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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數據反腐推動從「不敢腐」到「不能腐」

一位新型智庫人的「提案人生」
從北京市朝陽區政協委員到北京市政協委員再到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國際城市發展研究院院長連玉明與

政協結緣已有十幾年。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專訪時，作為一家新型智庫的負責人，連玉明說政協對他的

人生成長至關重要，「我在政協發揮的作用可能有限，但政協很大程度促進了我個人成長。在北京市政協

履職的十年裡，連玉明每年都有十多件提案，先後提交了100多件，並連續9年獲得北京市政協年度優秀

提案，他笑稱自己的「提案人生」就是在政協履職的最真實寫照。「政協履職方式很多，但我認為，提案

是最重要、最公平的履職方式」。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記者 馬曉芳 北京報道

對於連玉明來說，政協履職與他的本
職工作息息相關。身為北京國際城

市發展研究院的院長，這一新型智庫的
帶頭人，連玉明和他的團隊每年都有很
多關係國計民生和城市發展等方面的課
題研究。因此之便，他會在課題研究的
同時做很多提案相關的調研，從而形成
提案，借助政協平台建言獻策。

履職十年提案過百
「政協委員要有前瞻性，要關心政治

的問題，大局的問題，長遠的問題，這
是政協委員的首要責任。」在北京市政
協履職的十年裡，連玉明每年有10多件
提案，先後提交了100多件，並連續9年
獲得年度優秀提案，還獲得兩屆提案突
出貢獻獎。據了解，北京市政協的提案
突出貢獻獎要求嚴格，需連續五年每年
都有優秀提案才能被評上。而今年剛到
十三屆全國政協履職的連玉明，也有10
件提案立案。
連玉明說，提案的重要特點，是強調

前瞻性和思想性，是政協委員履職最重
要的方式，也是最公平的方式。提案之
於政協委員有時候是一種訴求，一種思

想，「是為說得對，不是為說了算，是
一種思想的引領」。他說，委員的提案
就是想要把認為對的說出來，有的提案
不一定需要辦理。思想的潛移默化，是
提案的一個重要功能。

政協教自己三個「正」
在與政協平台十幾年的情緣裡，連玉

明認為，政協讓他明白了三個「正」：
發現問題用正面視角，分析問題用正向
思維，解決問題得出正能量的結論。
「政協能幫助一個人走上正道，對我的
引領啟發作用很大，給我很多思想上的
滋養。」
在連玉明看來，每年的兩會時間並不

是負擔，反倒是一個思想交鋒碰撞的機
會。在今年成為全國政協委員之後，連
玉明已經有兩個多月的時間用於政協會
議、調研等工作。在全國兩會開始前，
他還專門帶領自己的團隊，在北京郊區
封閉了一個禮拜，悉心籌備提案。「今
年到現在我已經參加了全國政協四次調
研，半年多時間已有兩個多月用於全國
政協的各項工作。但是我的工作與政協
是一脈相承的，所以這兩個多月很值

得。」

大膽發言發揮作用
「雖然我只是名普通委員，但於我看

來，政協卻是我的『本職』，不拿工資
的本職工作。正因為免費，因此才可以
更加超前和超脫。超脫，是因為不受利
益局限，正是超脫才能超前，發表言論
才更自由。」
連玉明曾寫過一篇文章，討論什麼樣

的提案才是好提案。「寫提案是基於什
麼？選題的標準和初衷是什麼？我覺得
一個好提案，最重要的是提案和時代緊
緊吻合，同時具備四個條件：黨和政府
關心，人民群眾關注，社會普遍存在，
迫切需要解決。滿足這些條件的提案才
能是好提案。」
「我所工作的單位是一個新型智庫，主

要是圍繞城市發展開展戰略性和政策性問題
的研究，這些研究恰是政協所關心的問題。
作為一個委員，我的責任就是把在政協的提
案和智庫研究有機統一起來。」
連玉明說，他明年的提案還會圍繞加快

鄉村振興法、傳統村落保護法和雄安新區歷
史文化遺產保護等立法問題提出建議。

個 人 簡 歷

加快立法保護歷史文化名城名鎮

連玉明，工學博士、教授。1987年畢業於山西大學法律系法學專業，法學學士。現任全國政協委員，北京
國際城市發展研究院院長。中國著名城市專家，北京市朝陽區政協副主席，貴陽市委、市政府首席戰略顧
問。兼任北京市人民政府專家諮詢委員會委員、北京市社會科學界聯合會副主席、京津冀協同發展研究基地
首席專家、基於大數據的城市科學研究北京市重點實驗室主任。研究領域為城市學、決策學和社會學。主要
代表作有《城市的覺醒》、《首都戰略定位》、《重新認識世界城市》等多部專著。2014年3月，連玉明赴
貴陽市掛職市長助理，兼任貴州大學貴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研究院院長、大數據戰略重點實驗室主任。他主
持研究2008年北京奧運會重大項目，是北京奧運功能區發展規劃首席規劃師，也是北京新機場臨空經濟區首
席戰略顧問。

