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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北京五环外，对“最后一公
里”的纠结感触尤深，对电动车的

“爱恨情仇”更是深入骨髓。
下班出了地铁，一排颜色各异的

“蹦蹦车”已经排好队形，载着疲惫的
上班族回家；超市外，拎着大包小包
的顾客艰难地挤进电动车座位……走
路嫌累、打车嫌贵，电动车无疑是最
合适也是最无奈的选择。

可频频惹是生非的也是电动车。
一来，以脆弱的身躯在马路上肆意穿
行，由电动车引发的血案时常见诸报
端。坐上去实在让人提心吊胆。二来，
地铁站、公交站旁的电动车大都属于非
法营运，为其捧场无疑“助纣为虐”。

我们需不需要电动车？当然。否
则，外卖和快递咋送？回家的路咋
走？电动车数量的增长，一定程度上
与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和城市扩张关系
密切。凭借“短小精悍”为城市交通

“查缺补漏”，是对电动车正面作用的
形象描述。

让人纠结的是，电动车给交通安
全带来的隐患更是显而易见。不可能
鼓励其无序发展，也不能一禁了之。

近年来，有的城市采取“禁摩限
电”政策，对超标及从事非法营运的
电动车严厉打击。可一段时间下来，
电动车保有量不降反增——这就有点
尴尬了。市民为了方便出行，不一定
支持“一刀切”的限制。一方面，管
理成本上去了；另一方面，市民生活
又不太便利了——两边不讨好。

怎么办？城市的管理和建设要蹄
疾步稳。比如，目前对电动车的时速
限制仍是10多年前出台的标准，很多
厂家和驾驶者早已置若罔闻。相关部
门是不是可以与时俱进，探索电动车
的速度标准和路权分配？

效仿网约车，把电动车引入合法
道路，也是一个选项。此前，南宁给“电驴”办“身
份证”登记，车主必须参加交通安全学习培训，先上
牌再上路，该地交通事故大幅下降。

当然，从更大的范围来看，为了打通“最后一公
里”，在电动车之外还有更多合理的方法。比如，公共
交通建设要跟得上城市扩张的速度，不然这个“一公
里”打通了，新的“一公里”又出现了。此外，也应
鼓励和支持公共自行车以及社区巴士发展，相对电动
车而言，上述两者是更安全、更有针对性的方式。

如何给“脱缰的电驴”套上绳
索？各地的探索早已开始。

2011年以来，交通部、公安部等
多部门先后下发多个文件，要求制定
出台加强电动车管理的规定。据本报
记者不完全统计，自2015年至今，全
国已有北京、福建、深圳、四川雅
安等 19 个省份或城市出台 29 项电动
自行车相关管理办法。

总结来看，近年来，各地对“电
驴”的监管主要集中在电动自行车
车、电动三轮车等，大多采取控制规
模乃至严禁上路等管理措施。

深圳、北京的动作最大。从今年
3 月下旬开始，深圳实施新一轮“禁
摩限电”措施，对利用电动自行车、
电动三轮车兜客揽客实施非法营运
的，违规使用电动 （机动） 三轮车
的，一律予以行政拘留；另外还对
产、销、修环节的违法违规行为予以
5千元至 5万元不等的罚款。紧接着 4

月份，北京市交管局发文，禁止电动
自行车在长安街及其延长线等10条道
路通行。广东则对电动车全面封杀已
有10年。

不过，这些禁令在实施时遭到不
少民众反对，甚至被批“懒政”。记
者在北京市禁行路段石景山区鲁谷东
街北口看到：虽然路口摆有“除自行
车外禁止其他非机动车行驶”的警示
牌，但一些路人依旧骑着电动自行
车、三轮车在禁行路段上行驶，半个
小时不到，来往的电动车不下40辆。

从世界各国及地区对于低速电动
车的管理政策看，除了对电动车的时
速、车身等进行限制外，还设置专用
道路，避免混行现象。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各地关于监
管电动车的多款条例中，一些新的监
管方式正成为通例。

上牌管理成为颇流行的做法。多
地今年 9 月实施的电动车管理条例

中，都规定电动车主必须在限定时间
内给车上牌。例如，《南昌电动自行
车管理条例》 实施后，全市超过半数
的电动车需要上牌。惠州市 9 月 1 日
开始对全市电动自行车登记上牌，同
时还举办合标电动自行车产品展销推
广活动来造势。

如果电动自行车未挂牌就上路，
或者拆除原有限速装置，各地采取的
处罚措施也更有针对性。2013年施行
的 《苏州市道路交通安全条例》，对
此会罚款50元；2015年修订的《海口
市电动自行车管理办法》 则会将电动
自行车驾驶人的违法行为，录入新建
立的电动自行车道路交通安全违法个
人诚信档案管理系统。

市政道路规划不合理是造成“电
驴脱缰”的重要原因，各地的条例也
纷纷对此给予关注。《海口市电动自
行车管理办法》 规定，将非机动车道
路建设纳入城乡建设规划。在新建、

