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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两会，推广电子发票、减少能源浪

费，成为委员们关注的焦点。

对此，两会委员、苏宁控股集团董事长张

近东在《加快推进电子发票报销入账》的提案

中建议，优先从法律、制度层面解决电子发票

的合法效力问题，确立电子发票作为合法入

账凭证的法律地位，进而推进电子发票在全

国范围普及。

报销入账难，阻碍电子发票推广

2013年年底，国家正式启动电子发票的

落地试点工作，至今已覆盖全国22个城市，

10余家重点企业。

从试点情况来看，电子发票在维护数据

安全、节约成本以及环保等方面都发挥了预

期作用。不过与此同时，电子发票在推广中

遇到的瓶颈也十分明显。

张近东认为，全国推行电子发票，在互联网

零售高速发展的今天意义深远。扫清全面推广

电子发票的障碍，首先要解决电子发票报销、入

账的难题。需要国家从法律层面重新定义电子

发票、监管部门出台配套政策措施扶持。

加速电子发票立法，政策提升企业积极性
张近东介绍说，作为国家发改委等八部

委在全国选定的电子发票试点项目的承办单

位，苏宁于2012年8月启动电子发票试点项

目。苏宁在实际的电子发票试点中，逐渐认

识到对消费者而言，电子发票有助于消费者

在网购过程中更加轻松地保存、查询在线交

易信息，并能实现更低成本的维权凭证保障。

从2014年8月江苏首张电子发票通过苏

宁易购诞生以来，苏宁系统已经累计开出了

1200万张电子发票，而苏宁门店也是唯一一

家能够开具电子发票的零售企业。更重要的

是，苏宁已经与中国人保完成了平台对接，

2014年9月18日，苏宁开出了首张可以报销

入账的电子发票。

解决电子发票“入账报销难”，全国政协委员呼吁推进立法

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副主席傅惠

民介绍，我国志愿服务工作经过几十年的

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特别是在大型赛

事、应急救援、扶贫帮困、社区服务等领

域，处处可见志愿者的身影。但是通过调

研我们也了解到，当前志愿服务工作还存

在以下问题：一是社会参与志愿服务的程

度不高，我国只有不到 10%的人口注册参

与志愿服务，与发达国家 50%左右的人口

注册率相比，存在较大差距，而且已注册

的志愿者经常参与志愿服务活动的比例

也不高。

他分析认为，主要原因包括：全国性立法

缺失，虽然部分省市制定出台了指导志愿服

务工作的地方性法规，但全国性的志愿服务

法律法规持续多年“难产”；管理体制不顺，对

政府的角色和定位缺乏规范，有关主体的职

责关系不够明晰；财政资金和社会捐助支持

志愿服务的保障机制不够健全；对志愿者的

激励机制也亟待完善。

市场星报、安徽财经网特派记者 俞宝强 沈娟娟 祝亮

昨日上午，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三
次全体会议，多名政协委员就有关议题作大会发言。

踩点时间：3月10日 8:00-11:00
踩点坐标：人民大会堂
踩点话题：社会民生
踩点对象：全国政协委员、农工党江西省主委、江西省政协副主席郑小燕；全国政协委员、

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卞晋平；全国政协委员、民盟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委、广西社
会主义学院院长刘慕仁；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办教育协会副会长、吉林华桥外国语学院院长
秦和；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副主席傅惠民

之社会民生篇

部分慢性病患者没必要去三甲医院
委员呼吁:“社区接得住、医院舍得放”

