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據北京市政協副秘書長、新聞發言人
宗朋介紹，聯合調研是北京市政協最有
特色的一項履職工作。他表示，圍繞某
個主題展開的聯合調研、協商議政，是
北京市政協每年的全局性重點工作之
一，業已成為北京市政協領全國風氣之
先、最具特色的一項工作。此項工作創
新，亦得到全國政協方面的關注與肯
定。
自2008年以來，北京市政協每年均就

事關首都科學發展全局的重大事項，精
選議題、精心組織，圍繞一個主題開展
聯合調研活動，取得豐碩的調研成果，

充分發揮了政協的整體優勢。調研啟動
後，政協積極集合各種資源，聯合開展
行動，再從調研報告精煉出建議案。全
國政協曾專門組成調研組，赴北京市政
協聽取北京市政協開展此項活動的情況
介紹，並圍繞聯合調研如何整合資源進
行履職展開深入研究。
宗朋指，2008年北京市政協聯合調研

的主題，是針對奧運風險防範評估工
作，對奧運會空氣質量保障、食品安
全、供應安全、旅遊安全等風險防範進
行全面評估，獲北京市委高度評價。而
2009年的調研題目，是應對國際金融危

機的擴內需、
保增長，促進
首都經濟平穩
較快發展。時
至2010年，調
研聚焦的，是
為北京市「十
二五」規劃建
言獻策。
值得一提的

是，在聯合
調研中，市
政協港澳台
僑委員會亦組織港澳委員開展調研，聽
取他們對推動首都科學發展的諍言良
策。

近日，政協北京市第十二屆委員會常務委員
會第三次會議舉行，審議通過《政協北京

市第十二屆委員會常務委員會關於首都城市發展
若干問題的建議》及調研報告。這是本屆北京市
政協首次開展的大規模聯合調研。北京市政協主
席吉林指出，圍繞首都城市發展開展聯合調研、
協商議政，是市政協今年上半年最為重要的一項
履職活動。

11課題組齊頭並進

吉林說，為促進首都城市發展中難題和瓶頸的
破解，新一屆北京市政協在開局之年，將圍繞首
都城市發展中的若干問題開展協商議政確立為今
年一項全局性重點工作，舉全政協之力，組織8
個專委會成立11個課題組，聯合各民主黨派市
委、市有關人民團體和社會科研機構，廣泛發動
各界委員和專家學者進行深入調查研究。
吉林表示，開展聯合調研是市政協的一個優良

傳統，多年來取得了豐富成果，要認真總結成績
和經驗，為今後工作提供參考和借鑒。今年調研
啟動後，調研組精心組織狠抓落實，深入基層實
地調研，廣泛聽取意見，提出了很多具有參考價
值的意見和建議，較好完成了調研任務。

調研履職凝聚力量

吉林說，推動首都城市科學發展，是一項艱巨
複雜的系統工程，特別是在當前城市快速發展的
今天。對於問題的成因與對策，各界都有自己的
看法。「我們要通過各種方式，如調查研究、視
察考察、座談研討等，進行前瞻性、系統性的分
析，引導社會各界在解決問題上克服分歧，達成
共識，為推動首都城市科學發展努力。只有形成
共識，才能凝聚力量；只有凝聚力量，才能解決
困難。」
吉林指出，自1月新一屆市政協領導班子正式

產生，至今已有近半年時間。展望下半年工作，
他說，要精心組織好各項重點專題調研，籌辦好
有關的研討論壇活動，努力創新政協工作的方式
方法，提高履職水平，積極促進首都的科學發
展。同時，要按照統一部署，開展好黨的群眾路
線教育實踐活動，力爭把市政協黨的建設提高到
新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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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政協大調研
迎難題益民生

獻治堵良策 倡公交優先
近年來，北京治理交通疏堵取得一定成效，但首都

交通系統仍面臨㠥巨大壓力。《建議》指，北京市應
全面發展公共交通，適當降低票價折扣補貼總量。還
建議進一步控制汽車的保有量和使用，徵收汽車擁堵
費、排污費等，徵收小汽車首次註冊費，將合法停車
位作為購車前提等。
《建議》提出，小汽車調控政策可由單一的「控制

增量」向「增量、存量雙控制」轉變，在逐步降低新
增速度的同時建立存量小汽車退出機制，力爭5至10年
內實現中心城小汽車零增長甚至負增長。同時，進一
步控制小汽車的保有量和使用，採取更為嚴格的小汽
車總量控制政策。《建議》亦呼籲全方位提升公交吸
引力，包括加快構建綜合換乘體系，推進公交信息化
建設等。
近來，關於北京公交地鐵將漲價的消息一度在坊間

流傳。《建議》認為，宜逐步調整、完善公共交通定

價機制，確保公共交通票價體現公益性、調節性與多
樣化。即在票價制定上要體現一定的營運成本，通過
票價整體水平的調整適當降低票價折扣補貼總量，優
化財政資源分配，為優先發展公交系統投入爭取更多
資金支持。同時，公交服務在面向的對象和服務品質
上，應具有多層次性和多樣性，因此票價亦應具備層
次性和多樣性，來維持多樣化公交服務的可持續發
展。

