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年7月26日星期二
责任编辑马鈜 美术编辑林婕

联系我们 qnbyw@163.com

《上海市道路交通管理条例（修订草案）》提交市人大常委会 审议 逾八成条款面临修改

买分卖分最高罚2万 12岁以 下未成年人禁坐副驾驶位

青年报记者了解到，交

通安全事关人民生命，当前，

群众比较强烈的呼声是“立

法、执法应越严越好”，因此，

许多人建议，此次的条例修

订应体现“安全”、“通畅”、

“人民交通为人民”等原则。

目前，道路交通违法行

为大整治行动以来，违法现

象明显减少，希望能够保持

长效管理，做到执法必严、违

法必究、一抓到底。可以允

许“百密而一疏”，但不可“选

择性执法”，不要浮于表面。

另外，要进行合理规划，“人、

非、机”综合考虑，凡有条件

的道路均应设置非机动车

道，解决“人、非、机”混行导

致秩序混乱等问题。

道路资源有限与违法成

本低共同造成了道路违法行

为高发，除了加大处罚力度

外，还应加大对道路交通基

础设施的建设力度，从根本

上解决问题。

群众们呼吁，整治措施

要以人为本、疏堵结合，不能

无视地区实际情况而简单设

定指标。要与便民服务相结

合，综合治理。要分类制定

整治标准。

交通执法整治要充分考

虑公众的接受度与获得感，

认识到交通整治是一个渐进

且长期的过程，坚持疏堵结

合，形成常态化可执行的执

法机制。短期治理一定要与

长效管理相结合，以实现长

效为目的，巩固本次大整治

的成果，避免整治行动变成

“一阵风”式的短期行为。

交通主管部门要更好地

利用大数据和信息化手段，

制定更加科学的措施，促进

交通管理更加智慧化，确保

监管到位，提高执法效率，降

低执法者工作强度。

对于“停车难”的问题，群

众们反映，关键是要充分利用

一切可能的场地让本市拥有

汽车的居民有一个稳定的停

车位置，简单地对停在非指定

停车点的汽车进行贴单罚款，

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他们建议，有序推进解

决老小区的停车问题，要合

理规划停车位、规范管理。

同时，开放部分道路的时段

停车，以此缓解小区居民停

车难的压力。企业和居民区

停车资源也可以互补、互换，

并加强停车场建设，纳入规

划，进行科学布局，在轨道交

通枢纽等人流密集区域的周

边，大力推广并鼓励建设立

体式停车场。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本报讯 为进一步发挥好人
大立法主导作用和代表主体作
用，修订好《上海市道路交通管理
条例》，市人大内司委会同常委会
人事代表工委曾于今年 5 月，面
向全体市人大代表开展了修订条
例代表问卷调查。同时，组织全
体市人大代表在5月下旬深入全
市各社区，召开座谈会广泛倾听
群众意见建议，并进行市民问卷
调查。

青年报记者了解到，针对部
分机动车驾驶人守法意识比较薄
弱、经常发生违法行为现象，九成
受访代表和群众赞成建立慢行交
通网络，而对“易产生拥堵的路段
划设禁停标志、标线”的行为也获
得多数支持。

道路交通违法行为易发多发
成本市交通管理核心

此次调研内容涉及交通规划
与设施、车辆和驾驶人管理、停
车管理、社会综合治理、法律责
任等修法重点难点问题，共回收
有效代表问卷356份和市民问卷
8566份。

问卷结果显示，过半数（51%）
代表认为道路交通违法行为易发
多发是本市道路交通管理工作的
核心问题，是导致本市道路交通
秩序混乱和交通拥堵的主要因

素。法规修订宜吸收交通违法行
为大整治的成果，为依法严管提
供强有力的法律支撑。

半数人大代表认为应当进一
步扩大公交专用道网络，以落实
公交优先战略。同时，也有接近
四成（39%）代表认为现有公交专
用道网络已能满足需求。同时，
74%的受访代表赞同将公交专用
车道适当开放给其他特定的车辆
使用，以提高道路资源使用效率，
表明在坚持公交优先的同时，仍
需兼顾本市道路资源紧张的实
际。

近九成（88%）代表和近九成
（89%）群众赞成建立慢行交通网
络，表明法规修订应体现绿色、环
保等出行理念，充分考虑道路资
源的合理分配，保障非机动车、行
人的路权。

易产生拥堵的路段
划设禁停标志、标线获支持

交通违法大整治以来，为解
决违法停车执法成本过高问题，
本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探索
对在设有禁停标志、标线道路上
的违法停车，直接认定为“违反禁
令标志、标线指示”。

“为了减少马路乱停车现象，
您是否赞成在容易产生拥堵的路
段划设禁停标志、标线（即”黄线

“）”，针对这一问题，问卷结果显
示，这一做法得到了绝大多数

（96%）代表的赞成，认为应该在法
规修订中予以固化。

多数（70%）代表表示考虑
到中心城区道路拥挤等因素，
支持适当控制全天性道路停车
泊位数量，确保道路主要用于
通行。

针对部分机动车驾驶人守法
意识比较薄弱、经常发生违法行
为现象，有近九成（88%）代表和近
九成受访（88%）群众支持“对在一
个记分周期经常发生严重交通违
法行为的驾驶人创设更加严格的
处罚”。

当前，交通违法逾期不接受
处理的现象大量存在，影响法律
实施效果。为解决这一难题，多
数（79%）代表支持法规修订中对
这种行为设定处罚。

据悉，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
本市有5起以上交通违法逾期不
处理的机动车，每月超过10万辆；
个别机动车违法行为逾期不处理
的数量超300起。

对此，市人大内务司法委员
会认为，鉴于当事人逾期不履行
道路交通违法行为处罚决定的
不在少数，建议根据道路交通安
全法规定，在法律责任中增加相
关条文，明确行政机关应当依法
督促当事人自觉履行行政处罚
决定，若逾期不履行处罚决定，
行政机关应当向法院申请强制
执行。

近七成人同意滑板车、平衡车
上路但要给予其必要限制

如今，在申城街头，时不时就能
看见用电动滑板车、电动平衡车等
尚无国家标准的通行工具驰骋在非
机动车道，这应当如何加强管控？

问卷结果显示，对于日益增
多的尚无国家标准的通行工具，
代表普遍认为应当加强管理。但
是，赞同完全禁止通行的只有三
分之一不到（31%），超过三分之二
（69%）的代表倾向于允许上路，但
给予必要的限制。

与之相仿，群众总体上赞成
应当加强通行管理。在管理方式
上，赞同完全禁止通行的有44%，
倾向于允许上路，但给予必要限
制的有56%。

“为缓解警力不足问题，您是否
赞成赋予辅警等交通管理辅助人员
协助开展劝阻、记录、报告道路交通
违法等工作职责”，对此，多数（74%）
代表支持交通管理辅助人员参与交
通管理，协助民警开展劝阻、记录、
报告道路交通违法等工作。

而就部分道路交通违法行为
多发的主要原因，多数受访代表
把道路交通违法行为多发的原因
归结为道路交通参与人守法意识
不强和违法成本较低，分别占67%
和59%。与此同时，也有近半数代
表认为道路资源有限和执法不严
也是违法行为多发的重要原因。

近9成受访代表和群众
赞成建立慢行交通网络

“交通执法整治
应当以人为本”

《上海市道路交通管理条例（修订草案）》昨提请市人大常委会审议。 青年报记者 张瑞麒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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