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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上海交通大整治已经悄然进入
第四个月。对于生活在这个城市中
的市民来说，交通整治只搞三个月
的谣言已不攻自破，但未来城市交
通管理走向何方，依然让人深思。
作为一座特大型城市，上海此

前面广量大的交通违法行为，已经
无可争议地成为制约发展的一块短
板。!个月的整治，让上海的交通秩
序持续向好，无论是交通秩序，还是
尊法氛围，都比整治之初有了明显
改善。但要让整治进一步走向深入，
要啃的“硬骨头”还有不少。
交通违法其实只是末端表现形

式，严格执法、严格管理，努力补上
这块短板的同时，我们更需要探寻
短板形成的原因、存在的问题、解决
的方法。

警在法在如何破解

昨天下午 !时许，黄浦区淮海
中路黄陂南路口车流穿梭，大雨中，
一排行人静静地站在上街沿等待红
绿灯，非机动车也规矩地等在停车
线后，尽管路况并不理想，但一切显
得十分有序。
这样的画面，如今在全市不少

路口都能看到。当然，这些路口大多
都有不止一名警察，有的还配有数
量不少的辅警。可以说，经过 !个月
的努力，在全市公安民警的严格执
法和管理下，警在法在已经基本做
到了。但是，在一些支小马路，或没
有警察的路口，行人非机动车甚至
机动车违法的现象还是时有发生，
行人闯红灯、非机动车乱骑行，仍然
是短时间难以治理的交通顽症。
警在法在的困局该如何破解？
昨天下午 "时许，静安公安分

局交警支队勤务指挥平台 #$块大
屏幕画面滚动，民警正通过视频“巡
逻”辖区交通情况。当画面定格华山
路段时，民警发现一辆黑色轿车违
法停车，静安公安分局交警支队勤
务指挥室民警立即呼叫就近的民警
到现场处置。!分钟后，静安交警支
队机动中队民警抵达现场。由于驾
驶员不在车内，民警呼叫拖车将违
停车辆拖走。
“这套系统 %月下旬刚使用时，

我们每天呼叫民警现场处罚各类违
法 #&&余起，现在已经下降到 '&&

余起。”据静安交警负责人介绍，这
一系统的使用对民警不在现场的交
通管理起到了极大推动作用。

除了“视频(实兵”，这个系统
真正强大之处在于，它能做到自动
识别和抓拍交通违法行为。根据交
通行为系统模拟建设一整套模型，
设定好模块参数，一旦捕捉的画面
中出现与这些参数不同的“异常数
据”，就会进入“抓拍模式”，提取画
面中车辆的车牌信息，形成违法图
片和一段 ')秒钟的视频。除具备一
般电子警察抓拍违法停车、超速等
违法行为外，实线变道、逆向行驶、
滞留人行道、占用非机动车道等多
类交通违法也能被自动抓拍。据统
计，自 %月 #*日启用以来，静安区
两个试点路口已通过“大数据抓取”
发现并查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近
$)))起。
大整治开始以来，通过类似的

技术手段解决警在法在的难题，已
经有不少成功的案例。但从根本上
来说，这仍属于治标。治本，还需从
改变人们的交通习惯上入手，这仅
靠公安的末端管理无法胜任，更需
要从源头就开始的社会共治。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大整治

开展以来，上海警方创新推出视频
举报平台，动员市民积极行使监督
权，与此同时，不少企业单位也积极
参与对接交通大整治，通过内部规
章制度等形式，对员工交通违法实

施叠加处罚，都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但从社会参与度来说，仍未达到广
泛动员的效果。如何通过社会共治
形成自觉遵法的氛围，仍有很长的
路要走。

!刚需违法"如何根治

“这个月才过了一半，我已经因
为违法停车吃了 !张罚单。”*月 '%

日，娘家住在松雪街的周燕萍签下
一纸合同，以每月 "))元的价格租
下一个商业停车位：“今后回家吃个
饭，不用跟打仗似的急了。”

上海交通违法行为大整治伊
始，许多市民都遇到了和周燕萍一
样的难题：车停路上要被罚，停进小
区几乎没有车位。“刚需性违法”一
词应运而生，并迅速成为热词，也成
为不少人为自己违法寻找的借口。

因为停车难导致的违法停车，
只是上海众多交通违法中的一例。
把违法与“刚需”联系到一起虽然荒
谬，但也说明随着交通大整治深入
推进，执法背后的需求难题已经浮
出水面，亟待解决。
为了满足周燕萍这样的市民停

