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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受访者认为
违停时间短不碍事

时代广场停车管理员李先生说，
过去中国是个自行车大国，大家遵循
的是点至点的出行方式，但这种自行
车思维已不适用于当今的汽车时
代。现在更多的是区域至区域的出
行，人们从出发地点至停车区域取车
出行，而后至停车区域停车后，需要
用步行等方式至目的地点。

在向停车场管理人员、机动车车
主发放的近200份有效问卷中，近一
半受访者认为这种现象较为普遍，且
易占用街道，是造成交通拥堵的重要
原因之一。

探究违法停车现象背后的原因，
其中，54%的受访者认为该行为是出
于停留时间短，办事方便等明知故
犯、贪图便利的心理，另有37%的民
众反映该行为是由于无法找到合适
的停车位，而对交通标志标线缺乏认
识也是造成违停的一个重要原因。

交警不在时
行人的遵法率依然偏低

据实践团了解，交警不在时行人
的遵法率是很低的，引起这些违法行
为的常见心理包括侥幸心理、法不责
众的心理、省时省力心理、从众心理

以及过高地信赖机动车驾驶员守法
行驶的心理。

问卷中，对于可能造成行人乱穿
马路的几个主要成因，受访者对不同
成因给予了不同的认可度。其中，从
交通参与者角度而言，行人自身自觉
性不够是受访者认可的最主要原因，
在所有调查对象中有53%的人群赞
同。而从管理者角度而言，处罚力度
不够是另外一个主要原因，占比26%。

实践团发现，信号灯设置不合理
也在行人乱穿马路致因中扮演重要
角色，尤其发生在行人过交叉口时。
据有关行人最长忍耐红绿灯信号时
长研究，一般过街行人的忍耐极限为
90秒，而在现实生活中各种不同的复
杂交叉口，可能由于诸如右转车辆不
受信号灯控制与行人流冲突导致行
人在一个绿灯期间无法通过交叉口；
冬寒夏热，人们忍耐极限下降；车辆尾
气污染严重或车辆卷起大量尘土等
不利条件下，将缩短人们通过交叉口
的忍耐极限，而信号灯时长设置时很
少考虑行人的不良感受，使得受访者
反映不少交叉口信号灯设置不够人
性化，诱发行人乱穿马路现象的发生。

“其实，很多时候行人抱着省时
省力的心理乱穿马路的情况，也反映
了我国现有行人交通设施的不完善，
如人行横道的红灯时间过长，地下通

道和过街天桥设计不合理，行人上上
下下要消耗很多的体力和时间等。”
许思羽说道。

电动滑板车等
代步工具存较大争议

在大整治之前非机动车辆违章
的查处却几乎为零。然而非机动车
违章对交通安全造成的威胁完全不
逊于机动车。非机动车违法非常容
易产生交通事故，并且以人伤事故为
主。目前争议较大的主要集中于电
动车和电动滑板车、平衡车等地位不
明的代步工具。

在向交警部门的调研中，实践团
获悉，最为常见的非机动违法行为包
括非机动车载人、驾驶超标车以及逆
向行驶等。非机动违法载人时，由于
后排人员对路面情况不清楚，导致自
我保护的准备时间长，在交通事故中
往往受到的伤害更大。

浦东交警支队的王警官坦言，6
岁以上12岁以下的儿童可以搭乘非
机动车，但仅限一名；6岁以下儿童乘
载时一定要安装安全座椅；16周岁
以上青年才允许驾驶电动车，而这些
规定大多数的非机动车驾驶员是不
了解的。因此，普及交通常识，增强
宣传、劝导对减少非机动车违法行为
依然十分必要。

交大学子暑期探究交通行为违法源头 助力巩固上海交通整治成果

搞清行人、车主们都是怎么想的
今年，上海市以超

常规措施部署道路交通
违法整治行动，试图通
过严格执法、不断优化
交通管理和交通组织改

善拥堵状况，深挖交通潜力。在今后的交
通管理工作中，如何巩固现有整治成果，实
现执法整治高效化，最终形成预防为主的
长效管控机制，而非引发“运动式”、“一阵
风”的质疑？交大学子上海交通整治“探路
者”暑期社会实践团应运而生。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交通大学学子关注城市交通
实践团队由船舶海洋与建筑工程

