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乱穿马路被撞，是谁的错？很多

人认为先有乱穿马路的“因”，才有被

撞的“果”，所以乱穿马路这才是“罪

魁祸首”。我认为行人乱穿马路固然

有错，但机动车驾驶员没有及时有效

规避，也应承担责任。

记得某地曾拟出台地方交通法

规，借鉴了国外相关法规。如行人乱

穿马路被撞，机动车司机将不负责

任。这个消息一时激起广泛议论，最

终没有真正施行。我也认为此个案

过于激进，没有考虑到问题的方方面

面，缺乏人性化的考量，也不利于社

会和谐稳定，甚至有违于公平正义。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76 条规

定：“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

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非机动车驾驶

人、行人没有过错的，由机动车一方

承担赔偿责任；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

驾驶人、行人有过错的，根据过错程

度适当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

机动车一方没有过错的，承担不超过

百分之十的赔偿责任。”显然，如果认

为机动车一方也是有过错的，应判其

承担更多的责任。

一个好的判决，不仅仅是就事论

事，照搬法律教条，而应在尊重法律

的基础上看如此判决的深层次影响，

尤其是社会影响较大的案件，更应审

慎从事。要看如此判决是否符合法

理，是否遵循了法的精神，是否有利

于社会和谐稳定，是否体现了公平正

义，是否真正尊重了每一个生命。

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生命只有

一次，所以每一个生命都值得尊重。

我们不仅应尊重自己的生命，同时也

应尊重他人的生命，这也是我们最闪

耀着人性光辉的地方。 周海龙

每个生命都值得尊重

“中国式过马路”，在当今中国

屡见不鲜，也屡禁不止。在上海，随

着交通整治和大部分人道德素质的

提高，一群人无视交通信号灯、招摇

过市的现象虽然少了，但个别人乱

穿马路现象却不少见。

这方面，邻国日本则给了我们

一些思考。日本城市街道上几乎见

不到交警，替代他们的是整齐划一

的电子警察设施，在其地面交通中，

红绿灯多是一大特色，基本上每隔

100米就有红绿灯。即使不是在马

路交叉口，为了方便人车分流，也会

设置一部分红绿灯，人和车在马路

上各行其道。所以，在某个偏僻的

街道上，当你看见路人在一个没有

车辆通过的路口长时间等待绿灯

时，你不必奇怪他的一本正经，严格

的秩序观念在日本已经深入人心。

有人说，我们这个时代患上了

“急迫症”，资源紧缺引发争夺，分配

不平衡带来倾轧，速度带来烦躁，便

利加重烦躁……时代的心态就是再

也不愿意等。有人认为秩序的建立

事不关己，但从前些年的外滩踩踏

事件到如今的乱穿马路所酿成的惨

案，关键时刻，秩序就是生命。

对行人而言，要保持一份自

律。只要在你面前亮起的是一盏红

灯，即使车流中断，你依然不该抱有

侥幸心理尝试通过路口。要知道，

生命的重担永远落在自己肩头。

对司机而言，则要保持一份敬

畏。即使在你面前亮起的是一盏绿

灯，出于对生命的一视同仁，出于法

理之外的人情，出于在道路上所占

有的强势地位，你毫无疑问地该对

行人多一些避让，宁停三分，不抢一

秒。 黄嘉慧

我国现行的《道路交通安全法》

施行的是“无过错责任”。通俗来

说，就是机动车撞了行人，即便行人

是全责，但机动车还是要赔偿行人

损失。作为一名有车族，我对交法

的无过错责任持保留意见。

今年，上海开展交通大整顿，让

开车族们了解到不遵守交通法的后

果：像我这种很注意交通法的人，几

乎保持着一个季度一张罚单的节

奏，直线变道、违法停车等，每次收

到一张罚单，都会让我对自己的行

为进行一次“自我批评”。

为此，为了应对上班高峰，我会

尽量早几十分钟出门，因为城区车

辆通行非常缓慢。有车族在大整顿

的高压下，几乎人人都做到了谨小

慎微，唯恐因为赶时间而违法。

但是，我也看到，交通大整顿几

乎对行人没有有效的措施。在没有

警察指挥交通的路口，行人一窝蜂

横冲直撞，对红绿灯视而不见，交通

事故隐患凸显。

诚然，《道路交通安全法》出发

点是好的，相对于机动车而言，行人

处于弱势。但是，一个事故的产生

往往是两方面的缘故，如果一味对

一方提高要求，而对另一方放纵，那

么很难取得改善进步。

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道德发

挥着主导作用。我想，与其讨论一

部法律是否公平合理，还不如大家

提高遵守交法的意识，让开车族和

行人都明白类似乱穿马路的违法行

为是可耻的，切实提高全民素质，才

是根本解决问题。 甘黎敏

提高市民素养才是根本

严厉的法律不可少
行人乱穿马路被撞，到底是谁

的责任？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先

