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505社会经纬
责编：张一琪 邮箱：rmrbzyq@126.com责编：张一琪 邮箱：rmrbzyq@126.com

2021年9月6日 星期一

新视角新视角

礼让是机动车的法定义务

斑马线是保护行人、降低事故风险的生命线，也是
体现一个城市良好形象的文明线。然而在现实生活中，
由这条线引发的冲突时有发生。

之前一段“萌娃当街踹车”的视频被网友纷纷点
赞，至今让人记忆犹新。视频中，一辆白色轿车撞倒了
在斑马线上正常行走的母子，小男孩爬起来搀扶妈妈
后，对着车头生气地踢了一脚。这一脚，踢出了多少曾
遭遇此类事件的行人心声。

近年来，机动车与行人在斑马线上发生的交通事故
不在少数。其中，机动车行经斑马线不减速、不停车是
主要原因。公安部交管局的数据显示，去年1—10月，机
动车肇事导致的伤亡事故中，12.24%是由于未按规定让
行，居十大危险驾驶行为之首。“机动车对斑马线视而不
见，不仅践踏了城市的‘文明线’，也严重威胁到行人的
生命安全。”北京律协交通管理与运输法律专业委员会主
任黄海波说。

在东南大学交通法治与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顾大
松看来，机动车不礼让行人反映出驾驶人交通安全意
识的淡薄以及对斑马线通行规则的不熟悉。“此外，部
分行人闯红灯、横穿马路等行为也大大增加了交通安
全隐患。”

斑马线不仅是生命线、文明线，更是法律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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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黄海波也担忧，在
一些地方，有限的执法力量未对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现
执法全覆盖。

从法律规定来看，“礼让斑马线其实是机动车驾驶人
的法定义务。”顾大松认为，准确来讲，应该是“法让斑
马线”。无论是“礼让”还是“法让”，其背后体现的都
是“以人为本”的道路交通治理观。他表示，长期以
来，很多人将机动车“优先通行”视为理所当然，但实
际上，当“人”和“车”遇到具体冲突时，路权分配的
指导原则是行人优先于非机动车、非机动车优先于机动
车，行人享有优先通行权。

北京交通大学法学院教授李巍涛也表达了类似观
点，“在交通出行中，保护行人、非机动车安全顺畅通行
是第一位的。尤其是行人，在公共道路交通环境中处于
弱势，更加需要保护，这也是立法传递的价值导向。”

多措并举促进“车让人”

从 2017年开始，根据公安部统一部署，各地开展了对
机动车不礼让斑马线违法行为的集中整治。2018 年，公
安部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机动车不礼让斑马线治理工
作的指导意见》，推动在全国开展机动车不礼让斑马线
治理。

海淀区黄庄路口是北京首批挑选的118个交通文明示
范路口之一。该路口位于中关村大街与海淀南路、知春
路的交叉处，周围学校、医院、商场多，又临近地铁换
乘站，车流、人流较为密集。

北京交管局海淀交通支队中关村大队付云辉大队长
基本每天都在路口执勤。他告诉记者，经过前期宣传与
专项整治，机动车驾驶人礼让斑马线的习惯逐渐养成。

“以前这个路口，半小时就有十几起不礼让行为，现在少
多了。”

据统计，不礼让行为主要集中在右转道口和没有交
通信号的人行横道前。典型行为有：从正在通过人行横
道的行人队伍中强行穿插，造成行人行进中断或逼停行
人；采取突然加速的方式绕过正在通过人行横道的行人
等。“在通过斑马线前，机动车驾驶人首先要减速，然后
左右观察，看是否有行人正在通行。如果继续通过有可
能影响行人通行，应停车让行。”付云辉说，在确保安全
的情况下，可用手势来示意行人通过。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条明确了机动车驾驶人违反
交通法规的处罚措施。“我们视情况对不礼让的司机进行
处罚。如果情节轻微，比如让了没让到位，一般是警
告；如果严重妨碍行人通行，则罚款 200 元，记 3 分。”
付云辉表示，处罚的同时会对司机批评教育，确保下次
不再犯。

