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月 16日上午，全
国首例“斑马线之罚”行
政案件在浙江省嘉兴市
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宣
判：驳回上诉，维持一审
法院支持交警大队的主
张，驳回原告贝先生诉
讼请求。今年 1 月 31
日，贝先生驾驶汽车遇
行人正通过人行横道时
未停车让行，交警当场
决定给予其罚款 100
元，记3分。

罗志华

在没有红绿灯的路口，行人通过马路称
得上是件技术活，既要有胆量，又要有判断
力，还得行动敏捷。不然，车辆接连驶过，
若再不“见缝插针”，就只能在路边久等。
有时，行人估摸着车距和车速足够让自己通
过，可迈步出去又觉判断有误，是跑是等还
是退回来，难免犹豫，从而导致欲跑又停、
欲站又走。司机也会揣摩行人的心理，在油
门和刹车间频繁变换，如此极易酿成车祸。

车辆和行人在路口相遇，血肉之躯显然
处于下风，需要给予行人一定的优先权。正
如二审判决书所言，处于强势地位的机动车

在途经人行横道遇行人通过时，应主动停车
让行，而不应利用自己的强势迫使行人停步
让行,这既是法律的明确规定,也是保障弱势
一方安全通过马路、减少交通事故、保障生
命安全的现代文明社会的内在要求。

话虽这么说，现实生活中执行得如何
呢？停车让行人的司机也许不少，但更多的
司机则是能过则过，甚至故意跟紧前车，不
让行人有“插足”之机。偶见司机主动停车
时，行人或许会感激得给予点赞。明明是司
机的义务，却成了稀缺的美德，这也反衬出
司机礼让行人很少见。而司机不履行礼让义
务，也很少得到相应处罚。嘉兴这起案子成
为“全国首例”，也从侧面说明，因此而受

处罚的司机何其少。
处罚虽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但从来不处

罚便丝毫不能解决问题。理想的步骤是，先
以够多的处罚案例，让司机谨记礼让行人是
自己的义务。而礼让行为多了，则少数人的
美德就会变成多数人的自觉行动，剩下那些
仍不肯礼让行人的司机，就会格外惹眼，会
遭受更多的社会压力。

可见，首例“斑马线之罚”极具示范意
义，若各地交警能受此鼓舞且认真执法，对
不礼让行人的司机依法给予教育和处罚，那
最终，马路礼让有望成为机动车与行人最常
见的互动方式。甚至由于过马路变得容易
了，行人闯红灯等现象也会相应减少。

毛开云

首例“斑马线之罚”案二审宣判，宣告
这起行政案件告一段落。在没有交通信
号灯的斑马线前，车让人既是法律规定,
也是现代文明社会的内在要求。首例“斑
马线之罚”案的宣判，充分体现了现代文
明。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机动车行经人
行横道时，应当减速行驶；遇行人正在通
过人行横道，应当停车让行。正如二审法
院的宣判词所说,该规定中，应当即必
须。当行人以通过为目的行走在人行横
道上时，就应当认定为正在通过；即使中
途有停顿，也应当认定为正在通过。若该

汽车在此时不停车而直接通过人行横道，
将会给行人的人身安全造成现实的威
胁。确实如此，车让人应该成为一种良好
的行车习惯。

正如《河北青年报》2014年6月30日
报道，在河北省石家庄青园街、育才街、谈
固街、谈北路、工农路等街道的斑马线前，
都喷涂了“车让人”的醒目标语，旨在让机
动车到斑马线时减速行驶,避让行人。这
一举措获得市民广泛支持，网友也纷纷点
赞。“车让人”标语受到支持和点赞，既是
人性和人文情怀使然，也是安全意识强、
尊重和敬畏生命的一种表现。

其实，“车让人”在外国早已不是新
闻：在英国，机动车礼让行人是应该的，行

人过马路时，车辆不能拐弯；在美国，如果
行人在没有信号灯的路口过马路，机动车
辆必须停下来让行人穿越，就这一点而
言，美国的法律几乎是全球最严苛的……
而在中国，“车让人”受到点赞，从某种角
度说,这是一种反讽。

中国是文明古国,中国人应该讲文
明，现代中国人更应该讲现代文明。首例

“斑马线之罚”案的宣判，应该为“车让人”
还是“人让车”的争论画上句号，应该将曾
经的“撞了白撞”扫进垃圾桶。“向前一小
步，文明一大步。”文明，是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12个词之一，倡导和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应该从“向前一
小步”做起，从一件件文明的小事做起。

“斑马线之罚”传递现代文明

李英锋

9月16日上午，全国首例“斑马线之罚”
行政案件在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二
审宣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今年1月31
日下午，80后贝先生在嘉兴海宁市区驾车
过斑马线时未礼让行人，被海宁交警作出
罚款 100 元并扣 3 分的行政处罚。贝先生
对此有异议，将海宁交警大队告上法庭。6
月11日，海宁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宣判，驳
回原告诉讼请求。贝先生不服一审判决，
向嘉兴市中院提出上诉。

全国首例“斑马线之罚”行政诉讼案件
的审结具有特殊意义。双方就“斑马线之
罚”进行的两次庭审博弈、针对机动车礼让
行人的时机选择、停行选择、车速控制等细
节问题进行的辩论以及嘉兴市中院作出的
终审判决，让公众对斑马线有了更多敬畏，
对机动车礼让行人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可
以说，全国首例“斑马线之罚”行政诉讼案

