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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称为“史上最严交规”实施后

“闯黄 灯”现象调查

2013年1月4日 / 星期五 / 责任编辑 / 李 群 / 叶 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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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二十六条明确规定，交通信号灯由红灯、绿

灯、黄灯组成。红灯表示禁止通行，绿灯表

示准许通行，黄灯表示警示。

北京法大律师事务所律师李维认为，

三个信号灯各司其职，法律定义明确。而

相关主管部门将黄灯作用归于红灯，技术

上难以做到，也与现有法律相抵触。

北京蓝鹏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张起淮

介绍，从各国对“黄灯”的规定来看，设置黄

灯的目的在于为驾驶员在红灯和绿灯之间

提供一个“缓冲时段”，提醒机动车驾驶员

判断是过去还是停下，同时在这个缓冲地

带实现清空路口的作用。

“新规规定闯黄灯扣分比以前闯红灯

还多，这就使黄灯基本等同于红灯。”北京

大学法学院教授王成认为，新规对“闯黄

灯”处罚如此之重，值得商榷。

在新规实行几天内，深圳交管部门明

确表示“暂不处罚闯黄灯”，而成都交管部

门则开出了第一张“闯黄灯”罚单。专家指

出，缺乏操作细则、执法标准不一是目前这

项规定最突出的问题。

张起淮指出，新规缺乏足够的调研和

听证。根据我国立法法的相关规定，对于

此类行政法律、法规的出台，必须充分吸纳

各方的意见。而该新规的出台，给人的感

觉是“有些意气用事”。

受访专家建议，应考虑驾驶员长期形

成的驾驶习惯，设置一定的缓冲期，在缓

冲期内对闯黄灯行为不进行处罚并加强

宣传教育。

公安部交管局2日表示，对一些网友反

映的交通信号设置问题，公安交管部门将

认真听取意见，积极采纳、不断改进。

（新华社北京1月3日电）

是否违法？——黄灯作用归于红灯

新年伊始，新交规给马路上带来新气
象。公安部交管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交通参
与者自觉遵守交通信号，一些常见的违法行
为如闯红灯、故意遮挡污损号牌等有所减少，
北京、上海、天津、沈阳、南京、长沙等许多城
市出现了机动车通过路口提前减速慢行、主
动礼让行人的讲安全、讲文明的新气象。

然而，不容回避的是在微博、网络和口头
舆论场，新交规中关于“闯黄灯”扣6分的规定
引发激烈争论。新交规与道交法有关条款矛
盾么？黄灯亮起时车头距离停止线非常近了
怎么办？仔细梳理，很多网民的质疑并非无
理，需要有关部门及时出面详尽回复。

回想新交规在网上形成的第一波传播热
点，焦点多集中在闯红灯扣6分等所谓“史上
最严”条款，“闯黄灯”问题并没有被放大并形
成公众大讨论。直到2012年末，随着新交规
相关条款解读的深入，“闯黄灯扣6分”才在民
间舆论场引发大讨论。

其实新交规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对“闯黄
灯”从过去的“多不处罚”到现在的“一律重
罚”，法规进化的同时对驾驶人的宣传、解释
仍有不到位之嫌。

记得几年前记者到外地出差，看到当地
一位司机见到黄灯就主动停车，一问，这好习
惯是当地交管部门和交通台合办的一个奖励
不“闯黄灯”的活动“培养”出的：对不“闯黄
灯”的司机抽出幸运者奖励300元钱。这个例
子折射出几年前地方交管部门对“闯黄灯”问
题从交通文明方面尝试引导的思路。

如今，软性的交通文明倡导变为刚性的
法规条文，但全国2亿多司机内心对于这种变
化的接受程度决定了新交规的正能量能否顺
利被自觉自愿地放大到极限。在这方面，主
管部门宣传、解释的工作做得细一点，百姓的
理解和支持就多一些，马路上的和谐就会多
一些。

记者注意到，对于此次新交规严惩闯红
灯、不系安全带、开车打电话等绝大部分进化
方向，社会主流声音是赞同的。这其实意味
着公众对于交通安全、交通文明严峻形势有
着清醒、趋同的认识，也急切盼望能依靠法治
得到扭转。这恰恰是有关部门深入宣传的契
机。

当然，百姓往往不患法严而患法不公。
当社会车辆面对“史上最严交规”的时候，马
路上那些特权车是不是公平守法格外牵动社
会神经。记者注意到，最近，北京一辆违规使
用警报器的救护车被网民举报并遭到严肃处
理，道交法明文规定的特种车要严格监督，道
交法外的各色特权车更要严格守法。尤其是
媒体报道的年检时外地铲分贩子泛滥，不彻
除会给新交规的公平性带来极大损害。

在技术层面，记者注意到所在城市采用
倒计时红绿灯的网友多幸福吐槽，但是对于
北京等不采用倒计时红绿灯的地方，司机眼
下能做的只是降低通过路口速度、加大与前
车的距离等。一个小窍门是还可以观察路边
的行人红绿灯，北京的行人红绿灯多有倒计
时设置，而且行人红绿灯一般会先变黄灯而
后变红灯，然后机动车红绿灯的黄灯才会亮
起。不过在通过路口时侧眼观察行人灯也有
一定安全隐患。