“走啦！走啦！”斑马线旁身穿蓝色马甲的志愿者王
师傅正在引导行人。只见他一会儿向机动车举起“礼让
行人”的标识牌，一会儿引导行人、非机动车过马路，
忙得不亦乐乎。王师傅退休多年，在他心里，当志愿者
是发挥余热。“我就住附近，以前很多司机过路口从不看
斑马线，行人过个马路提心吊胆。现在文明多了，出行
更安心了！”

在浙江杭州，600 多个主要路口划定 5 米或 9 米的
“黄色网格线”，让司机能提前刹车减速，也能让行人提
前做好准备，尽量避免车辆对行人造成伤害；在广西南
宁，以公交车、出租车行业作为示范带动，并将每年9月
确定为“礼让斑马线”活动月；在辽宁大连，LED 宣传
屏发布文明礼让、违法抓拍信息，在人流较密集处安装
语音提示系统，提醒司机自觉礼让。

礼让的成效如今开始显现。以浙江为例，去年全省
发生在城市道路斑马线上的交通事故死亡人数较 2019年
下降15.8%，发生在公路斑马线上的交通事故死亡人数下
降29.6%。有关数据测评显示，礼让斑马线对提升通行效
率也有正向作用，多个城市通勤日高峰拥堵程度下降、
高峰平均车速小幅上升。

推动礼让斑马线常态化

为了使礼让斑马线常态化长效化，除了定期开展整
治，多个省区市对礼让斑马线进行立法。《天津市文明行
为促进条例》 明确，机动车不按规定礼让、避让行人的，
由交管部门依法处罚。在广东深圳，依据《深圳经济特区道
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罚条例》，若机动车未按规定礼让
斑马线，则要面临罚款500元、记3分的严厉处罚。

“治理初期，严格的立法与执法必不可少。但从长远
看，也需要借助必要的技术手段对违法行为进行监管。”
付云辉介绍，北京最近升级了 464 处路口的“电子警
察”，如果机动车被拍到未礼让斑马线，驾驶人将面临处
罚，“这种非现场执法是现场执法的有益补充，有助于礼
让斑马线的常态化治理。”

礼让是为了保障行人出行安全，在实践中不能仅要
求机动车礼让，行人、非机动车也要参与其中，收起自
己的“任性”。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有关规定，行人、非机动车违
反道路通行规定的，也应接受处罚。非机动车驾驶人拒
绝接受处罚的，可以扣留其非机动车。对此，黄海波建
议，各地在立法或完善相关法规时，对行人、非机动车
闯红灯等行为应同步治理。

由被动遵守到主动礼让，是文明习惯养成的过程，
需要全社会持续宣传与引导。“虽然在网上已经有很多
指导如何礼让的动画，但仍有不少司机‘只知其一，不
知其二’：驾驶人知道去让，但并不一定了解如何正确
礼让。”黄海波表示，要采取多种方式对机动车驾驶人
进行教育引导，从源头抓起，让每一位司机了解正确礼
让的方法，并真正付诸行动。

同时，还应发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组织志愿者、
文明引导员等积极开展志愿服务，鼓励市民“随手拍”
举报监督，共同治理斑马线上的乱象。

除了对驾驶人引导之外，也要加强对行人的引导，
尤其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顾大松建议，结合各地交通
实际，完善标志标线，科学设置人行横道、交通信号
灯。“比如在商业区、居民区、学校、医院等交通聚集点
附近道路，可适当增加过街设施数量，优化行人过街设
施。再如对右转车辆和直行行人、非机动车冲突严重的
路口，可采取右转专用信号控制；对行人过街距离较长
的信号灯路口，可设置行人二次过街信号灯或合理延长
过街时间，对行人流量较少的路段斑马线，可采取行人
请求式按钮信号控制等。”

近年来，各地纷纷立法保障斑马线上的文明与安全，成效初显

斑马线，有“礼”更有“法”
本报记者 史志鹏

小小斑马线，一头连文明，一头牵
安全。随着全社会汽车保有量不断增
加，机动车不礼让斑马线成为道路安全
的一个顽疾，影响着行人的安全出行。
近年来，全国各地陆续开展“礼让斑马
线”行动，推动礼让行为入法，礼让斑
马线的意识逐渐深入人心，交通更加有

