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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今天是每月一次的交通安全宣传
日。记者昨天从市交警总队获悉，从
《刑法修正案%八&》和修改后的《道路
交通安全法》自去年 !月 "日开始实
施至今年 !月 #$日，“醉驾入刑”的一
年间，上海交警部门共查处酒后驾驶
"%$&'起，同比下降 !"(；醉酒驾驶
)*+*起，同比下降 %!,。

上海交警部门表示，“醉驾入刑”
有效带动了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法
律的震慑和社会效果更加明显，自觉
抵制酒后驾驶的氛围在全社会逐步形
成，社会各界对公安机关严查酒驾的
做法普遍表示认同和支持。上海警方
将健全完善严查酒后驾驶的长效机
制，严格执行法律规定，持续高压态
势，对酒后驾驶行为继续“零容忍”。

据公安部统计，“醉驾入刑”一年
间，全国警方共查处酒驾案件+&-.万
起，同比下降四成。查处醉酒驾驶!-&

万起，同比下降//-!,。)$""年因酒驾
导致的交通事故+!!!起，死亡"))$人，
分别比上年下降".-.,和+%-%,。在被
称为史上最严厉的惩罚措施面前，“开
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的观念已深入
人心。
但在日前中国法学会和公安部联

合主办的专题研讨会上，公安部副部
长黄明坦承，公安机关并没有盲目乐
观，目前存在的一大问题是，全国还缺
乏统一的法律适用和定罪量刑标准，
造成部分地方侦查、起诉、审判工作滞
后，法律威严遭受挑战。
据统计，目前全国有 &个省区市

基层检察院起诉率不足 &$,，/ 个省
区市基层法院对移送起诉的案件判决
率不足 %$,，一些基层法院对醉酒驾
驶行为过多适用缓刑或者免刑，一定
程度弱化了打击效果，降低了震慑效
应，削弱了法律威严。

“醉驾入刑”的威慑力，也令查酒
驾遭遇执行尴尬。被查者千方百计躲
避检查和处罚，下车喝酒、找人顶包、
强行冲卡等等现象时有发生，有些地
方甚至发生酒后事故逃逸，酒醒后再
自首的情况。
与此同时，对于逃避酒精测试还

缺乏具有威慑力的约束手段。像下车
后饮酒、拒不接受酒精测试、强行冲
卡逃逸等逃避测试的做法，如根据治
安管理处罚法，属于“阻碍警察依法
执行职务”的行为，处罚仅仅为 !日
以上 "$日以下拘留，并罚款 !$$元，
这与“醉驾入刑”后的处罚相比，要
轻了很多。
记者昨天采访了上海交警相关负

责人，了解到本市尚无较为严重的逃
避酒精测试的行为发生，但种种不配
合的小伎俩同样层出不穷。对此，不少
专家认为法律应对此加以完善。另据
了解，最高法目前正在对全国的醉驾
案件进行调研，并酝酿出台相关司法
解释。

“醉驾入刑”一年，醉驾同比降75%
上海警方将健全完善长效机制，对酒后驾驶行为继续“零容忍”

特约通讯员 孙国富

首席记者 潘高峰

!焦点关注"

司机容易忽视的三种交通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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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警方经常开展严查酒后驾驶的行动 本报记者 张龙 摄（资料照片）

“醉驾入刑”仍缺
全国统一标准

最高法酝酿查处
醉驾司法解释

! ! ! !严打酒驾取得效果立竿见
影。相比之下，乱用灯光、不系安
全带、斑马线前不礼让行人这三
种驾驶陋习容易被人忽视，并一
直没有很大改观。交通安全宣传
日前夕，记者先后针对这三种违
法行为进行了调查。

乱用远光灯
前晚，记者随普陀交警夜查

乱用灯光的交通违法现象。晚上
0时，江宁路长寿路口交通仍然
繁忙，车辆川流不息。一辆银灰色
的宝马轿车亮着远光灯远远驶
来，刺目的灯光耀得人眼前白茫
茫一片，根本看不清道路。