车需求，黄浦交警支队五中队和豫
园街道做了大量的基础工作：通过
对 '+个居委居民机动车过夜停放
需求进行排摸，发现停车需求 #!+#

辆，而现有小区车位数只有 '$*)

辆，车位缺口 "))余；通过对豫园商
城及周边商务楼停车情况走访，鄂
尔多斯、大境路河南路等 +个收费
停车场白天虽然车位紧张，但夜间
空余车位有 +))余个，停车场也愿
意低价开放补贴成本。
供需对接，实现双赢。黄浦警方

的成功并非孤例。事实上，目前，上
海警方已经和不少街镇探索盘整资
源，搭建平台，破解停车难题。在普
陀区，全区交警支队和各派出所通
过开辟路边临时停车场、协调周边
商圈进行“错峰”、指导小区物业合
理划分车位等举措，已经为全区居

民群众解决车位超过 "))个。
这类资源互换、错时停车的方

法其实曾在上海不少地区试行过，
但因进出时间不合适、管理成本高
企、车辆损失无人担责……种种问
题让“看上去很美”的办法往往实
行了一段时间后无疾而终。如何既
坚持依法管理、严格执法、严格处
罚，又尽可能满足市民需求，成为上
海交通大整治必须面对的问题，也
考验着城市治理能力。
和停车一样棘手的，还有非机

动车的骑行问题。南京西路、陕西北
路毗邻“梅泰恒”商圈，交通秩序一
直良好。此前，最明显的交通违法行
为就是不时穿行在人行道或机动车
道上的非机动车。为什么非机动车
要和行人“抢道”？只因南京西路、陕
西北路有其特殊性———东西向的南
京西路以及南北向的陕西北路以
南，都没有设置非机动车车道，仅有
陕西北路北侧设置了单向非机动车
道，供往北的非机动车行驶。类似的
情况在上海很多，骑着骑着没路了，
不愿绕路不愿推行，于是从心存侥
幸违法到违法成为习惯，一旦被交
警处罚，心怀怨气，反弹也特别大。

交通违法问题发生在末端，但
其中的确有不少源自前端民生需求
得不到满足。这种违法，不能仅寄望
交警严管严罚来解决，而应该通过
城市规划设计综合考虑，更加合理
地分配路权，构筑起慢行交通体系。

长效机制如何完善

遇到难题、破解难题、形成机
制。这是上海交通大整治以来始终
坚持的成功做法。
整治之初，警力不足是一大瓶

颈。为此上海警方通过授权，赋予巡
逻民警、社区民警开单执法的权力，
在机制上确保“全警动”成为可能。
违法停车顽症难解，一个重要

原因是违法成本过低。警方在加大
处罚力度的同时，通过在重要道路

和区域周边漆画黄实线，对违法停
车的车主可以违法禁令标志处罚，
罚款的同时还要记 !分，这一措施
实施后，对遏制违法停车起到了立
竿见影的效果。

*月 ',日，被称为“上海最严
拍牌规定”的《上海市非营业性客
车额度拍卖管理规定》修订版公
布，其中对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
提出具体要求：自申请之日前 '年
内不存在相关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
为记录。具体来说，累积记分达到
'#分的，驾驶机动车发生 "次以上
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的，被处以
暂扣或者吊销机动车驾驶证、拘留
行政处罚的，都没有拍牌资格。
类似的做法还有不少。从下个

月起，商业车险费率改革将在上海
地区正式实施，其中同样写入了交
通违法的代价：今后，若发生诸如醉
酒驾车、逆向行驶、车辆超速超过
")-以上等严重违法情况，来年保
费最多可能上升 .)-。

!个月的交通大整治，上海在
末端严管的同时，不断通过制度化
安排从源头挤压交通违法生存空
间，通过提高交通违法成本，让市民
形成尊法习惯和规则意识。
今年 %月 '+日，上海警方集中

曝光了 "!辆百起以上交通违法未
处理的车辆牌号。排名首位的车辆
违法未处理次数达 !'+次。按现在
的法律法规，这些“违法大户”尤其
是外牌车辆积累大量违法记录不处
理，交警却缺少有效办法加以惩处。
如今，这种尴尬已经在立法实

践中逐渐求得解答。下个月，《上海
市道路交通管理条例》修订草案将
提交市人大常委会审议，其中违反
禁停标志、标线停车的法律责任，多
次交通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多次
交通违法逾期不处理的法律责任，
行驶证被暂扣期间上道路行驶的法
律责任等，都将有新的说法。
这无疑为未来上海交通长效管

理提供更加强有力的支撑。

交通大整治三个月来秩序向好但症结犹在!!!

上海交通管理如何再啃“硬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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