扩建、改建城市道路时，应当划设非
机动车道；已建成的城市道路未划设
非机动车道的，应当组织有关部门科
学划设。今年 5 月份公布的 《衢州市
区电动自行车管理办法 （草案征求意
见稿）》 规定，政府及相关部门今后
应将非机动车道、电动自行车推行坡
道及停放场所的建设纳入城市规划。

对电动自行车“一禁了之”失之简
单，一些地方正在向“不禁不限”转
变。在南宁，新注册的电动自行车，车
主必须参加交通安全学习培训，并经
测试合格才能上牌。同时，鼓励引导
驾校准驾学员、文明交通志愿者等公
众参与“电驴”整治。在浙江衢州，《衢
州市区电动自行车管理办法（草案征
求意见稿）》提出，政府将设置电动自
行车服务中心，提供充电、维修、办理
保险、驾驶人教育培训等服务。

“重要的是开车的人，而不是开
什么车。”广东省电动车自行车协会
副会长杨华表示，“电驴”问题的核
心是安全，只要对开车的人加强管理
和引导，上路的“电驴”就等于套上
了“缰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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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坐地铁、坐公交，但实在是挤够
了、堵怕了。”这个中秋假期，住在北京市朝阳
区高安屯路边某小区的王先生，觉得自己做的
最正确的一个决定就是买了辆电动自行车。
以前，他每天都搭乘地铁6号线到位于朝阳门
的公司上班。如今，他开始憧憬起不再每天被
挤成“沙丁鱼”的生活。“我测了下，15公里，不
到1个小时，就当锻炼身体了。”

在北京、上海、深圳等中国超大城市，
近年来，每天清晨都有像王先生这样的上班
族加入城市骑行大军。自平衡电动独轮车、
电动两轮平衡车、电动滑板车、电动三轮
车、残疾人电动轮椅车、老年代步车等电动
车产品出现后，它们在满足人们多样化、个
性化出行需求的同时，也给交通秩序和城市
管理带来困扰。

对于这些上路的“电驴”，“喊打喊杀”
之外，如何给它们套上“缰绳”，让其健康有
序发展？

家住在北京市通州区的李
先生，早在 1 年前就加入了骑
行大军。“我在朝阳区上班，早
晚高峰的时候，坐地铁太挤，
坐公交太堵，还是电动车好，
每天在路上能省三四十分钟。”

28 岁的白领小陈是自平衡
电动独轮车的忠实爱好者，他
很享受在拥堵的车道上独自快
速滑行。“我刚工作，想买车一
直没摇上号，住的地方和工作
地点国贸在一条路上，独轮车
既快捷又炫酷。”

而对于在北京打拼近 5 年
的快递员小伟来说，电动车则
是他挣钱的好帮手。这些年走
街串巷送快递，小伟的“坐
骑”从最初的电动自行车变成
了如今价格达 5 千多元的电动
三轮车。“刚来北京的时候，公
司给快递员配的都是二轮‘电
驴’，我每天送的件只有几十
个，换成电三轮以后，每天能
送200多个。”

随着更多类型电动车产品
的出现，一些特殊人群的出行
也更加方便。

在朝阳区呼家楼街道小庄
社区住了近 30 年的李树文老
人，退休后到附近超市买菜，
总喜欢蹬个“三蹦子”。考虑到
老人已年近80岁，儿女们最近

给他换了辆三轮的老年代步车。
虽然在情感上舍不得那辆

跟了自己几十年的“三蹦子”，
但李树文老人对这种能充电的

“三蹦子”也不排斥：车体是密
封的，不怕刮风下雨；体型不
过半米，不怕路上堵，找个地
儿就能停。“这个‘三蹦子’好
学，还不要牌照，儿女们带着
练几次我就开上路了。当然我
开得也不快。”

记者在北京市朝阳区金台
路等一些出售电动车的商铺走
访了解到，随着电动车厂家的
不断增多和相关技术的更新换
代，如今电动车价格已十分亲
民。一辆电动自行车、电动滑
板车的平均价位一般为 2000
元，电动三轮车则需花费 4000
元左右。李树文老人购买的老
年代步车价格最贵，也不过近
1万元。

又快又便宜，“电驴”疯长
也是情理之中。据统计，以电
动自行车为例，目前中国保
有量已超过 2 亿辆，并以每年
近 3000 万辆的速度增长。在
南宁、成都等一些城市，电
动 自 行 车 的 人 均 保 有 量 很
高，南宁更是达到平均每两
人就拥有一辆，而且出行比例
超过三成多。

今年 4月，深圳市、北京市在一些街区先后分
别禁止电动三轮车和电动自行车上路后，《中国青
年报》一篇名为《为什么说电动自行车是占了大家
的便宜》的评论引发广泛热议。

该文直白地宣称：“真的，我恨电动自行车。”
作者这样描述：“看着它们，我头一次有了老人的
感觉，颤颤巍巍的感觉，当它们远远杀过来，我
站着根本不敢乱动，不知道自己会被怎么‘处
理’。”

