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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关注
“酒驾入刑”

新闻链接

公安部近日通报的数据显
示，“醉驾入刑”正式实施5年来，
全国公安机关共查处饮酒后驾驶
机动车违法行为247.4万件。总体
看，不少省市酒驾醉驾查处数量逐
年下降或呈相对平稳趋势。

“良法善治”带来的效果显著，
“开车不饮酒，饮酒不开车”成为社
会共识。但无论是官方数据分析，
还是现实观感，都不难发现，目前
大城市酒驾治理成效较为明显，但
中小城市尤其是农村地区则仍是
薄弱点。

随着汽车时代的来临，在中小
城市和农村，机动车数量增长速度
并不亚于大城市。而近年来媒体
披露的酒驾醉驾伤人肇祸案例，发
生在中小城市和农村中的并不在
少数。

受传统饮酒陋习的影响，“逢
宴必饮”现象仍不同程度地存在。
而与大城市中代驾服务较为完善
相比，中小城市尤其是农村，请人
代驾仍属陌生事物。加上受驾驶
者侥幸心理和执法力量相对薄弱
等因素的影响，酒驾甚至醉驾现象
形成治理盲区。

形势逼人，容不得丝毫松懈。
所幸的是，这一问题已引起有关部门重视。公安部
表示，下一步执法范围将从大城市向中小城市和农
村延伸。由点向面的延展，治理无疑任重道远，随
着治理的深化，面临的难点和问题也必然增加，这
将不断考验执法部门的能力与智慧。

要从根本上消除酒驾醉驾，依然需要全社会的
共同努力。一方面，我们应对酒驾醉驾保持“零容
忍”，既要严格执法，巩固成果，又须强化“薄弱环
节”，真正实现治理的全覆盖；另一方面，对公众尤
其是农村地区群众的安全教育应该进一步强化，借
助案例教育，以“血的教训”为人们增加一道思想观
念的“安全阀”。

新华社北京电（记者邹伟罗沙）
“醉驾入刑”自2011年5月1日正式
实施以来，迄今为止已满五年，带动
中国酒后驾驶问题得到显著改观。
五年来，全国因酒驾醉驾导致的交通
事故起数、死亡人数与法律实施前五
年分别下降18％、18.3％。

这是记者近日从公安部获悉
的。五年来，酒驾醉驾得到有效遏
制，城市效果尤为明显，全国公安机
关共查处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违法行
为247.4万件。在严格执法和持续宣
传的共同作用下，北京、河北、浙江，
杭州、宁波、南京、福州、深圳等省市，
酒驾醉驾查处数量已经出现逐年下
降或相对平稳趋势。

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各地公
安机关坚持严格、公正、文明、规范执
法，始终保持高压态势，不间断开展
全国性、区域性整治，形成了常态化

整治机制，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无论涉及什么人、什么身份，只要触
犯法律，一律依法查处，对涉及国家
公职人员的一律抄告纪检监察部门，
树立了法律的权威，赢得人民群众的
信任和支持，有效增强执法公信力。
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联
合整治酒驾醉驾违法犯罪行为，推动
公民自觉遵守法律、抵制酒驾醉驾意
识的提升，“开车不饮酒、饮酒不开
车”成为广泛的社会共识。

酒驾醉驾治理还带动了汽车社
会生活观念的巨大变化，直接催生代
驾这一新经济业态。统计显示，酒后
代驾约占代驾服务的90％，并由大城
市向二三线城市快速拓展。五年来，
全国约2.18亿人次接受了酒后代驾
服务，大大降低酒驾醉驾违法行为和
事故的发生几率。

该负责人介绍，酒驾是世界各国

面临的共同难题，我国目前仍处于酒
驾醉驾的多发期、执法的攻坚期。随
着查处酒驾执法力度加大，范围从大
城市向中小城市和农村不断推进，也
随着中小城市和农村机动车保有量、
驾驶人数量的快速发展，中小城市、
农村地区酒驾问题显得更为突出，查
处酒驾量大面广，依法治理酒驾醉驾
任重道远，稍有松懈将可能反弹，需
要坚持不懈、持之以恒。法律的生命
力在于不折不扣的执行，公安机关将
进一步坚定整治酒驾醉驾的信心和
决心，积极会同其他司法机关形成合
力，在巩固城市酒驾治理效果、推动
农村同步治理的同时，进一步完善制
度机制，广泛深入开展宣传教育，推
动将酒驾记录纳入个人征信，努力构
建治理酒驾醉驾立法、执法、司法、守
法“四位一体”工作格局，不断推进平
安中国、法治中国建设进程。

2011年5月1日，刑法修正案（八）和新道路交通安
全法正式实施，“醉驾入刑”持续发力，截至目前，酒驾顽
症已大为改善，“开车不饮酒、饮酒不开车”日益成为广
泛的社会共识。

专家和业内人士指出，治理酒驾的过程，是我国以
良法向社会陋习宣战的一次生动实践。其间所积累的
经验值得我们总结。

革除陋习，良法是剂良药
“我知道自己错了，醉酒驾驶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

更是对家人和其他人的不负责任，请求法庭给我改过的
机会！”今年4月8日上午，山东省平度市人民法院第一
审判庭内，“醉驾司机”于某在法庭上做最后陈述，认罪
服罪。

自2011年“醉驾入刑”以来，平度法院共受理此类
案件398件，仅2015年全年就审结165件，判处被告人
165人。

“要治好酒驾陋习，必须从‘法’字上做文章。”全国
人大代表、律师秦希燕说。几千年的“酒文化”背后，酒
后驾车在我国曾经是一种常见的现象。

“酒驾、醉驾屡禁不止，根源在于违法成本太低，不
足以震慑那些喝酒开车的人。以立法的方式来建立惩
处酒驾的长效机制，才能推动全社会文明驾驶良好风尚
的形成。”公安部交管局负责人说。

