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治理还需软硬兼施

走路看手机，真悬

普遍存在侥幸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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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车、骑车、过马路都不忘刷一刷手机———

马路“低头族”成安全新隐患
如今，手机已经成为人们生活的标配。工信部最新数据显示，2019 年

5 月，全国移动电话用户数量达 15.89 亿，很多人拥有不止一部手机。 在
手机服务人们工作、学习、娱乐的同时，人们也在生活中越来越依赖手
机。 时刻低头看手机的“低头族”几乎随处可见，甚至一些人开车、骑车、
过马路也不忘刷一刷手机。 马路“低头族”潜藏着哪些安全隐患？ 对此该
如何治理？ 何时才能抬起头来？

马路低头族为何屡禁

不止？ 并非人们不知道低
头路上行存在安全隐患 。
有关机构的一项调查中 ，
52.7%的受访者将走路看
手机归因为对发生交通事

故存在侥幸心理。
在山东读研究生的孙

思琪是个资深 “低头族”，
几乎每过一两分钟就要看

一下手机， 走路的时候也
不例外。 她表示，自己走路
时看手机， 主要是因为习
惯了随时接收和回复通讯

消息， 由于平时看手机的
频率就很高， 走路时也忍
不住掏出手机看一下。 孙
思琪坦言， 尽管自己清楚

走路看手机有一定安全隐

患，但“手机依赖症”让自己
难以改掉这样的坏习惯。

除了个人习惯和意识

问题， 快节奏的工作与生
活也成为催生马路 “低头
族”的一大原因。 在北京经
营水果生意的小韩日常负

责店里的水果外卖配送 。
他表示， 一边打电话一边
骑电动车送水果是自己的

工作常态， 有时手机上收
到新的指令或信息， 即使
是在快速骑行也要拿起手

机看一下甚至做出回复 ，
而这样做主要是为了节省

时间。
一位开车族坦言 ，知

道开车不应该打电话 ，更
不应该看手机、发微信，但
仍会偶尔为之。 但是，他强
调自己开车时只发 “语音
微信 ”， 不会影响行车安
全。 反过来，他认为看手机
的行人给司机造成很大困

扰，“有的人一边过马路一
边看手机， 根本不看红绿
灯 ， 司机要鸣笛提醒才
行”。 然而，在接受采访的
行人看来， 走路看手机最
多是行人之间彼此碰一下

或者自己被绊一下， 说声
“对不起 ”就行了 ，驾车的
人看手机则有可能酿成要

命的大事， 是应该从严治
理的行为。

7 月 15 日上午，在交
通繁忙的北京大望桥附近

十字路口， 只见过往的不
少行人手里都拿着心爱的

手机， 哪怕在密集的车流
中横穿马路时也依然时不

时看上几眼手机， 点上几
下。 一边操作手机一边骑
电动车的快递员、 外卖送
餐员更是一个接一个 ，一
心二用地在人流和车流之

间快速穿梭， 看得人心惊
胆战。

事实上， 这只不过是
智能手机普及后“低头族”
的一个缩影。 如今，开车、
过马路时用手机的现象并

不少见， 在交通违规行为
中占据一定比例。仅今年 3
月，广州交警通过“智慧电
警” 抓拍到的开车打电话
行为 800 多例；厦门交警 4
月、5 月两个月内抓拍查处
此类行为 1924例。 相关调
查显示，72.2%的人有在步
行过马路时玩手机的经历。

如此行为背后隐藏的

危害不容小视。 据了解，开
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

率是普通状态下的 2.8 倍；
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

普通状态下的 23 倍。 有实
验表明， 开车时候看一眼
手机最少需要 3 秒，假如汽

车的驾驶时速是 60km/h，看
手机一眼则意味着会盲开

约 50米，存在极大风险。
马路“低头族”已成为

交通领域的“新隐患”。 然
而， 尽管各地都采取措施
进行治理， 这一现象却始
终屡禁不止。

2018 年 9 月公布的
《第二届司法大数据专题
分析课题之机动车交通事

故责任纠纷案件》 专题摘
要显示， 开车玩手机已经
成为继无证驾驶、 酒后驾
驶之后诱发机动车交通事

故的第三大原因， 占比高
达 10.56%。

马路 “低头族 “的危害在全
球已经引起了重视。 为了治理这
一不良现象， 有关各方可谓煞费
苦心。

中国各地目前主要采取加强

监管与处罚的方式进行整治。 例
如，在浙江，交警部门自今年 6 月
10 日起开启了为期两个月的专项
整治行动， 通过固定执法点现场
查处和电子警察自动抓拍相结合

的方式集中治理驾车时使用手机

的违法行为。 在广州，交管部门今
年启用了 9 套采用最新检测技术
与人工智能技术的“智慧电警”系
统， 可自动检出开车打电话等违
法行为， 一旦发现即给予 “记 2
分、罚 100 元”的惩处。

在国外，各国对马路“低头族
“也采取一定处罚措施，处罚力度
相比中国更为严厉。 例如，英国对
开车时使用手机的驾驶员将提起

“危险驾驶”起诉，最高可判入狱
两年。

除了法律惩处， 不少国家也
试图采取技术等软手段降低马路

“低头族”带来的隐患。 例如，荷兰

尝试在人行道路面上设置交通信

号灯，即将 LED 条嵌在路面上并
与地上交通信号灯相连， 使其与
交通灯同步改变颜色， 以便提醒
“低头族”注意自身的交通安全。

中国地理学会城市与区域管

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张文忠表

示，马路“低头族”现象反映了当
前社会的出行文明还不成熟 ，这
与汽车等现代交通工具在中国普

及时间较短有一定关系。
张文忠指出 ，马路 “低头族 ”

现象的治理必须多管齐下， 特别
是将法律约束和宣传教育结合起

来。 其中，机动车辆驾驶过程中使
用手机的问题， 需要交管部门严
格执法，查处此类违法行为。 相比
之下，行人、骑电动车者看手机的
问题则缺乏相关惩处规定。 对此，
张文忠认为， 应首先完善相关法
律法规， 确立此类行为的管理规
范，提高惩处力度。 “治理马路‘低
头族’也应加强宣传教育，提高驾
驶员和行人的规则意识， 逐步提
高人们的交通出行素养。 ”

（据人民网）

上海首条会发光人行道在外滩投入使用。 醒目的颜色能更
好地提示行人，尤其是“低头族”不要闯红灯。 (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