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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今天，修订后的《上海市未成年人保护条
例》正式施行。条例中规定：父母或者其他监
护人以及其他成年人携带未满 !"周岁未成年
人乘车的，不得安排其乘坐在副驾驶座位；携
带未满 #周岁的未成年人乘坐家庭乘用车，应
当配备并正确使用儿童安全座椅。
本报与触动传媒上月联合发起“儿童安全

座椅”民意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 $%&!'份。调
查发现，很多家长安全意识淡薄，存在不少乘
车安全的误区。

新规知晓率并不高
中国社会科学院今年 ! 月发布《"'!"(

"'!)中国汽车社会蓝皮书》称，我国每年超过
!*$&万名 !#岁以下儿童死于交通安全事故，
死亡率是欧洲的 "*&倍、美国的 "*+倍。交通事
故已成为我国 !#岁以下儿童的第一死因。可
是直到出事的那一刻，很多家长还并不知道，
他们的“想当然”可能让孩子处于危险之中。

问及“未成年人不能坐副驾驶的主要原
因”，分别有近三成的受访者认为是“小孩好
动，会干扰正常驾驶”（"$*&&,）和“孩子缺乏
经验，无法对即将发生的危险即时做出反应”
（"%-%!,）。只有 #!-&#,的人了解“一旦发生碰
撞，安全气囊和安全带都可能伤到孩子甚至导
致死亡”。

据全球儿童安全组织中国区首席代表崔
民彦介绍，目前安全气囊和安全带都是以成人
坐姿身高设计的。安全带容易勒住孩子的头
颈；气囊的位置往往就在儿童的头部，孩子的
颅骨比较薄，一旦撞击，后果不堪设想。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的实验数据显示，

当轿车以每小时 #$公里的速度行驶时，碰撞
的瞬间，.公斤的婴儿会像一个 )''公斤的重
物一般冲向前挡风玻璃，大人根本无法抱住。而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当轿车发生碰撞时，
儿童安全座椅能使婴儿的死亡率降低 .!,。
修改后的《上海市未成年人保护条例》，就

是希望从立法层面减少因家长安全意识淡薄
造成的儿童伤害事故发生概率。

但是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公众对此的知
晓度并不高。明确表示“知道 )月 !日后，上海
市不再允许 !"岁以下儿童坐副驾驶”的受访
者不足五成（#)-$.,）；"+-+),的受访者听说
过这个新规，但不知道年龄限制；还有 "%-&,

并不知道这项规定。

安全座椅普及率低
公安部交管局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

"'!)年底，我国私家车保有量达 $&'.万辆，
比 "'')年增长 !)倍。和飞速增长的私家车拥
有量相对的，却是低到尘埃里的儿童安全座椅
使用率。有研究显示，在中国，儿童座椅使用
率不足 '-!,，而在一些发达国家，这个数字超
过 %',。

《"'!"/"'!)中国汽车社会蓝皮书》中公
布的数据显示，我国 .&-++,的汽车内没有安装
儿童安全座椅。本次调查中，私家车内安装了安
全座椅的家长仅占 &+-+",。其中，还有三成虽
然装了安全座椅，却并不是总让孩子坐上去。

有近一半的受访者并没有为孩子购买安
全座椅。至于原因，)!-)",的受访者觉得“只
要家长注意不会有安全问题”；)&-)#,的人认
为“太麻烦或者孩子不爱坐”；另有 ))-)#,的
家长受经济条件限制，他们对国产安全座椅质
量不放心，又碍于进口座椅太贵，所以一直没有
购买。这些家长多数会选择“大人抱着坐”（近六
成），也有人会“系上安全带，让孩子单独坐”。
“中国虽是儿童安全座椅生产大国，但至

