员继续关注环境信息全

面公开，并对《环境保护法修正案》中关于环境公益诉讼主体

资格的问题提出改进建议，明确界定主体资格，有效地指导司

法操作，通过立法真正推动中国的环境保护事业。 2015 年，

他提出《加强西部地区工业污染防治工作、推进环境容量测算

核定工作》的提案；2016 年，2017、2018 年及 2019 年，万

捷委员继续关注环境信息公开，在落实《大气法》、公开饮用

水源地水质信息以及推进国家环境教育立法方面均有提案。今

年，万捷委员仍旧持续关注环保，他提出了 4 项关于大自然生

态环境保护的提案，涉及污染治理以及垃圾分类，尤其是前两

项，是对历年提案的深入追踪。

在当前经济下行和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双重压力下，恢复

社会生产力和经济发展无疑是今年最重要的任务，2020 年也是

三年蓝天保卫战和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收官之年，但部分地区未

按照重点排污单位信息公开要求公开污染源自动监测数据；重

点排污单位自动监测联网数据未全面向社会公开，不利于公众

监督。万捷委员建议，要督促相关地区落实重点排污单位自动

监测数据实时公开要求；推广污染源自动监测数据实时全面公

开地区的实践经验，切实推动落实重点排污单位自动监测信息

公开。（《关于加强环境信息公开 促进疫后经济可持续发展》）

针对水污染问题，万捷表示因为信息公开理念滞后，权责履

行不对等，缺乏清晰明确的信息发布规范，监督和考核机制不健

全，对基层生态环境部门信息公开工作的扶持力度不足等原因，

导致多地年度环境状况公报未完整公开各类水体水质信息，公开

2020 年 5 月，万捷委员实地调研垃圾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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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容也详略差异很大；公开的信息中关键要素缺失，投入巨资

打造的水环境监测体系所产出的信息绝大部分未向公众公开；信

息混杂、检索无效、更新滞后、链接失效、删除往期报告现象十

分常见。万捷建议：一是要求派出机构、各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限时自查网站水质信息发布情况，依法发布水质监测结果和年度

环境状况；二是尽快制定环境质量信息公开清单和水环境质量信

息发布细则；三要完善环境质量信息公开问责机制；四要加大对

基层生态环境部门信息公开工作的指导和扶持力度。值得欣慰的

是，在万捷委员等人的持续数年努力下，企业环境信息公开在不

断通过立法一步步法制化和系统化。（《关于督促地方生态环境

部门履职发布水环境质量信息的提案》）

信用修复制度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一个重要机制，万捷

表示，我国环境信用修复机制尚未建立，导致企业环境信用没

有建立从失信记录产生到修复的全周期闭环管理，绿色金融等

信用应用会出现很多“误伤”，信用结果调整不及时则会影响

整个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效率；目前环境信用修复缺乏立法及规

章支持；实践中监管部门重视处罚，轻视整改监督；“信用中国”

等明确的信用修复规定存在不合理之处。为改进环境信用修复

机制，推动环境保护领域诚信建设，他建议：加强环保处罚及

信用法规建设；全面严格执法并提高效率，加强监督；加强环

境信用修复的严肃性、权威性、公开性。（《关于完善环境信

用修复机制的提案》）

有害垃圾属于家庭源危险废物，对人体健康和环境具有直

接或潜在危害。但由于现行国家政策对有害垃圾尚缺乏明确一

致的科学认定；重点城市在贯彻落实《实施方案》时对有害垃

圾的管理效果有待提高；小区居民及基层社区干部缺乏对生活

有害垃圾的基本科学知识，存在较多认识盲点和误区，导致当

前在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城市中，未能形成社区与危废企业的接

口、单独处理的闭合链条，导致大量有害垃圾依然混入其他生

活垃圾中，危害自然环境与人类生活。为此万捷委员建议，构

建科学的家庭源危险废物管理制度；坚持《实施方案》基本要求，

明确并落实地方政府部门与生产者管理责任；开展有害垃圾分

类管理的全民科普宣传教育活动。（《关于加强有害垃圾（家

庭源危险废物）分类管理的提案》）

2011 年 3 月全国政协会议上提出的“垃圾分类”议案被列入全国政协和国务院重点督办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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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二十年来，我国文物流通市场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迅速壮大，占

据全球文物拍卖市场主导地位，文物价格攀升，吸引众多流散海外珍

贵文物回归祖国。然而，依照当前政策规定，当文物以行邮方式进境时，

依据《进境物品进口税税率表》须缴纳 20% 进口税；当文物以货物

方式进口时，除须缴纳 0%-6% 不等的关税外，还须缴纳 13% 的进口

环节增值税。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不完全统计， 1840-1949 年的一百年间，我

国大量文物艺术品因各种原因流散海外。在全世界 47 个国家、218

个博物馆中，中国文物艺术品数量达 167 万件，而海外民间藏中国文

物艺术品数量是馆藏的 10 倍之多。然而进口环节的高税率成为文物

回流的重要障碍，造成了文物“有家难回”、文物市场衰退、国际竞

争不公等不良后果，成为文物回流的障碍。

▶▷全国政协委员万捷：

将文物纳入免税项目  
让文物不再“有家难回”

文 / 李美玲　总裁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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