2011年2月2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刑法
修正案（八），将醉酒驾车定为犯罪。4月22日，全国人
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修改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决定，对饮酒
后驾车作出了空前严厉的处罚规定。当年5月1日，两
部法律同时落地。

五年来，情况明显改观。全国因酒驾醉驾导致的交
通事故起数、死亡人数，与法律实施前同比分别下降
18％、18.3％。

其中城市酒驾醉驾的治理效果尤为明显。北京、河
北、浙江，杭州、宁波、南京、福州、深圳等省市，酒驾醉驾
查处数量已经出现逐年下降或相对平稳趋势。

“五年来的实践，不仅让酒驾、醉驾及因此导致的恶
性交通事故大幅减少，更对引领社会风气良性发展起到
积极推动作用，从而实现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秦希燕表示，依法治理酒驾醉驾的成功实践，树立了法
治中国的成功范例和治理样板。

严格执法，让规则深入人心
打开手机APP，就能看到距自己最近的空闲代驾司

机；手指一点，司机驾龄、代驾次数、乘客评价等信息尽
在掌握。“有时晚上应酬难免喝点酒，用手机APP就能
找到一个代驾，方便又安全。”在北京一家企业工作的何
先生说。

公安部数据显示，五年来，全国有2.18亿人次接受
了酒后代驾服务，服务人群在迅速扩展。

“特别是线上代驾市场的发展，吸引越来越多的从业
者加入代驾行业。”滴滴代驾总经理付强说，酒后代驾需求
逐年上涨，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依法严惩酒驾醉驾的措施
真正发挥出威力，人们的安全驾驶意识也在不断提高。

从立法到执法，“醉驾入刑”的效果为何能立竿见影？
这有赖于各地各部门在执法实践中总结出的有效经验。

——常态化、全方位执法保持严管态势。广州交警
在酒后驾驶违法行为高发的重点路段、时段，以及餐饮、
娱乐场所周边道路设置执勤卡点，开展酒驾常态化治
理；为遏制郊区和城乡结合部区域的酒驾行为发生，广
州交警把酒驾严查的区域由市区延伸到城乡结合部区
域，进行全方位覆盖。

——“闭环执法”确保“逢醉必拘”。对于醉驾司机，
北京交警一律第一时间录入数据库，采取“闭环执法”快
查快办。北京市交管部门制定了详尽的酒驾查处执法
意见，对酒精检测、执法处罚、文书制作、安全防护等进
行全流程规范；同时，建立统一检测中心，24小时接收
检测血样，并完善检测结果系统发送等相关执法流程，
不让被查处的醉驾司机有机会逃脱法网。

——多部门联动形成高压威慑。公检法等多部门
通力配合，违法必究。2013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最
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发布《关于办理醉酒驾驶机
动车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从醉酒驾驶
的后果、醉酒驾驶行为的危险性、行为人的主观恶性等
方面，明确规定了八种需要从重处罚的醉酒驾驶情形。
还有一些地方规定，公职人员醉酒驾车行为一律通报甚
至开除公职，由此产生明显震慑。

根治顽疾，还有哪些难题待解
全国政协委员、国浩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施杰说，必

须看到，无论是立法层面，还是司法实践层面，仍存在一
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首先是对逃避处罚者的法律责任难以认定。“在执
法实践中，醉驾者逃避处罚的现象时常出现、花样繁多，
最典型的做法就是发生事故先逃离现场，等酒精完全耗
掉后再投案，而此时已无法确定其驾车时的血液酒精含
量。”济南市历城交警大队民警告诉记者，现行法律未将
逃避酒精含量检验的行为纳入刑法，只要醉驾者没有采
取暴力、威胁等方法逃避检验，就无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施杰建议，对恶意逃避查处的驾车者，一旦归案（如凌
晨逃匿，清晨到案的）仍被确认为“酒驾”或“醉驾”的，则恶
意逃避行为应作为酌定量刑情节中的从重处罚情节。

其次是较高的缓刑率值得关注。以四川省成都市某
区法院为例，2015年，该院对危险驾驶罪判处的缓刑率
达42.8％。拉萨市人民检察院案件管理办公室副主任益
西欧珠表示，与经济、刑事犯罪相比，醉驾的缓刑率较
高。全国各地处罚标准不一，但基本上都存在这类情况。

“实践中存在对醉驾大量适用缓刑的情况，影响了
‘醉驾入刑’应有的震慑和预防效果。”施杰说，应慎用缓
刑，以保证打击效果。

来自上海的多位检察官表示，当前醉酒驾驶类案件
仍然多发，与公众认识不到位有很大关系。有些人误认
为刑法只处罚醉酒驾驶汽车的人员，不包括摩托车等，
却不知摩托车也属于机动车的一种，同受法律约束，造
成醉酒驾驶摩托车案件数量居高不下。此外，从案件情
况看，案发时，被告人血液酒精含量在1.60mg／ml以
下的占大多数，可见酒驾司机大都存在侥幸心理，自以
为饮酒量不多或酒量不错，不会有事。对此，应进一步
加大宣传力度。

施杰还表示，醉驾之后发生交通肇事，导致人员受
到轻微伤。这样的情况出现后，法律规定醉驾一律要处
拘役；然而如果按交通肇事罪处理，由于情节显著轻微，
可以免除刑事处罚。建议对既有醉驾又有交通肇事情
形的，应明确数罪并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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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驾入刑”五年 酒驾肇事下降 18％

凶猛于虎的酒驾，如何被法的缰绳勒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