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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建立常态长效治理机制

各地多措并举保障斑马线上的文明与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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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改进治理水平，各地
还深化科技应用，排查整改路口
路段，确保斑马线应划必划、信
号灯应设必设。“不礼让行人自
动抓拍系统”“智能斑马线”“移
动鹰眼”等科技手段的应用，使
得不礼让斑马线行为整治取得
良好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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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邻近地铁换乘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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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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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8月初，北京市公安交
管部门对机动车不避让行人交
通违法行为进一步细化明确，向
社会公布了典型行为：从正在通
过人行横道的行人队伍中强行

穿插，造成行人行进中断的；逼
停正在通过人行横道的行人的；
同方向已经有机动车停车避让
行人，仍强行通行的；采取突然
加速等方式绕过正在通过人行
横道行人的行为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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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从源头提升司机文明礼让意
识，北京还将“礼让斑马线”融入
课堂、推进考场，驾照的教培和
考试环节都充实了相关内容。

在浙江杭州，各大路口的斑
马线前，即使没有红绿灯，车辆
都会主动停下，耐心礼让行人。

“斑马线礼让”行动，源自杭
州市公交集团的一项尝试，杭州
市公交集团在11路公交车路线
试点“人行横道礼让”。同时，杭
州市制定了《公交营运司机五条
规范》，明确规定“行经人行横道
时减速礼让”。刚开始，许多司机

第一反应是：“不习惯！”但杭州
动了真格：派管理人员蹲点巡
查，不遵守的司机会被扣掉当月
的“安全奖”。

在密集的“文明出行”宣传
与强力的交通整治下，公交车司
机开始习惯了礼让行人。渐渐
地，出租车与私家车也养成了礼
让行人的意识。为明确礼让规
则，杭州市公安交管部门专门绘
制了多张“斑马线前礼让图”供
市民参考。随后，杭州市人大常
委会通过《杭州市文明行为促进
条例》，“斑马线礼让行人”被写
入地方性法规。

今年 6 月起，杭州推出了
“斑马线礼让2.0”行动。如今，杭
州在600多个主要路口施划了5
米或9米的“黄色网格线”，让驾
驶员能提前踩刹车减速，也让过
马路的行人提前做好准备，有效
避免了事故的发生。此外，杭州
通过设置“左进右出”的“Z 字
形”斑马线，让电动自行车、行人
绕起来、慢下来，方便看清车辆
通行情况。

“司机在距离很远的地方就
能看到行人，减慢速度，对我们
来说出行更安全了！”正准备过

马路买菜的陈阿姨说。杭州很多
斑马线入口处的地面上都喷涂
了醒目的“向左看”“向右看”提
示文字，增强了非机动车和行人
过马路时的安全意识。

此外，杭州市各区针对整治
难点，采取了不同举措。为加强
对在“礼让斑马线”上违法较多
的人群的宣教工作，上城区开展

“交安码”降色行动，以不同颜色
显示交通安全风险等级，还鼓励
他们去路口当劝导志愿者，完成
任务之后红码可以降到黄码；富
阳区公交公司专门出台《司机斑
马线礼让“三要诀、六要点”管理
办法》，将礼让斑马线纳入司机
考核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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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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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小斑马线，一头连着文明，一头牵着安全。机动车礼让斑马线是

“礼”，更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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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随着各地加强重点区域、重点时段执法，推动形成“车让人、人

守法”的交通环境，不礼让斑马线行为整治取得良好成效。

今年6月起，杭州推出了“斑马线礼让2.0”行动；今年8月初，北京市

公安交管部门对机动车不避让行人交通违法行为进一步细化明确，向社

会公布了典型行为……本期我们聚焦各地的经验做法，推动建立常态长

效治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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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马线既是引导
行人有序通过、降低
事故风险的安全线，
同时也是体现一个城
市交通参与者良好形
象的文明线。相对于
机动车而言，行人在
公共道路交通环境中
处于弱势一方，更加
需要保护，这也是立
法所传递的价值导
向。我国道路交通安
全法明确规定，机动
车经人行横道时应当
减速行驶；遇行人正
在通过人行横道应当
停车让行。机动车驾
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
全法律、法规关于道
路通行规定的，处警
告或者 20 元以上 200
元以下罚款。

