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两会自拍杆

今年是“十四五”规划发展的关键
之年。经济社会发展，离不开优质的
营商环境；拥抱高质量发展，更离
不开全周期、全过程的营商环境的持
续优化。

作为一名政协委员和民企人，营
商环境一直是我关注的重点方向。我
认为，更好、更优质的营商环境，是实
现“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的基础。当前，新冠疫情导致经济整
体受到影响，营商环境打造得更好，
就能把各方的积极因素调动出来，把
民营企业的活力、动力充分挖掘出来，
对整个社会的高质量发展是有益的。

当前，中国的营商环境已经走
在了世界前列，中国政府很有作为，
把自己当成“店小二”，积极作为，过
去的“弹簧门”“玻璃门”“旋转门”
“卷帘门”现象，现在基本上得到了
改善。

但我也认为，我们的营商环境还
有很多可以改善、提升的空间。第一，
就是营商环境怎样一张蓝图绘到底，
一根线拉到底，让每一个企业不仅仅
在招商引资的时候，不管开业还是开
工，整个过程都要感觉到好。这需要
制度建设，需要“新官也理旧账”，要求
政策的持续性，整体的执行力都要到
位。第二，优化营商环境不是一朝一
夕，而是渗透在每个环节中。怎样让各
种细节，从工商登记、税务登记，到每个
系统性的执法和管理，都让人感觉到是
一盘棋，一张蓝图，而不是分成几个阶
段，招商阶段和之后阶段不一样。要让
企业安心发展，感觉定心而不是心慌。

营商环境一直是社会长期关注
讨论的话题，怎样进行制度化建设，
是一项重要课题。这次两会我也带来
了有关营商环境的提案。我与民营企
业和行业专家进行了多次交流，希望
提案能最大程度凝聚民营企业的普
遍心声。

春光无限好，奋进正当时。大会
已经拉开大幕，我将带着大家的心声，
为民生而呼，履职尽责，实干担当，不负
新的时代！

（本报记者 江跃中 整理）
张斌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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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凡”倾听劳动者心声

探索用药保障机制
促进提升科研水平

针对近年来电动自行车火灾和交通事

故频发的问题，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陈靖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建议，

加强电动自行车及锂离子蓄电池源头管理。

源头监管难、查处难
据报道，2019年，我国电动自行车完成

产量2700万辆，社会保有量世界第一。有数

据显示，2021年因交通工具电动助力车(三

轮车、自行车)火灾，以及交通工具以外的其

他各类场所蓄电池故障(热失控)原因发生的

火灾共17885起、死60人、伤222人、直接财

产损失19351.1万元。

陈靖调研了解到，目前仅上海全市电动

自行车保有量已超过1000万辆，近5年年均

上牌量为120万辆左右；电动自行车经营商

户3100余家。从上海市的执法实践来看，查

处经营性违法“拼、加、改”装锂电池行为是

当前打击的重点，但取证、查处难，即使发现

超标蓄电池，也存在违法行为难判定、案值

低等无法从严处罚等，导致电池非法改装、

以旧充新等违法行为难以禁绝。

增强生产标准约束力
陈靖分析，目前，电动自行车新国标明

确了产品的3C强制性认证，但只适用于整车

认证，不包括针对蓄电池的专门认证。电动

自行车用锂电池生产标准依据的是2019年

施行的《电动自行车用锂离子蓄电池国家标

准》，但这并不是强制性标准。

“电动自行车是市民出行的重要交通工

具，直接关系到社会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他呼吁尽快对《电动自行车

安全技术规范》（GB17761-2018）进行修

订，增加对锂离子蓄电池的过充保护和短

路保护要求以及车辆应当具备超速断电功

能的要求，改进产品设计，完善“防篡改”要

求，从技术上消除电动自行车违规改装改

造空间。

制定电动自行车用蓄电池的国家强制

性标准，整合已有的电动自行车用锂电池推

荐性标准（QB/T2947.3-2008、GB/T36972-

2018），修订为强制性标准，推动电动自行

车用锂电池充电标准、协议、接口的统一。

专项整治+产品升级
陈靖强调，聚焦生产和认证源头，开展

全国范围专项整治。

● 建议市场监管总局聚焦电动自行车

生产环节，组织开展全国范围内的专项整

治，重点强化电动自行车强制性产品认证管

理，加强对实施机构、生产和销售企业的监

督检查，确保产品一致性。

● 进一步完善认证规则，将蓄电池的过

充保护和短路保护等关键指标纳入认证要

求。对电动自行车用锂离子蓄电池强化质量

监督，加大监督抽查力度，严厉打击生产和销

售“三无”以及不合格产品的违法行为。

陈靖建议:疏堵结合，正视合理需求，鼓

励电动自行车及锂电池产品升级迭代，满足

多承载、长续航的现实需求;建立电动自行车

全链条、全流程、全生命周期闭环信息管理流

程:对电动自行车及蓄电池产品赋码，并与电

动自行车牌照信息绑定，逐步构建产品及运

行数字化追溯链，方便销售者和管理者对产

品信息一致性进行核验。 本报记者 屠瑜

针对电动自行车火灾和交通事故频发，全国人大代表陈靖提议

从源头把好锂电池生产和认证关

“李丰、闪闪，听说你俩合作提出了代表建议，啥内

容？说来听听。”