北京交管部门介绍，倒计时红绿灯是落
后的装置。实在不能装这种“落后的倒计时
灯”，能否采用绿灯最后几秒闪烁的方式提
醒？主管部门应当从技术角度考虑得再人性
化些。毕竟，人脑不是电脑，面对“半截子”绿
灯时那种提心吊胆的囧不应是法规进化的初
衷、行车安全的干扰。

不管怎样，新交规对闯红灯、开车打电
话、不系安全带等威胁汽车社会安全顽疾产
生的正能量不容否认，需要进一步放大。

（据新华社）

被称为“史上最严交规”的修订版
《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于１
日正式施行不过两天，其中的“闯黄灯”
罚则便成为争议焦点。网民称“闯黄灯
记６分”的新规“完全无视牛顿定律”，
而相关主管部门则表示，新规实施后
“因违反交通信号导致的交通事故大幅
下降”。

相关主管部门对“闯黄灯”这样

解释：“黄灯亮时，只要机动车车身任

何一部分已越过停止线的，车辆可继

续通行，不认定为闯黄灯。已越过停

止线的车辆可继续通行，未越过停止

线的车辆要停止通行。”

然而，记者体验后发现，在实际

道路行驶中，很难清晰判别车辆与信

号灯的关系，黄灯反而成为司机的困

扰，甚至影响到交通通行。

影响一：路口车速减慢现拥堵。

记者2日先后在北京的非主干路、主

干路等不同路段体验，最直观的感受

是，绿灯时段车速减慢。

在非主干路的车道沟路，即使是

绿灯时段，大部分车辆在接近路口时

都有意识地降低车速，原本节日期间

车流量较小，时速本可达60公里，但

在该路口时速只有约20公里，本该

畅通的道路出现拥堵。类似情况也

出现在长安街等主干路上。

影响二：路口“险象环生”。记者

2日在长安街西延长线的一个小路口

看到，一辆深色高尔夫轿车在绿灯即

将变灯时接近路口停止线，似乎意识

到要“闯黄灯”，便猛踩刹车，但因车

速较快未完全停止，而此时信号灯已

变黄，司机只得加速离开。

同日下午，在东三环外百子湾路

口，一辆红色轿车在变黄灯时突然刹

车，导致后面一辆出租车险些追尾。

记者发现，绿灯配时时间长，对

排在靠前位置的车辆没有难度，而对

于排在后面的车辆，是加速通过还是

减速等待信号灯变黄，则是个难以选

择的问题。

在东单路口，记者排在靠后的位

置，接近路口停止线时绿灯已持续2

分钟以上，记者选择放慢车速，不料

引发尾随车辆鸣笛催促，而在旁边车

道行驶、时速40公里左右的几辆车

均选择加速通过，但在尚未越过停止

线时灯已变黄，几辆车来不及制动，

只得硬着头皮“闯黄灯”。

是走是停？
——黄灯竟成行车困扰

“开出租车这么多年，不知道路口该怎

么走了。”北京某出租车公司的一位司机说，

“像我们这样天天在路上跑的，闯黄灯一次

记6分，以后这路口该咋过啊？”

受访司机向记者普遍反映，路口“不好

过”的原因包括：

——绿灯变黄灯没有提示。“很多城市，

包括北京的部分路口都设置了计时器，但为

什么大部分路口都没有这个装备呢？”北京

大学法学院教授王成说，法规出台还应该有

相应的配套设施。

还有受访司机抱怨，以前绿灯变黄灯前

都要闪烁三下，但现在很多路口的红绿灯都

没有这种提示。

——交通信号灯配时长短不一，难以判

断。多位出租司机对记者说，北京很多路口

的信号灯时间都不一样。“有的路口黄灯特

别短，‘啪’的一下就闪过去了，有的就挺长，

基本无规律可循，过路口真犯怵。”出租司机

林先生说。

记者从北京交管部门了解到，由于采

用了路况信息采集系统，北京主要路口的

信号灯配时长短，都是通过路口埋设的感

应线圈以及电视监控等设备，根据车辆排

队情况进行实时调整。这也决定了在安装

路况信息采集系统的路口，无法使用计时

信号灯。

“根据路况不同，一个路口不同方向的

信号灯配时都不一样，北京所有路口的信号

灯配时也都不一样。”北京一位一线交警说，

交通管理科技化程度比较高的大城市，可能

都会有这种情况。

公安部交管局2日表示，在车辆正常行

驶过程中，只要驾驶人注意力集中、与前车

保持安全车距，行经交叉路口时减速慢行、

谨慎驾驶，“抢黄灯”和追尾事故是可以避免

的。

而在新浪网关于“你如何看待新交规

‘闯黄灯罚6分’规定”的在线调查中，有超

70％的受访者认为该规定“不合理，难控制

易造成更多违章和事故”。

记者实地体验也发现，即使以时速30

公里进入路口实线区，发现“情况不妙”后的

制动距离至少需10多米，基本无法保证在

停止线内把车停住，这就是网民所谓的“对

抗牛顿定律”。

路口咋过？——司机一见黄灯就犯怵

如何让新交规
放大正能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