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盲驾”危险堪比酒驾
是否入刑存争议

“快，救救我，救救我朋友，我在高
速上出了事故，朋友被甩出去了，刚过
双彩出口一点点路 。 ”10 月 11 日下
午 ， 浙江绍兴高速交警指挥中心接
到报警 ，有人颤颤巍巍地说出了上面
的话。

高速交警在接警 5 分钟后赶到事
故现场， 只见一辆浙 A 牌照的小车撞
停在中央护栏处，驾驶员徐某在痛苦地
哀嚎：“我手断了，疼，快去找找我朋友，
我朋友不见了。 ”随后，交警在距高速
路面 6 米落差的草地上发现了丁某 。
经医生鉴定，丁某头部着地，当场死亡。

经交警调查，事故起因竟是司机徐
某接电话而导致车辆失控。

说起一个月前处理的这起交通事

故，浙江省公安厅高速公路交通警察总
队绍兴支队副支队长马希来仍然记忆

犹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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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开
车使用手机属于严重威胁交通安全的

行为，可能会引发很多交通事故，其严
重程度堪比酒驾，应当重视，“情况比较
严重的，可以考虑入刑。醉驾入刑之后，
现在醉酒驾车的问题基本得以解决，这
对于维护道路交通安全，保护不特定第
三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具有非常积极的

意义”。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刑法研究所副

所长彭新林则认为，开车使用手机入刑
应当慎重，这一行为有一定的社会危害
性，但还没有达到非常严重的程度，给
予扣分和罚款的处罚足以达到惩戒目

的，不建议入刑。
“一旦采用刑事手段，往往表明该

行为对社会的危害要达到相当的程度。
开车使用手机的确有一定的社会危害

性，但还不足以使用‘限制人身自由’这
个措施进行规制。 目前来看，适用于现
行法律法规中的规定即可。 建议通过
加大执法力度、广泛开展宣传教育等方
式，来促进文明驾驶习惯的养成，推动
这一问题的解决。 ”四川鼎立律师事务
所主任施杰对记者说。

开车使用手机入刑存争议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
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六十二条第(三)项
和公安部 123 号令规定， 有驾驶机动
车拨打接听手持电话行为的，扣 2 分。
各省区也结合自身实际， 规定可以同
时处以 200 元以内的罚款。

近年来， 因为开车玩手机而导致
的交通事故频繁被媒体报道，在“醉驾
入刑”的效果显现之后，关于“开车玩
手机入刑”的声音也多次出现。

2014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分组审
议刑法修正案(九)草案时，有常委会组
成人员建议对 “玩弄手机或其他手持
终端的行为”进行规定。 理由是，研究

表明， 在驾驶中玩弄手机和手持终端
造成“盲驾”，比醉驾和毒驾更具危险
性，危害程度更大，如果将此类行为入
刑，相信会降低驾驶风险。

“入刑的目的并不仅仅在于加大
惩治力度， 更是要通过法律的威慑作
用，对人们的行为进行指引。就好比醉
驾入刑之后， 现在醉酒驾车的问题已
基本得到解决。 如果在充分调研和论
证之后发现，这一行为非常严重，就可
以考虑入刑。 ”黄海波说。

彭新林则认为， 一种行为是否入
刑，要看其社会危害程度，目前，刑法
明确了“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醉酒

驾驶机动车的”等 4 种危险驾驶行为，
相对而言， 开车玩手机只是一种违法
行为，并不足以构成危险驾驶罪。

“此外，怎样对玩手机、打手机、看
手机、放手机等行为作出清晰界定，也
是个难题， 很容易遇到技术上的一些
障碍。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将会影响
法律的实施。 ”彭新林说。

开车使用手机是否入刑，目前仍有争
议。但对于这一行为治理的紧迫性和必要
性上，业内人士和专家的态度非常一致。

在专家看来， 不仅要加强对于司
机的宣传教育， 也要加强对于社会公
众的宣传教育。 （据新华网）

开车用手机引发大量交通事故

据徐某事后向交警讲述， 车上三
个人，都是朋友，中午从临海出发，赶
回杭州， 自己和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的
朋友都系好了安全带， 后排的朋友丁
某没有系好安全带， 也没有提醒他要
系好安全带。

汽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时， 徐某
的手机突然响了， 他下意识地去摸手
机，但是没摸到，于是他低头去找，就
在这时， 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的朋友提
醒他快要撞上中央护栏了， 徐某连忙

往右打方向盘。
摸手机时的第一次分心、 低头去

找的第二次分心、 高速上猛打方向盘
的操作失误———马希来指出， 正是这
一瞬间的几个危险动作， 导致了最终
的车祸。

中国司法大数据研究院的一份专

题报告显示，2012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全国各级人民法院机动
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审审结案件量

为 449.1 万余件， 排名前三的事故诱

因是无证驾驶 26.86% 、 酒后驾驶
18.1%、开车玩手机 10.56%。

“无论是上述数据中的排名，还是
从我们日常处理的交通事故来看，开
车使用手机的危害性都堪比酒驾。 ”马
希来说。

黄海波同样认为 ， 开车使用手
机应当属于严重威胁交通安全行

为 ，可能会引发很多交通事故 ，其严
重程度可以堪比酒驾 ，应当重视 ，必
须治理。

动作隐蔽导致取证处罚难

记者在乘坐出租车和网约车时发

现，司机经常会用手机接单，有时候也
会在手机屏幕上设置行驶路线。

“平时抢单要用手机，抢到单之后
要用手机给乘客发送短信通知， 也就
几秒钟，只要看好路况，反应及时，就
没什么问题。 ”北京网约车司机刘师傅
对记者说。

然而， 浙江省公安厅高速公路交
通警察总队杭州支队在去年做的一次

“危险实验”表明，刘师傅的这一认识
非常危险。

实验显示， 按照一辆车车速达到

60 千米/小时来算，即便是低头看手机
2 秒，汽车就能开出近 30 米 ，而且明
显跑偏 ，即便车辆性能再好 ，刹车也
至少需要 20 多米， 加上开车玩手机
驾驶人反应更慢， 导致事故的概率大
大增加。

而在高速上玩手机，后果更加严重。
“以每小时 100 公里的车速，驾驶

员低头的一秒，车辆就在‘盲驾’状态
下行驶了近 30 米。如果其间路况发生
变化，驾驶员根本来不及反应，后果不
堪设想。 ”马希来说。

近年来， 随着高清探头等 “黑科

技”的应用，交警对驾驶机动车时拨打
接听手持电话的违法行为进行了严厉

打击，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但马希来与同事在执法过程

中 ，也遇到了一些难题 ， “在实际
操 作 过 程 中 ， 发 短 信 、 发 微 信 的
行为比较隐 蔽 ，取 证 处 罚 存 在 一
定的难度 ，主 要 还 是 要 靠 驾 驶 员
自觉 ” 。

黄海波也在工作中了解到， 交管
执法部门难以获取司机在驾驶机动车

时使用手机的证据， 在治理时存在很
大的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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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车用手机引发交通事故
“盲驾”是否入刑存争议

G92 杭甬高速往宁波方向绍兴路段，由于小轿车司机在驾驶过程中使用手机而导
致车辆失控，事故造成一死三伤的严重后果。 王 赟 摄

与智能手机的发展

速度和玩手机的普遍程度

相比，我国在立法方面的规定
稍显不足，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
条例只作出了不得有拨打接听手

持电话、观看电视等妨碍安全驾
驶的行为，并没有对使用手机
的其他行为以及如何处

罚作出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