件就是一堂生动的交通文明教育课。
正如嘉兴市中院在判决书中所称，“机

动车在途经人行横道遇行人通过时应当主
动停车让行，是现代文明社会的内在要
求。”同时，机动车在斑马线礼让行人也是
一项法治要求——《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
四十七条明确规定：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
时，应当减速行驶；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
道，应当停车让行。机动车行经没有交通
信号的道路时，遇行人横过道路，应当避
让。

平心而论，很多人在驾驶机动车时对
人行横道上的行人缺乏避让意识，习惯了
抢行，不仅给行人带来了不便，还带来了交
通事故隐患，威胁着行人的人身安全。而
全国首例“斑马线之罚”行政诉讼案件给人
们拍响了惊堂木，有助于机动车驾驶人员
增强让行意识，明晰让行的责任和义务，也
有助于行人更理直气壮地维护自身的权
利。

从这起案件中我们还得到一个启示
——法律尽管规定了机动车面对斑马线上
的行人的礼让责任，但没有规定具体的礼
让细则，而在现实中，交通情况复杂多变，
机动车驾驶人与行人很可能对礼让时机和
礼让幅度的判断产生分歧，一些驾驶人很
可能拿捏不好礼让的度，这样会影响交通
效率，影响交通秩序和交通安全，影响交管
部门的监管。交管部门应该推出涵盖各种
情况、可操作性强的机动车礼让指南，对公
众进行指导，让驾驶人员有规可依，知道该
怎么办，从而增强机动车礼让的全面性、及
时性和准确性。

希望从这堂交通文明教育课开始，我
们的机动车礼让文明能够起步，能够加快
成长，并逐渐成熟起来，希望在礼让文明
的呵护下，斑马线真正成为安全线，在上
面，我们走得自然，走得放心，走得顺
畅，不再走走停停、左避右让、提心吊
胆。

首例“斑马线之罚”案是堂交通文明教育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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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言

@东方又出红太阳：我们以前总是埋

怨行人闯红灯，从来没有人说过车辆斑马

线上抢通行。尤其是现在，上下班时车辆

把整个路面、时间都占完了，行人通过的

时间很少，行人对车辆直行、左右转弯都

得让，不让你不能往车上撞吧。

@东海之风：现在许多机动车在斑
马线前未让行，交警没有处罚是不是不作
为？

@奔六：过斑马线礼让行人，一是法
律规定明确，二是体现社会文明。为交
警，为法院点赞。

@节节草329 ：斑马线之罚绝不能
一罚了之，应体现人性化管理，斑马线
的礼让宣传和长期的整治是个系统性长
期性工程，不能操之过急。城市交通部
门更发挥管理者的智慧，合理规划斑马
线数量，以免影响车子通行效率造成拥
堵，司机和行人应相互理解，文明出
行，呼唤更文明的出行、更有序的管理
和更美好的城市生活，一起努力。

博议

过斑马线
礼让行人是文明标志

支持

@老子到底取什么名字你才满意：如
果行人离车还很远即使人跑起来也不可
能撞到呢？我过马路时都是先让车过然
后再走，我停下来车肯定会先走，难道
他们都违法了？我要是站20分钟，那么
车辆会不会堵？

行人停下来
难道车也不走吗？

思考

@老枪新手是我：过马路走斑马线是
文明社会的标志，在没有红绿灯装置的斑
马线，行人过马路应该是车让人，有红绿
灯装置的斑马线应该遵循红绿灯指示。

有一说二

期待“斑马线之罚”开出“礼让之花”

民院

即使像机动车在“斑马线”上让行
人这样一个简单的法律规定，要弄清
楚，要落到实处，也需要像海宁交警大
队的交警和贝先生那样的认真和执著
才可以。

这个被人们称为“斑马线之罚”的
案件并非重大和复杂案件，也并不关涉
当事人的重大利益，但案件的当事人贝
先生却历经行政复议和法院一审、二
审，经过7个半月的时间得到这样一个
最终结果。这个案件向我们昭示了以
下几点：

一是这个案件将我国道路交通安
全法第四十七条第一款“机动车行经人
行横道时，应当减速行驶；遇行人正在
通过人行横道，应当停车让行”的规定
具体化了，可感可知了。

二是法律的正确实施离不开执法
部门认真、扎实的执法工作。应当承
认，驾车人在“斑马线”上不让行人的事
件每天都在发生，但实际被处罚的却屈
指可数。本案贝先生也许就有这样的
心思。但是，浙江海宁交警大队交警执
法就很认真，值得点赞。

三是当事人较真求真的法治精神
可嘉。按一般人的思路，不就是100元
钱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但贝先生
不这样想，他相信法律，依法解疑。正
是有贝先生这样的公民，才能够促进和
监督执法部门认真执法。

这个全国首例“斑马线之罚”案件，
可谓是法治教育的好教材，它启示我
们：即使像机动车在“斑马线”上让行人
这样一个简单的法律规定，要弄清楚，
要落到实处，也需要像海宁交警大队的
交警和贝先生那样的认真和执著才可
以。

全国首例
“斑马线之罚”启示

事件回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