序，行人更加安心。
礼让斑马线，不仅关乎“礼”，更是

“法”的体现。一方面，需要唤醒每个人的
行为自觉，做到文明驾驶、文明出行，共同
呵护斑马线上的文明与安全；另一方面，通
过完善立法、严格执法等，让所有交通参与
者遵守交通法规。

最近，北京市启动“文明驾车 礼让
行人”专项整治行动，机动车车主不礼
让斑马线将被罚款扣分，公交、出租、
驾培、旅游客运行业司机不礼让行人将
被记入信用档案。整治行动赢得市民点
赞，认为此举能有效避免交通事故的发
生，让斑马线更安全。当然也有司机抱
怨 ， 有 的 行 人 不 看 信 号 灯 ， 任 性 “ 组
团”过马路，特别是在早晚高峰期，加
剧了路面拥堵。应该看到，无论是点赞
还是抱怨，人们主要关注点在于斑马线
上的交通安全，以及在确保安全的前提
下如何提升通行效率。

走进一座城市，人流和车流在城市
内部穿行，在斑马线相遇。古罗马庞贝
城中，“跳石”成为斑马线的雏形；上世
纪 50 年代出现在英国的斑马线，成为现
代城市的重要景观。斑马线，折射的不

仅是城市中人与车的和谐关系，更是人
们如何以城市空间书写道路文明与城市
文明。

城市道路文明的核心是参与交通的
人，要让斑马线成为安全线、文明线，关
键在于涵养人的规则意识。城市交通像
一个生态系统，系统的顺畅运行需要各
方懂规矩、讲规矩，共同维护；礼让突
出了这种价值导向，即各方都按照既定
规则行事，走好自己的路。这些规则，
在道路交通安全法、机动车驾驶证申领

和使用规定乃至驾校道路考试、文明城
市公约中，都陈述得清楚明白。遵守这
些法律、规则，既有利于涵养个人内心
的道德准则、法律规则，也是在为城市
的良好运行作贡献。

一座不断发展的城市中，什么是斑马
线治理的最大公约数？是法治。城市道路
属于公共资源，如何分配路权，尊重生命
权、保障通行权，是交通立法与道路文明
的重中之重。相较于机动车，行人处于相
对弱势位置。因此，聚焦安全高效通行目

标，各地早已将礼让斑马线纳入法规。在
价值排序上优先考虑行人需求，大力倡导
机动车礼让行人，将违规车主信息记入信
用档案，目的是为了保障行人路权。在执
法上对违规通过路口的行人依法予以处
罚，在保护个人隐私权前提下对一些行人
典型违法行为进行曝光，目的在于保障机
动车主的路权。保护各方的路权得到正确
伸张，其准绳在于法治，在于有力执法。
可见，斑马线上的文明，是涉及法律约
束、技术保障、人车自觉的有效结合，建

立在彼此真诚尊重、敬畏生命权等共同基
础之上，需要以绣花功夫落实到道路系统
完善、信号灯科学设置、慢行交通建设、
文明交通宣传引导等城市治理全链条中。
这也启示我们，涵养互相礼让的道路文
明，既需要决心，也需要耐心和恒心。

在浙江杭州，很多游客都会有一个鲜
明印象：走到斑马线旁，车流像约好了似
的，陆续停在了斑马线前，让行人先过。
有时候，这样的暖意和细节就能让人爱上
一座城。毕竟，道路文明归根到底在人，
城市是大家的城市。

“让”出更好的城市道路文明
彭训文

在 江 苏 省 泗
洪 县 城 区 长 江
路，一辆小轿车
正在等待一名环
卫工人从斑马线
上走过。

许昌亮摄
（人民视觉）

6月14日晚，一条可发光的智慧斑马线在安徽省六安市城区梅山南路与长安路交叉口闪亮上岗，为行人安全
过马路保驾护航。该设备与交通信号灯同步联动使夜晚的人行道更加醒目，提示机动车减速慢行礼让，警示行人
按交通信号灯安全通行。 田凯平摄 （人民视觉）

志愿者、文明引导员在北京市海淀区黄庄路口引导行人、非机动车文明出行。 北京市交管局供图志愿者、文明引导员在北京市海淀区黄庄路口引导行人、非机动车文明出行。 北京市交管局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