现实生活中，机动车不避让行
人、与行人抢道的交通违法行为时
有发生。不少行人遇到过这样的情
形：有的机动车从正在通过人行横
道的行人队伍中强行通过，造成行
人行进中断；有的逼停正在通过人
行横道的行人；有的甚至采取突然
加速等方式绕过正在通过人行横
道的行人……这些违法行为，不仅
让行人不安心，更威胁行人的生命
安全。在这一背景下，不少地方将
礼让斑马线纳入了道路交通安全
法配套法规、文明行为促进条例等
相关法规，通过记分、罚款等方式
提升违法成本，建立常态长效治理
机制遏制违法，取得了积极成效。

创建文明驾车、礼让斑马线的
道路交通环境，离不开严格公正的
执法。当前，各地结合违法情形、影
响交通程度，切实落实劝阻警告、
批评教育等措施，对多次违法的进
行媒体曝光，形成了警示震慑效
应。与此同时，提高执法效率，推进
礼让行人，现代科技手段也必不可
少。通过运用无人抓拍系统等科技
手段，加强对机动车不礼让斑马线
等交通违法实施非现场执法，让

“违法必受惩”深入人心，推动形成
安全有序的交通秩序。

一条斑马线、一脚刹车，不仅
折射出一座城市的温度与文明，同
样是对基层治理精细化程度的考
量。让礼让斑马线蔚然成风，还离
不开相关配套设施的完善，比如完
善交通标志标线、优化交通信号配
时，对基础设施缺失、存在安全隐
患之处实施工程改造，这些都是优
化通行环境、有效均衡人车通行需
求不可缺少的举措。值得关注的
是，执法实践中，行人闯红灯、礼让
时看手机不快速前行等问题也同
样突出。这也提醒我们，共建共享
文明和谐交通秩序，需要全体成员
的共同努力。唯有让行人和机动车
驾驶人同样感受到法律的威严，感
受到交通基础设施体现的人文关
怀，才更有利于让礼让斑马线从法
律要求走向行为自觉，用守法保障
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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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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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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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权分配的指导原则是行人优
先于非机动车先于非机动车、、非机动车优先于机非机动车优先于机
动车动车，，行人享有优先通行权行人享有优先通行权。。

北京交通大学法学院教授李北京交通大学法学院教授李
巍涛也表达了类似观点巍涛也表达了类似观点，，““在交通在交通
出行中出行中，，保护行人保护行人、、非机动车安全非机动车安全
顺畅通行是第一位的顺畅通行是第一位的。。尤其是行尤其是行
人人，，在公共道路交通环境中处于弱在公共道路交通环境中处于弱
势势，，更加需要保护更加需要保护，，这也是立法传这也是立法传
递的价值导向递的价值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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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辽宁，根据《辽宁省道路交
通安全违法行为罚款执行标准
规定》第二十七条规定，机动车
行经人行横道时，未减速或者停
车避让行人通过横道的，处以
200元罚款、记3分的处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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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使礼让斑马线深入人
心，公安部还联合各地加强宣传

教育，广泛发动社会公众参与文
明交通劝导体验活动，强化交通
参与者的规则意识。不少地方设
立交通违法举报平台，鼓励市民
发挥监督作用，随手拍一拍，集
中宣传不礼让斑马线的危害。

下一步，公安部还将充分考
虑法律法规、道路属性等因素，
规范让行标志设置、细化让行规
则，持续加强宣传引导，深化科
技应用。“整治不礼让斑马线行
为，需要坚持常态长效治理，更
要发动群众共同参与治理。推动
在全社会形成‘车让人、人守法’
的文明交通环境，推进法治引领
下的交通文明建设。”公安部交

管局有关负责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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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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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动建立常态长效治理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