談到鄉村振興時，連玉明非常動情地
說，在跟隨全國政協的調研過程中，看
到很多歷史文化遺產被大肆破壞，非常
痛心。
他說：「必須要加快立法。最好的保
護就是立法保護。通過立法以限制公
權，保護私權。鄉村振興戰略中最迫切
的工作是保護傳統村落。千萬不要借助
鄉村振興對傳統村落的歷史文化遺產造
成破壞。」
在全國政協之前召開的歷史文化名城
名鎮保護雙周座談會上，連玉明就指
出，歷史文化遺產保護很重要一個問題
是整體性保護，而歷史文化名城名鎮名
村整體性保護的矛盾在當前則顯現得更
加突出。

現行法律法規滯後
連玉明說，現行法律法規滯後於保護
實踐，嚴重制約對歷史文化名城名鎮名
村的整體性保護。
他建議，盡快把《歷史文化名城名鎮

名村保護法》提上國家立法議事日程，
同時加快《文物保護法》、《非物質文
化遺產法》的修訂，並盡快研究制定
《傳統村落保護法》，以此形成完整的
歷史文化遺產保護法律體系，提升立法
層級和法律約束力推動歷史文化名城名
鎮名村整體性保護。
「特別是在立法、修法過程中重點研

究新形勢下文化旅遊融合發展和實施鄉
村振興戰略中如何做好名城名鎮名村的
整體保護和活化利用，不要再以破壞遺
產為代價換取新一輪政績。」

加快北京東西城兩區合併
連玉明指出，要以加快首都功能核心

區（即西城區和東城區）行政區劃調整
為重大突破口，進一步推動北京老城整
體保護。北京老城整體保護具有很強的
代表性、指向性，對全國歷史文化名城
保護具有示範和表率作用。
「首都功能核心區是歷史文化名城保

護的重點地區，北京老城是中華文明的

金名片。這個地區不能再拆了、不能再
搬了、不能再佔了、不能再建了。當前
最突出的問題是定位不準、體制不順，
區劃分割、力量分散，政出多門，各自
為政，特別是保護功能弱化、管理權限
不夠。」
他指出，解決這一個難題的突破口就

是根據中央要求，加快東西城兩區合併
和行政區劃調整，設立由中央特別授權
的中央政務區，以此推動解決以下重點
問題。
他說，一是突出老城保護功能，退出
經濟發展功能，不能再以GDP、財政
收入作為核心區的指揮棒；二是提升區
域層級和管理保護權限，加大中央國家
機關、企事業單位以及部隊等對王府、
四合院長期佔用的騰退力度和傳統平房
區保護更新及活化利用，結合歷史經典
及園林綠地騰退、修繕和綜合整治，為
國事外交活動提供更多更優美環境和文
化品位的場所；三是結合設立中央政務
區，探索建立首都財政體制，為老城整

體保護提供資金保障。特別是抓住機構
改革的重大契機加快區劃調整，宜早不
宜遲。

超前謀劃雄安文化遺產保護
雄安新區規劃綱要已經由中共中央國

務院批覆並向社會公佈，雄安新區的歷
史文化遺產普查勘察工作已經完成。連
玉明指出，要超前謀劃和加緊制定雄安
新區歷史文化遺產特別是地下文物整體
保護的地方立法和政策體系。
他表示，要總結和吸取北京奧運會工

程建設和遺產保護的經驗教訓，確保不
因拆遷、建設特別是地下工程使歷史文
化遺產受到破壞。
「現在面臨的挑戰是拆遷工作和建設

工作即將開始。當務之急是盡快由全國
人大常委會授權河北省人大和國家有關
部門加緊研究制定雄安新區歷史文化遺
產保護條例及其實施細則和配套政策體
系，以立法引領和法治保障推動雄安新
區歷史文化遺產的保護和利用。」

——專訪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國際城市發展研究院院長連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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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北京新機場，從規劃、建設
到命名，一直是連玉明關注的問
題，也是他從北京市政協到全國政
協提案的重點。他在今年全國兩
會的提案中指出，北京新機場將在
2019年正式投入使用，在這一關鍵
時點上，給新機場命名成為當務之
急，也是推動北京新機場戰略轉型
的重要契機。他建議將北京新機場
命名為「北京雄安國際機場」。
連玉明指出，隨着雄安新區的設

立，北京「一核兩翼」的空間格局
逐步形成，構建起京津冀協同發展
的「新格局」。站在京津冀協同發
展新格局下重新審視北京新機場的
戰略定位，北京新機場在服務首都
的同時，更要側重於服務雄安新區
發展，服務京津冀世界級城市群建
設，從而與北京首都國際機場實現
錯位發展，共同形成支撐京津冀協
同發展的雙樞紐。
他表示，當前世界經濟政治格局

正在發生重大變化。世界的重心在
亞太地區，亞太的重心在東北亞，
東北亞的重心在環渤海，環渤海的
重心在京津冀。隨着北京新機場的
建成，以北京首都國際機場、北京
新機場、天津濱海國際機場為主體

