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19 法治法治2021年 4月 29日 星期四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如今已经家喻户

晓、深入人心。这背后，得益于厉行法治的久久为

功。2011 年 5 月，醉驾正式入刑，10 年来我国持之以

恒对酒驾、醉驾进行严格执法，据统计，2020 年醉驾

比率（每排查百辆车的醉驾比例）比醉驾入刑前减

少了 70%以上。

对酒驾、醉驾“零容忍”，就是对生命与安全的

珍视。酒驾、醉驾行为威胁着驾驶员和他人的生命

健康安全，更是对社会公共安全的巨大危害。随着

我国现代化、城镇化的迅猛发展，汽车和驾驶人快

速增长、出行频率大幅增加，酒驾、醉驾事故的发生

概率也随之增加。面对人民群众对于出行平安、交

通安全提出的更高要求，每预防一起潜在酒驾、醉

驾事故，都是在让那些鲜活的生命免于伤害、那些

幸福的家庭免受侵害。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尤其是在酒驾、醉驾的治

理上，“醉驾入刑”以来，执法司法机关将法律挺在

前面，以法律为唯一标准，严格公正执法，划出了法

律的红线，捍卫了法治的尊严，既对违法犯罪行为

形成了有力遏制和震慑，也赢得社会各界广泛赞

誉。严格公正执法司法就是最好的法治动员和宣

传，如今为酒驾、醉驾说情、打招呼的现象基本绝

迹，敬畏法律、遇事找法逐渐成为群众自觉行为和

社会广泛共识。由此可见，“醉驾入刑”的法治指引

和持续不断的从严整治，有力促进了全民规则意识

和文明意识整体提升，法治权威日益赢得人民群众

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

不过，酒驾、醉驾治理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依

然有一些顽瘴痼疾亟待清除。随着汽车日益普及，

我国机动车保有量大幅攀升，但依法驾驶、文明驾

驶的习惯还不够牢固。特别是考虑到酒驾、醉驾的

反复性、顽固性和长期性，要巩固当前的治理效果

更需要依靠法治手段，让每一个人树立并夯实法治

意识、规则意识、生命意识、责任意识。

政贵有恒，治须有常。10 年来，在全国各地各

部门的共同努力下，酒驾醉驾治理成果初步显现，

不过其中同样还存在酒驾及醉驾案件总量保持高

位、如何充分考虑醉驾犯罪附随后果、完善醉驾案

件行刑有效衔接等问题，依然需要进一步研究解

决。应当看到，坚持不懈严厉整治酒驾、醉驾是维

护法治连续性、稳定性的必然要求，在完善相关治

理的过程中，仍应保持酒驾、醉驾的打击整治力度，

避免因法律和执法的不稳定而影响法治的权威、降

低执法司法效果。只有保持定力、坚持不懈，善用

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加强酒驾醉驾治理，才能增强

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和对法治的信

心，为人民群众营造出行更平安、交通更安全的社

会环境。

治理酒驾醉驾
须久久为功

张 璁

酒后拒驾如今已成为广泛的社会共识。但现实

中仍有一些人因为对酒驾醉驾存在误区，以致产生酒

驾醉驾行为，并为此付出惨痛代价。公安部交管局相

关负责人表示，根据大量执法实践，现实中存在以下

几大酒驾误区，值得广大驾驶员和社会公众警醒。

误区一：酒量大，喝一点不碍事。有的人觉得自

己酒量好，休息一会儿即可驾车。事实上，酒驾认定

标准与酒量大小没有任何关系，酒量大的人饮酒后

即便神志清醒，血液中酒精含量也可能达到酒驾或

醉驾标准。

误区二：酒后只需休息一会就能开车。有人认

为，饮酒后只需要休息一会即可开车。事实上，酒精

在人体内代谢过程较长，休息一会后血液中仍含有大

量酒精，仍有可能构成酒驾或醉驾，危及交通安全。

误区三：多喝水能稀释酒精。一些人认为，喝酒

后通过多喝水稀释的方式，可以通过酒驾检查。其

实这些方法只能降低口腔内的酒精含量，而呼吸式

检测仪检测的是来自肺部的空气。此外，酒精在人

体内代谢过程较长，短时间多喝水并不能降低酒精

含量。

误区四：药品、保健品引起体内酒精超标不算酒

驾。一些人认为，只要没饮酒，服用药品、保健品等