全国政协委员、农工党江西省主委、江西省政协副主席郑小

燕表示，当下，城市社区医院患者就诊量不饱和，而城市大医院人

满为患，据她和她的团队调研结果，在三甲医院门诊中，半数以上

病人是慢性病患者，其中又有一部分患者病情稳定，只需开药维

持常规治疗。

她建议，通过以慢性病防治为切入点，建立分级诊疗制度，引导

群众科学有序就医，强化对慢性病诊治的规范管理，既能有效降低

其并发症的发生，提高病人生存质量，又可节省

医药、医保费用支出，并将大大缓解大医院接诊

压力，根本改善看病难的局面，实现“社区接得

住、医院舍得放、群众愿意去”，为逐步扩大到常

见病、多发病进社区，最终实现社区首诊的医疗

改革打下坚实基础。

郑小燕：三甲医院门诊中
半数以上病人是慢性病患者
人物名片：全国政协委员、农工党江西省主委、江西省政协副主席

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卞晋平表

示，当前在传统村落保护方面，依然存在诸多让人忧虑的情况。

“首先，一些地方人为损毁传统村落的态势尚未得到遏制。

比如，去年初，江南某市为搞开发区就突击拆毁了一处具有800多

年历史、1000多户人家的古村落。再如，北方某县一个市级文物

保护单位、拥有明清时期院落古宅六七十处的古村落，数年前被

以开采煤矿为由强制拆除。以上强拆古村落事件，有一个共同现

象，就是当地村民都曾呼吁阻拆，而他们的声音最终未受重视。”

“其次，担忧国家关于保护传统村落的精神能否确保落实。

去年4月,国家四部委发布的《关于切实加强中国传统村落保护的

指导意见》，是非常适时和重要的。但现在很多事情不是没有好

的制度与政策，而是相关机构的不作为，致使不少好的制度和政

策形同虚设。比如，不久前,面对某环保局对企业违规污染行为

的不作为，当地检察院无奈之下只得将其告上法庭；再比如，某省

境内曾存在多个病死猪屠宰场,有的经营竟然长达10年之久。周

边居民屡屡举报但均无效果。”

他希望，这种现象在保护传统村落问题上不会重现。

卞晋平：
人为损毁传统村落依然存在
人物名片：
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

全国政协委员、民盟广西壮族自治区主

委、广西社会主义学院院长刘慕仁表示，目前

我国已经步入城镇化发展的“快车道”，根据

《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2006—2020

年）》，至2020年，新增建设占用耕地的控制

面积为4500万亩。按照每征收1亩土地伴随

1.5个失地农民计算，届时将增加6750万失地

农民。据国土资源部年度统计公报，2010—

2012年的三年间，建设占用耕地面积已达到

1086.45万亩。

他建议，我国应推动失地农民逐步纳入

城镇居民社会保障体系，与城镇居民享有同

等条件的社会保障是失地农民得以在城市生

存，并实现“人”的城镇化的制度基础。“一是

建立保障范围的梯度推进机制，将养老保险

和最低生活保障作为首要保障，符合条件的

失地农民直接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二是

建立保障水平的梯度提升机制，随着经济的

发展逐步提高保障标准。三是建立资金来源

渠道多元化的机制，如包括土地有偿使用收

益、土地征收时的农民安置补助费、集体经济

组织和失地农民个人缴纳等渠道。”

刘慕仁：到2020年，将增加6750万失地农民
人物名片：全国政协委员、民盟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委、广西社会主义学院院长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办教育

协会副会长、吉林华桥外国语学院

院长秦和谈到，在新的历史起点

上，民办教育面临大好机遇，同时

也遭遇“玻璃门”、“弹簧门”、“旋转

门”，迈不开步子。

“当前，民办学校教师社会保

障待遇明显不如公办教师，有的地

区在落户、职称评聘等方面对民

办学校教师有诸多限制，超过300多万民办

学校教职工对未来缺乏稳定预期，同等条件

下倾向于在公办学校从教，无形中加大民办

学校选聘教师成本。对此已呼吁多年，一些

地方进行了积极探索，但国家制度层面始终

悬而未决。当前，社会组织登记制度、养老

保险制度、户籍制度正加快推进，应把握契

机，下决心把这一问题解决到位，在制度上实

现突破。”

秦和：民办学校教职工对未来缺乏稳定预期
人物名片：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办教育协会副会长、吉林华桥外国语学院院长

傅惠民：我国只有不到10%的人口注册参与志愿服务
人物名片：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副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