今仍是消费小国。”崔民彦说，"'!"年，我国儿
童安全座椅国内外总销量约为 !'''万个，而
国内销量仅占 &,。她指出，诸多儿童乘车不
良习惯的出现，根源还在于认识上的重重误
区。“有的家长会觉得抱着孩子坐、车速较慢就
不会出事。事实上国外有过调查，这种短距离
行车，或是在家门口发生的车祸是很多的。”

配套服务相对滞后
当然，安全座椅的使用率不高，也不能完

全归罪于家长的安全意识。法律缺乏强制性约
束，汽车厂家、销售商和 #0店缺乏配套服务，
安全座椅价格不菲等，都是安全座椅无法普及
的原因。

当问到“在购车及汽车维护时，您有被提
醒过为儿童安装安全座椅吗？”，仅有 )$-"%,

的受访者回答有，近三分之一（)"-)&,）的受
访者表示“没有，我也没装”。令人欣慰的是，有
"%-)&,的受访家长虽然没有被提醒，依旧装
了安全座椅。
“认为安全座椅都差不多，或是国外买的

就一定好也是错误的。”崔民彦指出，安全座椅
一定要选择和车辆安全系统标准相对应的，安
装得当的话，前后左右的移动都不应超过
)12。崔民彦坦言：“我国安全座椅的配套服务
还比较欠缺。”
我们应当认识到，未成年人乘车安全是个

社会系统工程，不是靠一纸法规就能完全解决
的，需要汽车厂家、安全座椅生产厂家、汽车使
用者等各方面的配合。任何一个中间环节断
开，都可能使得法规在汽车使用环节被架空。

此次修订的法规，虽然有很好的引导作
用，但并无具体的惩罚规则。在调查中，对于惩
罚方式，主张“警告、教育，点到即止”的受访者
最多（)$-%%,），倾向“罚款、扣分，从严处罚”
的紧追其后（)&-&$,），还有 "&-#),的人觉得
“这是我自家的事，不应该处罚”。

对此，崔民彦的看法是：各国此类法规的
实施都有一个不断进步的过程，随着公众安全
意识的提高，倡导性规定可逐步过渡到强制性
规定。 本报记者 王文佳

! ! ! !上午 $时 )'分，陆续有载着儿童的私家
车驶入南丹东路 "&&号的院子。在这里，一栋
楼吸纳了新东方泡泡少儿英语、赢在起点早教
中心 !徐家汇中心"、上海华浦教育进修学校
!徐家汇校区"、金榜小班等多家儿童学习中心。
记者现场看到，仍有少数家长未按新法

规行事。
)岁的虎子被奶奶抱着坐在后排。奶奶

说，刚听了车里的广播，才知道今天开始 #岁
以下宝宝必须坐安全座椅。“我们家有的，但太占
地方，装卸又麻烦。家离这里一点点路，抱着很安
全。”!!岁的彭彭，家到这里 "'分钟车程。爸
爸刚一停车，彭彭就熟练地打开副驾驶的车
门，跳下了车。只要坐车，副驾驶位置是他的

首选，他觉得那个位子宽敞，视野也好。彭彭
的爸爸并不知道今天开始 !"岁以下的孩子
不能坐副驾驶位置了。听记者介绍之后，他马
上告诉儿子：“那以后要坐后排了哦。”
不过，大多数 #岁以下宝宝都是坐着安

全座椅来的，大一点的孩子也是独立坐在后
排位置。

家长田先生说，孩子刚出生就买好了座
椅。“小的时候反着坐，宝宝面向后排，现在可
以正过来了。这些都是根据规定来的。出门都
这样，孩子也喜欢。”"岁半的亮亮也是从小就
坐安全座椅的，他说：“一定要坐安全座椅的。”
记者问他为什么，他想了半天，然后说：“不坐
警察叔叔会来抓我的。” 本报记者 王文佳

新修订的《上海市未成年人保护条例》今起施行。本报
与触动传媒发起“儿童安全座椅”使用情况调查———

儿童乘车安全 家长亟待补课

仍有少数儿童未按规定乘车
今早记者在早教中心现场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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曝光网站角色神秘
在整个事件中，发布视频的“花椒网”角