镜头外，曹可凡代表既是拍摄者，也是提问者。

李丰代表（右），来自上海熊猫

机械（集团）有限公司，是一位采购

经理。柴闪闪代表（左），来自中国

邮政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市邮区中

心，是一位邮件接发员。两位基层

代表，究竟提了啥建议？

全国人大代表 曹可凡 摄
本报记者 姚丽萍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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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罕见病防治
全国政协委员冯丹龙、吴焕淦积极建言

本报讯（记者 江跃中）建言献策推动

我国的罕见病防治，是在沪全国政协委员多

年来坚持不懈的履职行动。今年的全国两

会，又有两位在沪全国政协委员分别提案，

建议推进罕见病用药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建设，提升罕见病科研水平。

罕见病高值药品，纳入地
方的普惠型商业健康保险

“近年来，全国多地建立的普惠型健康

商业保险‘惠民保’，是基础性、普惠型民生

保障的措施之一。”在沪全国政协委员冯丹

龙认为，我国基本医保目录之外的高额医疗

费用，仍是重特大疾病、罕见病患者因病致

贫、因病返贫的重要原因，“惠民保”是国家

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外高额医药费用保障缺

口的重要补充。

● 2020年，共有23省82个地区179个

地市111款产品上线，累计超过4000万人参

保，保费收入50亿元。截至2021年5月，共

推出140款产品，覆盖26个省份，其中有64

款含罕见病药品，占44%，其中12款含国家

基本药品目录的罕见病高值药品。

“涵盖目录外的罕见病高值药品的惠民

保数量少，涵盖罕见病高值药品的产品，涵

盖药品品种数量、保险责任、理赔限额均有

所不同，远远不能满足罕见病患者药品费用

支出的需求。”冯丹龙建议，推进多层次医疗保

障体系建设，探索建立省级及以下的高值罕见

病药品用药保障机制——“因为我国34个省级

行政区经济水平不同、罕见病发病和患病情况

不同，高值罕见病药品的病种均为发/患病率或

患病人数极低的小病种（全国多为不足千名患

者），高值罕见病药品用药保障机制，适宜在

局部地区先行先试，逐步推广。”

冯丹龙提出，将罕见病高值药品纳入地

方的普惠型商业健康保险，积极探索目录外

的高值罕见病药品进入各地方的普惠型商

业健康保险。建立普惠型商业健康保险相

适应的长效工作机制，包括科学合理的宣传

机制，协商谈判机制，目录和药品管理机制，

赔付的一站式支付机制。探索定医院、定医

生、定药店、定流程等工作机制，避免患者垫

付药品费用，减轻患者负担。

完善顶层设计，推进罕见
病跨学科科研与产业发展

吴焕淦委员建议，进一步提升我国罕见

病科学研究水平，促进其转化发展。

吴焕淦在提案中指出，罕见病科研及产

业发展顶层设计不足，罕见病研究促进相关

工作参与方面较少。“罕见病不仅是医疗卫生

命题，也是社会科学命题。相关领域涉及卫

生经济学、法学、公共管理、医学教育等社会

科学学科。因此，有必要推进相关政策改革，

鼓励开展罕见病领域更多社科研究。”

吴焕淦表示，应完善顶层设计，推进罕

见病科研与产业发展。建议将罕见病作为上

海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重点方向之一，汇集发

改委、卫健委、医保局等多部门研究出台促进

我国罕见病医药领域发展的指导意见，力争将

上海打造成为罕见病医药科研、转化、医疗、

保障等方面的全国高地。

吴焕淦建议，联合相关部门共同推进罕

见病相关基础、临床科研发展，着力培养优

质科室与研究团队建设；设立小额专项基金

资助，鼓励医务人员和研究者从临床病例出

发，关注罕见病科研；鼓励采用学科交叉的

新方法、新模式对罕见病开展探索性研究；

加大对罕见病研究有所突破的团队和个人

的宣传；支持医疗机构对有潜在价值的新方

法、新药物及时转化。医保、民政等部门合

作着力在罕见病医保、立法、管理探索新的

模式与方法，助力相关决策推进；鼓励在罕

见病临床研究中运用社科方法，形成“医+社

科”的跨学科罕见病协作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