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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货拉拉强制司机贴车身广告一事再度引发关注。不贴公司
罚，贴了交警罚。拿公司内部规定冲撞法律红线，出了事让司机背锅，
货拉拉这祸惹得不小。

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明确规定，机动车喷涂、粘贴标识或
者车身广告的，不得影响安全驾驶。货拉拉有车辆因车贴面积过大，且
遮挡后窗存在安全隐患，因此被处罚。 据新华社

□ 木须虫
正在征求意见的道路交

通安全法（修订建议稿）提出，
驾驶机动车时，有拨打或者接
听手持电话、阅读或者发送信
息以及其他妨碍安全驾驶行
为，造成交通事故或者其他严
重后果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
理部门处五百元以上二千元
以下罚款，可以并处暂扣三个
月机动车驾驶证。北京市律
师协会交通管理与运输法律
专业委员会秘书长黄海波常
年关注驾驶“低头族”的问题，
认为严重程度堪比酒驾，理应
严惩，可以考虑入刑。

中国司法大数据研究院
2018年的一项分析报告显示，
交通事故发生的三大原因为
无证驾驶、酒后驾驶和驾驶中
使用手机。诉讼至法院的交
通事故中，超过一成案件原因
为开车玩手机。

这样的结果说明，“分心
驾驶”显现出与无证驾驶、酒
后驾驶同等甚至更大的安全
危害。因为车辆驾驶是一个
完整、连贯的过程，驾驶中接
听手机甚至低头玩手游、查看

信息等行为会分散驾驶人注
意力，出现分心驾驶现象，导
致司机反应时间延长，易产生
误判、误操作，甚至出现较长
时间的盲驾，让车辆处于事实
失控的状态。

2016年4月1日起实施的
《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
分值》中规定，驾驶机动车有
拨打、接听手持电话等妨碍安
全驾驶的行为的，一次记2分。
如此处罚震慑作用有限，这也
导致很多驾驶员对此行为的
危害认识不足。此外，目前对

“分心驾驶”执法管理难度比
较大，一方面是行为发生不是
连贯性的，也就是说在驾驶过
程断续性、频繁性地使用手
机，如遇红灯时玩微信；另一
方面是取证难，执法手段比较
有限，执法成本高，也在一定
程度上削弱了法律的约束力。

因此，惩治“分心驾驶”，
一方面需要提高违法的成本，
另一方面也需要提高执法的
可操作性。此次道路交通安
全法（修订建议稿）在针对“分
心驾驶”原有行为违法责任的
基础上，又增加了违法后果的

成本设计，“五百元以上二千
元以下罚款”“暂扣三个月机
动车驾驶证”，无疑要严厉得
多，操作性也更强。因为处理
交通纠纷、交通事故，是执法
介入最多的方式，会大大提高

“分心驾驶”被处罚的几率，对
“分心驾驶”形成更大的震慑。

惩治“分心驾驶”除了需
要提高行政违法的成本之外，
加大处罚力度、织密法律栅栏
也很有必要，但是否比照酒驾
入刑还需谨慎。客观而言，

“分心驾驶”与酒驾的危害程
度、故意程度都有一定的区
别，不宜简单仿效。

推动“分心驾驶”入刑，应
当遵循必要、例外的原则，避
免泛化，通过细化拓展“交通
肇事罪”“危险驾驶罪”的设
计，将一些“分心驾驶”的情形
纳入适用范畴，指导司法实践
应用，如“分心驾驶”发生重大
事故致人伤亡的，构成“交通
肇事罪”，依法追究刑责；又如
一些特殊的车辆驾驶如客车、
特种车，特定的道路如高速，
有“分心驾驶”行为及后果，适
用“危险驾驶罪”。

治理“分心驾驶”需织密法律栅栏
惩治“分心驾驶”，一方面需要提高违法的成本，另一方面也需要提高

执法的可操作性。推动“分心驾驶”入刑，应当遵循必要、例外的原则，避免
泛化，通过细化拓展“交通肇事罪”“危险驾驶罪”的设计，将一些“分心驾
驶”的情形纳入适用范畴，指导司法实践应用。

车身广告吃罚单，
公司强制司机难。
行车安全被忽视，
屡教不改当严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