色有点神秘。自称“中国首家产品安全评测视
频网站”的花椒网首页上最热的视频就是转基
因检测，其他视频点击量寥寥。而它在新浪网上
的官方微博于 "'!#年 !月 "#日才注册，注册地
在北京市东城区。

就一系列热点问题，记者通过网站首页
上的电子邮件联系花椒网，得到了书面回复。

花椒网自称是一个新创办的网站，以“为
消费者分享专业客观产品安全评测视频”为
网站价值定位。受到广泛关注的肯德基豆浆
转基因检测是花椒网自制内容。
花椒网人士表示，已经关注到百胜餐饮集

团和相关供应商的回应。“但是，我们不是一个
维权机构，也不是一个打假机构，我们只是依据
事实结果告诉消费者真相，至于消费者相信谁，
我相信每个消费者应该有自己的判断。”

类似事件屡屡上演
自行送检、网络曝光、商家澄清、众说纷

纭……这似乎已成为时下食品安全事件爆发
的常见脉络。

"月初，有媒体援引海外消息报道说，赛
百味快餐面包里含有瑜伽垫和鞋底的成分，
原因是一种叫做偶氮甲酰胺的东西。对此，赛
百味中国紧急回应称，中国区的面包中不存在
偶氮甲酰胺。但是，根据我国《食品添加剂使用
标准》，偶氮甲酰胺是一种允许使用的添加剂。

"月中旬，又有媒体报道称，送检了 %款
巧克力进行反式脂肪酸的检测，结果显示 %

个品牌的巧克力均含有微量反式脂肪酸，德
芙的生产销售商玛氏公司回应称，根据我国
《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中的规定，食品
中反式脂肪酸含量小于或等于 '-)34!''3时，
都可标注为“'”或不标注，是可安全食用的产
品。玛氏公司在中国所生产和销售的德芙巧
克力产品中反式脂肪酸含量远低于 '-)34

!''3，符合我国的国家食品安全标准和质量
检验标准，并经相关部门检测合格。
纷纷扰扰中，不少消费者无所适从。花椒

网公布视频指肯德基豆浆检出转基因成分
后，网友“心旅5新的旅行”评论：“希望这能够
成为当前大环境下，（事件）所涉生产销售企
业商业信誉保护，第三方检测机构、社会公众
如何正确参与，媒体客观报道以及政府及时
有效介入监管的典型案例。”

地方法规正在酝酿
经历了近段时间的诸多食品事件，记者

不禁要问：随便什么人都能买个东西送检吗？
送检的结果就能任意在网络上发布吗？

市质量技术监督局新闻发言人沈伟民日
前透露，本市正在酝酿地方立法，来规范检验
检测活动，“目前处在调研阶段”。和以往的法
律法规主要约束检测机构不同，未来的上海地
方立法可能规范的是检测行为的全过程，包括
送检者、检测机构及人员、社会上应该如何采信

检测报告、如何使用和发布检测信息等等。

及时发布权威信息
民以食为天，食品和每个人的生活都有

密切的关系，但食品也是一个非常专业的领
域。市食安办副主任、市食药监局副局长顾振
华坦言，政府主管部门欢迎媒体监督，并把媒
体监督作为食品安全社会共治中的重要一环。

不过，顾振华也表示，围绕食品的问题没
有小事，更不能就事论事，片面、不正确的解
读往往会“添乱”。政府主管部门不会根据某
一个报道立即下结论，而是会作进一步的调
查、研究、核实后再给出答复，正确地回应民
生关切。与此同时，加强信息公开透明，及时
发布权威信息也是非常必要的，这样也比较
容易达成社会共识。“我个人认为，在舆论环
境不成熟的当下，食品安全报道中的‘标题
党’现象令人忧虑，这导致许多专家不敢讲，
怕被断章取义。消费者应该理性客观地看待
许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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