中秋节期间，记者在北京市一些主干道对市民
进行了随机调查。作者描述的这种场景或体验，很
多人都有体会。调查显示，北京市民表示“在车道
上行车时被电动自行车碰、蹭而受伤的”占近两
成，表示“在步行道上行走被碰、蹭的”占三成
多，表示“十分担心被碰、蹭的”达近八成。

各地交通管理部门提供的数据也显示，电动自

行车造成的交通事故正在增加。在深圳市，近 6年
致人死亡的交通事故中，涉及电动自行车的事故占
37.6%。在南宁市，涉及电动自行车的道路交通事
故立案数多年占全市交通事故的一半以上。

这些方便、快捷且便宜的城市“电驴”，何以
演变成新型的“马路杀手”？

“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电动自行车应与普
通自行车同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但道路上行驶的
绝大多数是超标电动车，速度快、重量大，这种速
度差容易引发碰撞，由此造成的人身伤害比普通自
行车也更为严重。”公安部道路交通安全研究中心
政策规划室主任戴帅表示。

《道路交通安全法》 于 2003年公布，并在 2007
和 2011年两次修订。根据该法，“电动自行车在非
机动车道内行驶时，最高时速不得超过 15 公里。”
而另据 1999 年出台的 《电动自行车通用技术条
件》，电动自行车最高时速应不大于 20公里，整车
质量 （重量） 应不大于40公斤。

在北京多个电动车销售市场，销售人员告诉记
者，虽然这些电动自行车出厂时速都是20公里，但
只要顾客需要，经过简单改装，把时速调到40—50
公里很容易。而在一款电动自行车的产品说明书
上，更是详细介绍了解除限速线的办法。

除了车速过快，涉摩涉电车辆驾驶人交通安全
意识淡薄也是一大原因。深圳市交警局禁摩限电办
民警陈赟说，大部分骑行者都未经交通法律法规和
通行规则培训就任性上路，“由此造成的人身伤害
非常严重。”

在南宁，一些“骑手”随意横穿马路、占道、
抢行，成为市民心惊胆战的“马路杀手”。此外，

“脱缰的电驴”还成为犯罪分子飞车抢夺的作案
工具。

管车不如管人
只有实现从出厂到上路的全流程监管，“电驴”才能安全上路

管车不如管人
只有实现从出厂到上路的全流程监管，“电驴”才能安全上路

“骑行大军”种类多样
节省时间、提高效率、价格便宜，“电驴”好处多

变身新型“马路杀手”
速度随意调高、驾驶员任性上路，多种因素导致“电驴脱缰”

2016 年 3 月 21 日起，“禁摩限电”整治行动在深
圳展开。图为可上路的特种行业电动车。黄仰鹏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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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自驾车为主

美国人的日常交
通 方 式 主 要 是 自 驾
车，整体而言，除非
是住在公共交通发达
的纽约等大城市，美
国的短途交通主要是
自己开车，不倚赖公
共交通或是骑自行车。

美国电动自行车
普及率并不高，主要
是 作 为 一 种 休 闲 工
具。联邦法律统一要
求，电动自行车最高
速度小于每小时 32公
里。部分州允许其上
路 ， 但 作 了 严 格 限
制，而有的州至今仍
禁止电动自行车上路。

德国
公共交通设施完善

德国公共交通不仅准
时，还有地铁、轻轨、地
区小火车、有轨电车、公
共汽车等完善的交通网
络。德国的现代化大都市
依然保留有轨电车，与公
共汽车一起起到穿针引线
的作用。

德国骑电动自行车的
大多为 55 岁以上的老年
人，95%的电动车最高时
速限制在 25 公里以内。
如果电动自行车速度太
快，德国交通管理部门会
需要骑车人事先参加考试
获取驾照，同时要求所有
电动自行车驾驶者必须购
买特定保险。

日本
发展超小型交通工具

日本政府通过发展超
小型交通工具，实现节能
及低碳化。为降低安全隐
患，日本对发展超小型交通
工具有严格要求，规定了车
辆使用范围、安全配套设备
及持有合法驾照等要求。

低速电动车是日本超
小型交通工具的重要组成
部分，日本的电动车时速
至 24 公 里 就 不 再 有 助
力。在日本，高速公路左
侧会划出一米线作为摩托
车专门行驶，与轿车不争
路。日本摩托使用年限越
长则税收越高，骑车者自
行将不符合安全规范的车
淘汰。

印度
突突车崛起

印度媒体报道，大
约60%的印度人口分布在
中小城市，而短距离交
通一直是小城市居民们
的一大困扰。为此，印
度一在线即时叫车平台
推出“滴滴打突突”的
出行服务。“突突”即电
动三轮摩托，是印度人
出行的首选工具。

该平台 在 新 德 里 、
古 尔 冈 等 大 城 市 投 放
了 5100 辆 电 动 突 突
车 ， 今 后 还 将 拓 展 到
更 多 中 小 城 市 。 虽 然
方 便 快 捷 ， 但 突 突 车
的 安 全 隐 患 却 未 能 得
到有效预防。

2016年4月11日，北京长安街建国门路口，一位驾驶电动自行车的市民被要求绕行。鄂晓颖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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