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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及案号

关于“十四五”时期加强巩固我国西部地区脱贫成果
的提案（2318号）

关于支持民营企业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提案
（2579号）

关于建立国家战略物资储备制度以提高国家应对生物安全、
地质灾害等各类风险能力的提案（2598号）

关于制定中等收入群体倍增计划的提案（3901号）

关于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建设的提案（0293号）

关于更好发挥政府性融资担保作用的提案（1397号）

关于降低民间借贷利率上限的提案（4200号）

关于从国家层面协调建立三江源流域生态补偿机制
的提案（0761号）

关于在重大决策部署中重新定位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
的提案（1458号）

关于推进建立自然资源资产数据共享平台的提案（2539号）

关于加强农村贫困边缘户保障建立返贫防控长效机制
的提案（0039号）

关于加快农业标准化建设，提升农业综合经济效益
的提案（0848号）

关于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提案（2546号）

关于进一步完善林木良种苗木培育及使用补贴政策
的提案（3774号）

关于推动人工智能与工业制造深度融合的提案（0557号）

关于延伸京港高铁至澳门，建设京港澳高铁的提案（0714号）

关于发挥工业大数据和工业互联网在数字基建中的
战略核心支撑作用的提案（0749号）

关于进一步优化高铁服务质量的提案（0817号）

关于更大力度开放无人机低空空域的提案（1665号）

关于鼓励市场力量参与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的提案（0375号）

关于推动城市住房租赁市场健康发展的提案（0577号）

关于加快推动境外民营企业建立合规管理体系的提案（3568号）

关于推动对外贸易稳定发展的提案（3616号）

关于加快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跨境物流产业发展的
提案（4174号）

关于提升企业话语权，营造良好知识产权保护环境
的提案（974号）

关于加快全面落实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意见的提案（1348号）

关于加强自由探索性研究，推动创新驱动发展的提案（2439号）

关于科技助力健康，推进长效抗菌功能性纸张在视障人士、
学龄前儿童及老年人图书应用的提案（2898号）

关于强化2022北京冬奥科技和教育遗产可持续发展举措
的提案（3205号）

关于完善黄河金三角区域文物保护与区域旅游协调
发展机制的提案（0167号）

提案者

蓝天立
等17位委员

杨德才

王维平

李稻葵

黎晓宏
等3位委员

丁时勇

巩富文

多杰热旦

吕忠梅

刘慕仁

台盟中央

刘昕

徐忠富

丁贵杰

王先进

潘明
等4位委员

徐晓兰

对外友好界

黄立

周岚

民建中央

全国工商联

吴培冠
等8位委员

农工界

民盟中央

全国政协
教科卫体委员会

徐星

杨佳

杨扬

九三学社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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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及案号

关于加强红色题材精品创作，并落实到革命纪念地
的提案（0497号）

关于建设“抗联国家文化公园”，创优“重走东北抗联路”
红色旅游文化品牌的提案（2393号）

关于创建大湾区国家海防遗址公园的提案（4437号）

关于因地制宜促进乡村文化振兴的提案（4535号）

关于促进文旅业复苏和高质量发展的提案（4825号）

关于优化“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
的提案（0219号）

关于推进实施中小学健康促进行动，减轻中小学不必要
课外负担，增加体育健康课和课外锻炼，强化场地设施
师资配备的提案（0430号）

关于智能化时代制造业工程科技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的提案（3544号）

关于加快城市公共场所AED配置，保障群众生命安全
的提案（1075号）

关于建设国家级心理健康服务平台，有效应对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的提案（1355号）

关于构建满足重大疫情防控与应急管理需求的现代化
公共卫生治理体系的提案（2747号）

关于加强生态生活交错空间的野生动物保护，
防范公众卫生安全隐患的提案（3303号）

关于完善医疗器械市场监管机制的提案（3388号）

关于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体系建设中充分发挥中医药
独特优势和作用的提案（5028号）

关于加快推动长江经济带生态文明建设法治化进程
的提案（1764号）

关于大力推进领导干部应急管理能力建设的提案（0499号）

关于加强新时代边海防工作的提案（1141号）

关于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法》的提案（1200号）

关于适应对外开放战略需求，提升我国涉外法律服务能力
的提案（1350号）

关于高度重视青少年心理健康的提案（2471号）

关于完善“放管服”改革的提案（2829号）

关于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的提案（3263号）

题目为不公开（1829号）

关于高度关注打赢脱贫攻坚战中农民工返贫的提案（0002号）

关于将社区养老做深做实做到位的提案（0416号）

关于完善产业工人职业发展制度的提案（1084号）

关于加强基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机构建设，有效防范化解
劳动关系风险的提案（3477号）

关于重视、培育社工人才队伍的提案（4355号）

关于对已脱贫残疾人建立长效帮扶机制，防止返贫风险
的提案（5019号）

关于后疫情时期应注重提升战略性产业链和区域经济体
“内循环”能力的提案（X442号）

提案者

吴为山

刘广

刘雅煌

潘鲁生

王坚

民进中央

黄华康

钱锋

致公党中央

全国青联

农工党中央

王晓萍

九三界

于文明

王济光

王荣
等4位委员

侯贺华
等2位委员

张兴凯
等2位委员

全国政协
社会和法制委员会

陈文华

栾新

韩沂

闫小培

罗志军

民革中央

陈荣书

莫荣
等2位委员

王苏

邰丽华

张泽熙

根据《政协全国委员会提案委员会关于提高提案质量的意见》和《政协全国委员会提案委员会关于年度好提案评选办法（试行）》，提案委员会组织开展了全国政协
2020年度好提案评选。