引起体内酒精超标不算酒驾。其实不然，只要摄入

任何含有酒精的物品，并达到相关标准，都可能危及

交通安全，构成酒驾或醉驾。

误区五：酒后骑摩托车不算酒驾。一些人认为，

酒后驾驶摩托车不属于酒驾。实际上，摩托车属于

机动车，酒后驾驶摩托车仍要受到相应处罚。

误区六：服用醒酒药后即可开车。一些醒酒药

号称可短时间内有效降低血液酒精含量，以应对酒

驾检查。事实上，醒酒药并不能起到快速降低体内

酒精含量的效果，只能缓解酒后症状，并不能以此来

躲避酒驾检查。

这些认识误区需警醒
本报记者 倪 弋

■■以案说法以案说法RR

■■金台锐评金台锐评R

4 月 20 日晚，湖南省江华县

交 警 设 卡 开 展 交 通 违 法 整 治 行

动，一辆汽车临近卡点时突然掉

头，拒不减速停车，将一名执勤交

警撞倒后逃逸。其后，驾驶人钟

某被抓获。经呼气测试，钟某体

内 酒 精 含 量 为 每 百 毫 升 168 毫

克，涉嫌醉驾。事后钟某请求民

警通融处理。“你喝酒前，怎么不

想想这些后果呢？”民警当即对其

进行批评教育。目前，钟某已被

刑事拘留。

2011 年 2 月 25 日，刑法修正

案（八）由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其中增

设了危险驾驶罪，并将“醉驾”的

处罚，由原来的最高“处 15 日拘

留、吊销机动车驾驶证和 2000 元

罚款”的行政处罚，上升为“处拘

役，并处罚金”的刑事处罚。该法

于当年 5月 1日正式实施。

“‘醉驾入刑’10 年来，对于酒

驾醉驾违法犯罪行为，我国执法司

法机关始终坚持严格规范执法、公

正司法，为降低酒驾醉驾发案率、

增强人民群众安全感、维护法律权

威发挥了重要作用，‘醉驾入刑’取

得 了 显 著 的 社 会 成 效 和 法 治 成

效。”华东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

副院长虞浔说。

从内心深
处真正形成远
离 酒 驾 、敬 畏
法律的意识

2019 年 8 月 1 日 凌 晨 ，安 徽

省阜阳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指挥中

心接到群众报警。报警人称，其

丈 夫 酒 后 不 听 劝 阻 执 意 驾 车 回

家，请警察出面制止。负责此案

的民警介绍，由于金女士的高度

警觉和果断报警，及时阻止了一

起酒驾违法行为的发生。

在北京从事代驾工作的王先

生说，这两年除了车主酒后自己

叫代驾的订单增多以外，一起聚

会喝酒的朋友替车主叫代驾的现

象也越来越多，有些时候甚至是

没有参加饭局的朋友担心车主酒

后驾车，替车主“云”叫车，生怕车

主一时怀有侥幸心理，触犯法律，

产生安全隐患。

“目前，全国酒后代驾订单年

均近 2 亿笔。如果没有‘醉驾入

刑’的震慑和指引，这其中哪怕只

有 1/10 的 人 铤 而 走 险 ，也 有 近

2000万次酒驾醉驾，给道路交通安

全带来严重威胁。”公安部交通管

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代驾行业蓬

勃发展，从一个侧面说明人们自觉

拒绝酒后驾车的意识不断增强。

江苏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

交 通 安 全 保 卫 支 队 科 长 顾 志 坚

说：“经过多年来的严格执法，‘醉

驾入刑’的教育、震慑作用开始显

现，涉酒交通事故上升的势头得

到遏制，‘酒后拒驾’的社会氛围

越来越浓厚，驾驶人的行为习惯

也在逐渐养成，可以肯定地说，

‘醉驾入刑’后，严厉查处打击酒

驾醉驾违法犯罪，有力保护了人

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货车司机冯某深有感触地说，

以前跑长途的司机中确实有人喝

酒解乏。自从“醉驾入刑”以来，无

论是高速公路还是国道省道，公安

检查站几乎是逢车必查，而且现在

违法成本相比之前大幅增加，职业

驾驶员酒驾醉驾的现象大幅减少。

根据人民网的调查显示，绝大

多数网民对“醉驾入刑”表示支持

和赞同。一些网友说，“不酒驾是

对自己负责，更是对他人负责，必

须要严格处罚”“对醉驾要一严再

严，必须触及喝酒开车者的灵魂”