学院、媒体与设计学院及凯原法学院
等11名同学及两位指导老师组成。

今年暑假，实践团冒着酷暑实地
调研了闵行区和浦东新区重点整治
路段，在发放调查问卷的同时，通过
走访交警、协警、机动车、非机动车、
行人等各类交通行为参与者，以及违
法区域周边商铺和小区居民等多个
群体，听取搜集各方意见。

实践团团长、交大国际航运系研
二学生许思羽说，此举旨在了解现有整
治效果的基础上，结合各方的看法观点
以及团队成员的专业知识，挖掘违法行
为的背后成因，发现症结对症下药。

“我们清楚认识到，仅靠交警的末
端管理，将全部执法力量压在路面，只
达到了治标的效果。有限的警力，高
昂的行政成本使得整治行动难以高效
持久。治本，还需探究交通违法行为
源头，改变人们的交通习惯，形成社会
共治形成自觉遵法的氛围。”在实践团
看来，当市民的守法意识提高后，交通
设施设计本身的不合理、道路交通法
规的不完善也会更明显地暴露出来。

因此，在严格执法管理的同时，
更需要探究交通违法行为源头，挖掘
违法行为的成因，探寻交通基础设
施、道路交通法规、交通行为参与者
等各方面存在的问题。

绘制重点整治路段的路网图
实践正式开始前，队员们选取了

交大闵行校区周边平日里交通情况
比较复杂的路段进行了实地调研，来
验证先前调研思路的可行性并确定
了详细的调研计划。

正式调研阶段，队员们又选取了
上海第一大行政区浦东新区作为典
型调研区域。据交警数据，该区列出
了27条路段作为严管严控的重点区
域路段，其中15条为市级交通干道，
另外12条为自定重点道路。

实践团队通过一款将地理信息
系统（GIS）设计运用在交通领域，储
存、显示、管理、分析交通数据软件
TransCAD，绘制了浦东新区重点整治
路段路网图，并据此选取张杨路和浦
东南路交叉路口周边大型商圈作为
主要调研地点。据悉，该地点曾多次
被评为沪上十大违法停车严重路段。

同时，实践调研全面覆盖三类交
通行为参与者，实践团队重点研究机
动车乱停车、非机动车乱骑行、行人
乱穿马路三大违法行为。

通过 调 研 ，实 践 团 认 为 增 强

信息化的执法监督力度及依托互

联网+背景，通过构建良好的违法

举报平台，发挥全民监督效用十分

必要。

比如，在各种警力的车辆上安装

行车记录仪协助交警记录违法行为，

适当在禁停路段加强布设电子监

控。使用话费奖励等激励措施鼓励

市民通过上传抓拍到的违法行为图

像，降低违法整治成本。

“这些措施是减少违停现象，帮

助民众树立良好交通意识最直接的

措施。而优化停车位配建数量、加强

停车共享机制、合理设置夜间路边临

时停车位、完善停车诱导系统（如动

态指示牌VMS和手机APP）、加强常

见交通知识宣传也是减少违停的重

要途径。”实践团在最终的分析报告

中这样指出。

另外，在改善行人乱穿马路现

象，受访者普遍认为罚款、加强交警

现场执法、优化信号配时和加强宣传

教育是四条主要改善举措。至于非

机动车方面，实践团指出，法律问题

困扰尚且较多。“加强立法并增加立

法中的公众参与对规范非机动车的

管理也是十分必要的。”

青年报记者获悉，实践团队已结

合交通工程学、社会学、法学等交叉

学科知识完成了一套调研报告书，将

提交给市交通委运输处及执法总队，

希望实践成果可以为上海更好地缓

解和解决城市道路交通违法行为提

供服务，同时也为其他城市的交通管

理工作提供重要参考。

学生在暑期的实地走访中。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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