剛性需求大 負荷壓力重

北京市政協常委李曉松在會上表示，在一段時間內
人口過度向大城市集中，必然導致城市基礎設施和公
共服務難以跟上人口增長帶來的需求壓力。擔任北京
交通委員會副主任的她對交通問題感受深刻：「每輛
機動車停車面積平均約為30至40平方米，約500萬輛汽
車佔地達200平方公里左右，比北京市二環內的總面積

還大。從深層次看，我們
要以能源資源稟賦和生態
環境承載能力作為發展的
剛性約束，確定合理的人
口規模調控目標。」
數據顯示，目前北京交

通系統服務人口約為2,200
萬至2,400萬人，預計2020年很可能超過2,800萬人。如
維持交通正常運轉，公共交通需承擔約3,600萬至4,000
萬人次每日的客運量。
市政協常委權忠光認為，《建議》中應增加一條，

即「如何鼓勵和支持清潔能源汽車的消費和使用」。他
指出，在汽車保有量結構中，50萬以下中低檔車數量
居多。從未來的相對需求看，這部分需求量增長也最
快。如何用清潔能源汽車進行替代、在城區內大規模
推廣，需進一步探討。

全國政協原主席李瑞環曾指

出：政協不能立法，但是可以

立論。然而，沒有調查就沒有

發言權，立論之本，須以扎實

深入的調查研究為前提。為充

分運用好調研這一重要工具，

北京市政協領全國風氣之先，

創新開拓，連續六年開展聯合

大調研，為委員參政議政打造

出絕佳平台。

六年來，北京政協聯合調研已

形成自身鮮明的工作特色：一是

組建調研課題組時，廣邀各方面

的力量參與，力求充分發揮政協

的組織優勢和人才智力優勢；二

是注重發動委員中相關領域的專

家學者和有識之士參與，以切實

發揮好政協委員的主體作用；三

是調研不空談理論，而是走出會

議室，俯身各基層領域，以腳步

丈量民情。

與往年選題較為集中不同，北

京市政協今年將調研主題設定為

「首都城市發展中的若干問題」。

調研領域覆蓋到交通擁堵、大氣

污染、防災減災等方方面面，皆

是與民眾工作生活息息相關、社

會最為關切的命題，一條以民為本、接力

探索的調研主線貫穿始終。伴隨調研成果

出爐，新一屆北京市

政協務實為民的工作

思路亦已清晰可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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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大調研 履職有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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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委常委、常務副市長李士祥到
會聽取建議說明和委員發言後指出，北
京市政協充分發揮自身的智力密集、人
才薈萃的優勢，把握首都發展的階段性
特徵，圍繞首都目前發展遇到的重大問
題，進行了統籌系統的調查研究，對政
府工作很有幫助。市政府將借勢而為，
緊緊抓住成果的轉化，推動目前發展中
問題的解決。
李士祥表示，政協廣泛發動各界委員

和專家學者開展聯合調研，可以說是選
題準確、調研深入、建議實在、內涵豐
富。內容中既有全局性問題，也有遇到
的難點和焦點問題；既有發展的問題，
也有民生的問題；既有眼前的問題，也
有長遠的問題，對政府工作很有幫助，
對推動首都發展起到重要作用。
李士祥稱，市政府將緊緊抓住調研成

果的轉化，推動目前發展中問題的解
決，特別是重大問題的解決。會後，他
將向市政府主要領導匯報，積極研究這
份很有意義、很有分量的建議。

改善大氣質量是《建議》中引人矚目的一項
重要內容。北京市政協常委、市台聯副會長陳
軍建議，將內蒙古和山西等周邊省區納入京津
冀區域大氣污染聯防聯控體系，從而實現華北
大區域的聯防聯控，在更大範圍形成治理污染
的合力，同時要推進區域大氣污染防治法律、
規劃、標準和總量減排體系建設。
市政協常委權忠光也認為，實行聯防聯控是

治理大氣污染的重要措施，應將華北地區視為
一個整體，研究推行區域煤炭消費總量控制、
區域機動車保有量總量控制制度等。他亦表

示，建立區域環境合作發展基金，將發揮「區
域利益分享和補償機制」的作用，建議在評估
周邊城市高污染、高能耗的基礎上，以基金促
進其轉型發展，從而改善環境。
市政協常委、中共北京市東城區委書記楊柳

蔭指出，要立足標本兼治，站在戰略高度，看
待改善大氣質量的問題。如在源頭治理方面，
要處理與北京有密切關聯省區的污染源，加大
對大氣污染區域聯防聯控工作的力度，並要統
籌研究產業結構和佈局、能源結構調整等重大
政策措施。

■北京市政協主席吉林接受本刊記者採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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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政協常委李曉

松。 本報記者馬曉芳 攝

■北京市政協主席吉林（前排居中），市委常委、常

務副市長李士祥（前排居右），市政協副主席沈寶昌

（前排居左）等出席會議。 本報記者馬曉芳 攝

■北京市政協常委楊柳

蔭。 本報記者馬曉芳攝

■北京市政協副秘書長、

新聞發言人宗朋。

本報記者馬曉芳 攝

作為擁有2,000多萬常住人口的

特大型城市，人口、資源、環境

壓力步步迫近，北京在城市發展

中的諸多深層次問題亟待求解。

本屆北京市政協廣泛發動各方力

量，成立了11個課題組，展開首

次大規模聯合調研，探尋難題破

解之匙，從緩解交通擁堵、治理

大氣污染等方面提出30條具體建

議，全力助推科學發展、民生改

善。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

記者 何凡、馬曉芳、王由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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