经全国政协领导同志批准，现将《关于“十四五”时期加强巩固我国西部地区脱贫成果的提案》等60件好提案名单予以公布。

全国政协2020年度好提案

全国政协年度好提案评选，起源于
2018年。

这一年，全国政协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提高提案质量和提案办
理质量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汪洋主席提
出的“如何采取措施提高提案质量”等要
求，以提高提案质量为主攻方向，以增强办
理实效为努力目标，以加强制度建设为有
力保障，实现了十三届全国政协提案工作
的良好开局。

这一年，全国政协召开第七次提案工
作座谈会，紧扣提高提案工作质量，谋思
路、定举措，研究修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会议全国委员会提案工作条例》，为提案工
作高质量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这一年，全国政协办公厅转发《政协全
国委员会提案委员会关于提高提案质量的
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这是人民政协历
史上第一个关于提高提案质量的专门文
件。《意见》强调提案讲求质量而不追求数
量，提倡有提案意愿的委员每年集中精力
提交1－2件高质量提案，坚持不调查研究
不提提案的原则，明确提出“提案委员会每
年评选一次年度好提案，其结果通过政协
的报刊、网站等媒体公布，以不断强化提案
者的质量意识和精品意识”。提案委员会
主任李智勇在解读《意见》时表示，每年评
选年度好提案，有利于树好典型、立好榜
样，让提案者进一步明晰“好”的标准和要
求，更好地发挥激励引导作用，对提高提案
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根据《意见》精神，全国政协提案委员
会探索评选出2018年度好提案60件，这
是全国政协首次评选年度好提案。在评选
实践的基础上，提案委员会制定了年度好
提案评选办法（试行）。2019年度好提案
评选，55 件提案入选。这次评选出的
2020年度好提案，共有60件，这已经是第
三次评选好提案。

质量是提案的生命。“政协提案不在多而在精，提出提案要更
加注重质量，反映情况要准确，分析问题要深入，提出建议要具
体。”“年度好提案”的殊荣，不仅是对提案质量的高度认可，更是对
委员履职能力的肯定。

也正因如此，每次评选都要经历很多环节，层层筛选。首先，
提案委员会向各提案承办单位发出评选通知和推荐函，由提案承
办单位推荐；然后，提案委员会根据评选比例、推荐情况、提案质
量、办理实效、提案覆盖面等开展评选。最后，好提案名单还要报
全国政协领导同志批准。

并且，提案的内容、提案者类型等其他因素也要充分考虑。以
60件2020年度好提案为例——

从提案内容看，覆盖经济发展、财税金融、资源环境、农业水利、
工交邮电、城乡建设、商贸旅游、科学技术、文化宣传、教育、医疗体
育、政治法律、统战政协、社会管理等全部14大类，同时考虑了“十
四五”规划、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脱贫攻坚等因素。

从提案者类型看，委员个人提案45件，占75%；集体提案15
件，占25%。集体提案包括各民主党派中央和全国工商联提案9
件、界别提案3件、团体提案1件、专委会提案2件。

其中有一些为重点提案。如《关于“十四五”时期加强巩固我
国西部地区脱贫成果的提案（2318号）》《关于进一步优化高铁服
务质量的提案（0817号）》《关于加快全面落实强化知识产权保护
意见的提案（1348号）》《关于完善黄河金三角区域文物保护与区
域旅游协调发展机制的提案（0167号）》《关于加强新时代边海防
工作的提案（1141号）》等，都是三次会议重点提案。

此外，还有个别提案质量很高，也取得了办理实效，但题目不
适合公开宣传，因此仅公布了提案号和提案者。

今年，全国政协还将向年度好提案的获得者发放证书，进一步
激励委员提交高质量提案。在全国政协委员移动履职平台上公开
部分提案的全文，发挥示范作用，使提案者特别是政协委员进一步
认识“什么是好提案”，引导委员站在经济社会发展高度提出高质
量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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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为强化提案工作质量导向，推动提升提案质量，根据《提案工

作条例》和全国政协办公厅《政协全国委员会提案委员会关于提高
提案质量的意见》(政全厅发〔2018〕59号)，提案委员会组织年度好
提案评选工作。

第二条 评选范围和比例
年度好提案从政协全体会议期间和闭会期间的提案中评选，

总量为提案总数的1％左右。其中，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政
协各专门委员会、政协全体会议期间各界别、委员小组的年度好提
案数量，原则上不少于年度好提案总数的20％。

第三条 评选条件
(一)选题准确，围绕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问题、人民群

众普遍关心的问题以及爱国统一战线的其他重要问题建言献策。
(二)针对性强，反映情况真实，分析问题深入，提出建议具体，

具备严肃性、科学性、可行性。
(三)成效显著，或对宏观决策、长远规划有重要参考价值，对

改进工作有明显作用。
第四条 评选程序
(一)征集
政协全国委员会提案委员会向有关提案承办单位征集年度好

提案。
(二)初评
政协全国委员会提案委员会办公室综合评选比例、推荐情况、

提案质量和办理成效、提案者及覆盖面、提案质量评价和入选重点
提案情况等因素，提出年度好提案初步名单。

(三)审议
政协全国委员会提案委员会全体会议审议通过年度好提案评

选结果和决定后，按程序报批。
(四)公布
年度好提案评选结果和决定通过政协的报刊、网站等媒体

公布。
第五条
本办法由政协全国委员会提案委员会全体会议审议通过后

实行。

政协全国委员会提案委员会
关于年度好提案评选办法(试行)

(2019年12月18日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
提案委员会第十六次主任会议暨第八次全体会议通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