看看国外的相关例子，也许可以借

鉴一下。

事例一：在肯尼亚，如果乱穿马

路、遭遇车祸受伤，不但不会被当做

受害者，反而可能因涉嫌“自杀未

遂”受罚。

事例二：美国乔治亚州妇女拉

克尔带着 3个孩子横穿马路，致使 4
岁的儿子被撞身亡。肇事司机酒后

驾车只坐了6个月牢，拉克尔却面临

3年监禁。

事例三：新加坡对乱穿马路的

行为惩罚相当严厉。第一次闯红

灯，罚款 200 新元 (约人民币 1000
元)，第二次、第三次闯红灯，最重可

判一年的监禁。

再看看在中国，乱穿马路将接

受怎样的惩罚：辽宁规定行人乱闯

红灯，处10元罚款；西藏拉萨的乱闯

红灯处罚额度在 5元至 50元之间。

也许因为罚款数额低，国内乱穿马

路者众。

所以，窃以为，应当制定严厉的

法律法规，并严格执行之。只有这

样，才能减少交通事故，才能大幅度

地减少车祸发生。另外，有条件的

话，行车之道路，一律全覆盖装上探

头设备，记录各类违章行为，以备查

询。对于个人，这些记录可以转入

诚信档案中，一旦以后在个人重大

事项办理中，有不遵守交通法规的

记录，就可以拒绝或延长个人事务

办理。

相信配合行之有效的措施，“中

国式过马路”会慢慢杜绝，乱穿马路

被撞之类的悲剧也会日益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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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看到白岩松写的一篇文

章，标题为：“任何一个单位只要到

了开始强调考勤、打卡的时候，一定

是它走下坡路的时候。”同样，如果

行人连自己的生命安全都不考虑的

时候，即使法律制度再健全，也失去

约束力，交通规则也形同虚设。

——@吴晓霞
在我看来，很多事故的发生都

是因为“不当回事儿”而引起的。如

果你要上前劝阻一个着急过马路的

人停下来，他一定会觉得你多管闲

事，因为在他的意识里，什么都没有

过 马 路 重 要 ，甚 至 于 他 的 生

命。 ——@思安
行人乱穿马路，侵犯别人正当

行车。而一旦风云不测，罹难降临，

却要司机陪其遭殃，这是什么逻

辑。 ——@唐瑞清
驾驶员在道路上正常行驶，一

旦有人或障碍出现，需要将所见通

过神经系统传送到大脑，然后大脑

神经系统支配四肢神经执行制动等

一系列动作。要完成这一系列过

程，再老道的驾驶员，也需要几秒的

时间吧！所以，行人别拿自己的生

命做赌注。 ——@顾纪荣

七嘴八舌

惩罚也是为了不放纵
前不久，上海一位老婆婆乱穿马

路被撞，成悲剧。经鉴定，老婆婆负

主责，公交车司机则负担 40%的责

任。案情发酵后，有些人觉得司机很

冤，法律只维护行人的利益，忽视驾

驶人的利益。也有人觉得司机如果

上路时再仔细一些，就有可能避免惨

祸。

也许大家会问：为什么行人乱穿

马路被撞，驾驶员需要“兜进”？首先

根据《民法通则》第123条的规定，高

度危险作业致人损害的民事责任：从

事高空、高压、易燃、易爆、剧毒、放射

性、高速运输工具等对周围环境有高

度危险的作业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

承担民事责任。而驾驶汽车本身就

是一种高度危险的行为，这恰好是典

型的无过错责任，不管行为人主观上

有无过失，都应对受害人的损害承担

责任，因为这种损害的发生是很难通

过主观上的注意来避免的。

还有部分人更极端，说乱穿马路

的人要负全责，但这也是行不通的。

如果法律这样规定的话，以后司机看

到有人在乱穿马路，因为有法律的保

护，也许就不会采取防范措施，任由

事故发生，这样一来就放任纵容了驾

驶员这一方。

法律需要的是公平公正的保护

每一个公众的权利，不偏袒任何一

方。再有一个就是现行的城市道路

基本上以机动车为主设计的，行人一

定程度损失了自身利益，相对的机动

车就应该主动担负起更多的责任。

现行法律基本是按证据办事，有理有

据就好说，驾驶员们的行车记录仪就

是一个很好的证明手段。

对于机动车驾驶员来说，保险不

能少。发生事故时，保险一定程度可

以减少损失。对于行人来说，要明白

乱穿马路本身就是违法行为，事故一

旦发生，危害的是行人的生命。所

以，笔者在这里奉劝行人不要贪图一

时之快，多等一分钟，能让生命多一

份保障！

赖京闻

前不久，上海发生一起事故：一名84岁的老太太乱穿马路，不幸被大巴士碾压身亡。这起事
故应该由谁承担责任，成为市民热议的焦点。“红灯停，绿灯行，不越线，不抢行。”这类宣传标语随
处可见，但仍有些行人视若惘闻，乱闯红灯、乱穿马路等现象时有发生。一旦发生乱穿马路被撞的
事故，司机固然会承担一定的责任，但对行人来说，付出的则是伤痛、甚至生命的代价。

如果人人都能敬畏生命，尊重生命，自觉遵守交通规则，严格规范自己的行为，做到谦和礼让
出行，那么就能营造井然有序的交通文明。在法律面前，需要人人自律，这样才不会触碰底线。

秩序就是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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