“一次醉驾可以毁无数家庭，建议

继续加大打处力度”。

“ 醉 驾 入 刑 ”执 法 司 法 实 践

中，一些地方探索建立危险驾驶

罪后续警示跟踪机制，采取多种

方式实现对犯罪行为人的警示教

育、损害修复、跟踪监督，促使醉

驾行为人从内心深处真正形成远

离酒驾、敬畏法律的意识。

每排查百
辆车的醉驾比
例 比“ 醉 驾 入
刑”前减少 70%
以上

2018 年 4 月 24 日晚，深圳交

警在龙岗区某路段处理警情时，

发 现 驾 驶 员 张 某 昏 睡 在 驾 驶 位

上，醉得不省人事。由于张某昏

迷不醒，执勤民警立即将其抬上

救护车，送往医院救治并进行抽

血鉴定。经检测，其血液酒精含

量 检 测 结 果 竟 然 高 达 每 百 毫 升

435.78 毫克。张某因涉嫌危险驾

驶罪被刑事拘留。

深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综合处法制科科长项辉介绍，深

圳交警开展代号为“猎虎”的酒驾

查处专项行动，坚持每日常态化

查处，通过大数据分析，根据酒驾

案件发生的规律精准查处，使得

酒驾醉驾查获效率大幅提升。通

过高密度、多频次、大范围的整治

覆盖，增加执法强度，大大降低因

酒驾醉驾造成人员伤亡的可能。

“ 近 年 来 ，醉 驾 案 件 来 源 方

式发生了明显变化，醉驾案件的

主 要 来 源 由 事 故 调 查 处 理 中 发

现逐步变为交警现场查获。”顾

志坚介绍，以江苏为例，2012 年

醉 驾 案 件 主 要 是 在 事 故 调 查 处

理 中 发 现 ，占 总 数 近 70% ，而

2020 年 醉 驾 案 件 的 70% 以 上 为

路面现场查获，将醉驾查处在交

通事故发生前。

公安部交通管理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醉驾入刑”以来，酒驾醉

驾肇事导致的死伤人数较“醉驾

入刑”之前的 10 年分别减少 6774
人、13820 人，2019 年至 2020 年酒

驾醉驾肇事导致的死亡人数连续

2 年 下 降 ，分 别 下 降 4% 、7% 。

2020 年，公安机关每排查百辆车

的醉驾比例比“醉驾入刑”前减少

70%以上，酒驾醉驾肇事导致的

一 次 死 亡 3 人 以 上 较 大 事 故 比

2014 年下降 26.6%。

“总体来看，自 2011 年‘醉驾

入刑’至 2020 年，全国机动车增

加 1.81 亿，驾驶人增加 2.59 亿，年

均增长 1800 万辆、2600 万人，但

10 年来全国交通安全形势总体

稳定。”公安部交通管理局相关

负责人说，这一成绩的取得，“醉

驾入刑”功不可没，挽救了无数生

命，也让无数家庭得以平安。

严格执法、
公正司法，治理
酒驾醉驾顽瘴
痼疾

2020 年 10 月 19 日 15 点 20 分

左右，江西高速交警直属六支队

民警在某高速服务区对一辆小型

轿车检查时，发现驾驶人满脸通

红，车内有较重酒气。交警立即

将该男子及车上 3 名乘客转移到

警车上，并带回大队进行调查。

途中，4 个人拿出现金企图贿赂

民警以逃避处罚，坐在后排的男

子 及 另 两 名 人 员 还 一 度 拉 扯 交

警，严重影响安全驾驶。该男子

血检结果则为每百毫升 133.8 毫

克，属于醉驾。最终，该男子驾驶