交警将这辆苏1号牌的车辆
拦下，司机下车有些莫名其妙：
“怎么了？我没闯红灯啊。”很显
然，他根本没有意识到乱打灯光
是交通违法行为。交警告诉他，两
车交会车距在2!*米以内，必须将
远光灯转为近光灯，以防灯光给
对面车辆司机带来困扰，引发交
通事故。违反这一法规的，将被处
以罚款!*元，扣'分的处罚。
司机此时才恍然大悟：“刚才

前面的路灯光太暗，路又不熟，就
开了远光灯，后来就忘了关，一直

开着。”
检查中，类似这名宝马司机

开了远光灯忘了关的人不在少
数。执勤的普陀交警薛刚警官告
诉记者，乱打远光灯现象现在蛮
多的，“有些年轻司机为了酷、帅，
擅自改装车辆，安上特别亮的车
灯，也容易对他人造成影响，引发
交通事故。”

不系安全带
与乱用灯光一样容易被司机

忽视的，还有不系安全带的违法
行为。很多时候，碰上惨烈的事
故，安全带的问题就被人拿出来
说一阵，但时间一长，又再次被人
遗忘。
黄浦交警支队事故科科长赵

宗义告诉记者，在他了解到的事
故中，因为不系安全带造成伤亡
事故的占了相当大比例。“不系安
全带往往不是事故发生的原因，
但却容易造成人员的伤亡。很多
事故原本没那么惨烈，但因为未
系安全带，结果人从车子里飞出
去受伤，甚至被自己的车轧死。”
生死之间，其实就是一条安全带
的长度。
赵宗义告诉记者，按照《道路

交通安全法》第五十一条规定：机
动车行驶时，驾驶人、乘坐人员应
当按规定使用安全带；摩托车驾
驶人及乘坐人员应当按规定戴安
全头盔。但这条规定的执行率可
能是最低的。因为法律没有具体
规定处罚标准，各地细则不同，在
执法时各有差异，很多时候可能
只是警告或处以 '**元的罚款。
而对于搭乘者，往往会更宽容，这
也导致乘车系安全带在很多人眼
中显得可有可无。
此外，因为上海交通拥堵较

为严重，很多人可能认为在市区
内行驶速度最多在 )*!+* 公里3

小时，加上现在车辆大多都有安
全气囊，系安全带“多此一举”。对
此赵宗义认为，在发生事故的时
候，瞬间时速往往达到 !$公里以
上，这样的速度下，有没有系安全
带，差异是非常明显的。“除了安
全，这还是一个文明素质的问题，
乘车系安全带，是一种安全习惯，
也是一种文明素质。”

路口不让人
机动车斑马线前礼让行人，

同样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交
法中也有具体规定，但却总是遭

遇执行难。今年 )月中旬，杨浦交
警在 &条没有交通信号灯控制的
斑马线前刷上“车让人”字样。如
今 +个多月过去了，这一善意提
醒是否起到了效果？
记者昨天采访了杨浦交警车

宣科负责人丁文娟，得到的回答
是“效果不太好”。丁文娟告诉记
者，& 个路口车让人总体比以前
略好一点，对那些原本忽视的驾
驶员有提醒的效果，但原本不愿
让的还是不会让。
记者了解到，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
七条规定：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
时，应当减速行驶；遇行人正在通
过人行横道，应当停车让行。机动
车行经没有交通信号的道路时，
遇行人横过道路，应当避让。
有司机说，在上海这样车多

人多的地方，车让人很难做到。
“原本就要见缝插针，你让了，后
面的司机肯定要揿喇叭的。”对
此，交警部门的一位负责人认为，
每个人在交通行为中不可能永远
扮演一种角色，有时你是行人，希
望车让人；有时你开车，又碰上赶
时间，希望车开得快点。所以，大
家要相互体谅，多换位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