的京津冀機場群將一舉成為東北亞區域最大的機場群。
北京新機場在立足東北亞的同時，還將面向西亞、東

歐、北非，服務於「一帶一路」戰略實施，將成為我國
融入世界格局的重要接入點，成為中國全面開放新格局
中的核心支撐點和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重要標誌。雄安
新區是新時代戰略大棋局中的關鍵一子，是北京「一核
兩翼」中的重要一翼，以北京雄安國際機場命名北京新
機場，更能體現中央的戰略意圖。
連玉明指出，此命名也更加符合北京新機場的戰略定

位，在京津冀發展新格局中更好地發揮北京新機場優化
發展、輻射帶動的作用，更好地服務於京津冀協同發
展，服務於大國首都戰略定位，服務於雄安新區規劃建
設。同時符合國際慣例和中國機場命名規則，兼顧北
京、河北兩地，也避免北京、河北名稱之爭。

2014年3月，連玉明以貴陽市長
助理身份掛職貴陽，並在貴陽創
建貴州大學貴陽創新驅動發展戰
略研究院和大數據戰略重點實驗
室，參與、見證和服務貴陽大數
據發展，這一團隊也為貴陽成為
「大數據之都」、「中國數谷」
立下不小功勞。其中最具代表性

的大數據創新實踐就是貴陽市委
市政府推動的「數據鐵籠」。
連玉明說，實現對所有行使

公權力的公職人員監察全覆蓋，
不僅要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
裡，更要把權力關進數據的籠子
裡，運用現代科技推動形成從
「不敢腐」到「不能腐」的有效
監督機制，以此促進和深化監察
體制改革，這正是建立和完善大
數據監察和技術反腐體系的題中
之義。
他說，「數據鐵籠」是以權力

運行和權力制約的信息化、數據
化、流程化和融合化為核心的自
組織系統工程，從根本上解決了
領導幹部和公職人員「不作為、
慢作為、亂作為」問題。「數據
鐵籠」強調以大數據技術為基
礎，實現權力流程數據化、權力

數據融合化和權力運行監察化，
通過全程採集記錄行政行為數
據，全面監控行政執法過程風
險，精編天網之「經」，密織天
網 之 「 緯 」 ， 塑 造 天 網 之
「籠」，把權力關進數據的籠子
裡，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實現
監察和反腐治理從「不敢腐」到
「不能腐」的飛躍。在今年全國
兩會上，他提交了《關於建立和
完善大數據監察和技術反腐體
系，進一步促進和深化監察體制
改革的建議》的提案，受到中紀
委、監察部高度關注。他建議，
大數據監察和技術反腐樹立開放
共享的治理理念，完善規範透明
的權力體系，築牢跨界融合的平
台支撐，確保持續改進的流程再
造，強化精準有效的風險控制，
實現多元監督的制度保障。

「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鄉村振興道路，
創新鄉村治理體系，實現鄉村善治是關
鍵。」連玉明指出，當前，鄉村治理主體
弱化、對象多元、道德失範、環境複雜。
黑惡勢力、宗族惡勢力蔓延，甚至部分農
村基層政權、基層組織出現黑惡化。非法
宗教活動和境外滲透活動高發，亂建廟
宇、濫塑宗教造像屢禁不絕，社會秩序受
到干擾和破壞。「這些問題，表面上看是
鄉村治理水平和能力的直接反映，本質上
是傳統農耕文明價值觀受到挑戰，文明鄉
風弱化，鄉村文化衰落的結果。」
連玉明說，鄉村治理與鄉村的歷史傳承
和文化傳統密不可分。不忘本來的同時更
要吸取城市文明和外來文化的優秀成果，
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才是鄉村善治
之根本。積極發揮新鄉賢作用，以新鄉賢
文化推進鄉村社會治理，為鄉村振興凝聚
更強大的正能量，是探索走城鄉融合發展
之路的重要突破口。
在今年全國兩會上，連玉明在提交的
《關於以新鄉賢文化推進鄉村社會治理，
助力鄉村振興戰略的建議》中說，以新鄉
賢文化挖掘、傳承和厚植鄉村社會蘊含的
道德規範和文明鄉風。創新幹部返鄉、市
民下鄉、能人回鄉、企業興鄉的「四鄉」
模式，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
體系。建立新鄉賢文化中心，讓現代賢達
人士回得去，有事幹，留得住，有奔頭。
在推動農村基礎設施提檔升級和持續改善
農村人居環境基礎上，要重點繁榮興盛鄉
村文化，煥發鄉風文明。要採取政府、社
會、鄉賢共建共管的新機制，形成鄉賢發
揮作用的新模式，探索建立城鄉融合發展
的新體制。

■■連玉明在連玉明在20182018年全國兩會上年全國兩會上。。 香港文匯報北京傳真香港文匯報北京傳真

■■連玉明在南京調研連玉明在南京調研。。
香港文匯報北京傳真香港文匯報北京傳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