证 被 吊 销 且 5 年 内 不 得 重 新 申

领，同时因涉嫌危险驾驶罪，被移

交检察机关起诉。

“醉驾入刑”以来，执法司法

机关将法律挺在前面，严格执法、

公正司法，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

式作为治理酒驾醉驾顽瘴痼疾的

利器，为醉驾说情、打招呼的现象

已杜绝。

“当场吹气、现场生成、自动

保存、实时预警……现代信息化

执法技术实现了查处酒驾全程留

痕、智能监督全程覆盖，保证和促

进了公安机关严格查处酒驾，公

正执法。”公安部交通管理局相关

负责人介绍，公安机关在查处酒

驾 过 程 中 使 用 联 网 式 酒 精 测 试

仪，现场生成呼气测试单，当场自

动传输至系统保存。通过智能管

理系统和监测平台，任何查询、调

用血液样本的行为都将被记录。

另外，针对呼气测试中重复吹气、

弄虚作假等问题，以及血液样本

提取、运输、保管、检测中的异常

情况进行实时监管、实时预警。

顾志坚说，从“白手套”到酒

精快检棒，查处酒驾配备的快速

检测设备从无到有；从普通酒精

检测仪到联网式酒精检测仪，实

现了测试设备的跨越式升级。10
年前，路面一线执勤交警在开展

酒驾整治查处时，只能让驾驶员

在白手套上“哈气”，交警再通过

嗅觉判断驾驶员是否存在酒驾嫌

疑，既不卫生，又不准确。

“酒精检测仪器的检测效能

和透明程度也在不断提升。”南京

交 警 秩 序 大 队 副 大 队 长 邓 晶 介

绍，最初的普通酒精检测仪检测

效率较低，整套流程耗时较长，而

现在检测时间缩短到 20 秒，同时

通过实时定位、检测数值等信息

全程联网上传，实现后台监管，避

免出现人为干预。

另据介绍，民警在执勤查处

酒驾醉驾勤务时，不得携带个人

通信设备，斩断了可能有人打招

呼的渠道。在酒驾醉驾案件办理

过程中徇私舞弊、枉法办案的现

象已杜绝。

2021 年 4 月 9 日晚 8 时，在湖

南省益阳市桥北广场，一个满身

酒气的中年男子不断用手机拨打

电话，手机里传来的是“您所拨打

的电话已关机”的声音。这一幕

发 生 在 当 地 查 酒 驾 的 集 中 行 动

中。“该男子是一名疑似酒驾人

员，企图联系熟人帮他说情。”参

加本次行动的交警介绍，这次行

动要求所有民警手机关机并集中

保管，杜绝了说情打招呼的干扰。

“在查处酒驾过程中，公安机

关通过完善执法程序、强化科技手

段应用，从根本上清除了有案不

立、压案不查、降格处理的顽瘴痼

疾，宣示了法律红线不能触碰、法

律底线不能逾越的法治原则。”四

川师范大学法学院院长陈山说。

“‘醉驾入刑’以来，‘喝酒不

开车、开车不喝酒’得到社会广泛

认同，渐渐成为大多数人自我约

束的文明理念，引领和推动了良

好社会风气的形成。根治醉驾仍

任重道远，全社会规范意识的养

成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全面遏制

酒驾醉驾尚需时间，必须持之以

恒严格执法，让酒驾醉驾违法犯

罪行为无所遁形。”南京大学法学

院教授孙国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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