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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

国内外的实践表明，治理道路交通安
全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综合发挥法治、
科技、道德、社会力量的作用，落实政
府、部门、企业、公众的责任。此次论坛
上，多位专家认为，降低交通事故发生

率，要从“人、车、路、环境”等 4 个方
面入手。即不仅要保障道路等基础设施建
设，加强对驾驶员的素质教育工作，还要
加大政府部门和企业的监管。

“人是导致交通事故的最直接、最主要

的原因。在 300 起样本量的一次死亡 5 人
以上特大事故里，人的因素大概占 75%。现
阶段，交通参与者在交通安全意识方面仍然
非常淡薄，机动车驾驶人严格按照交通法规
行车意识仍很差。”王长君说。

对此，三联集团董事长王珏建议，对道
路交通安全主体——驾驶员的考试应该更
加严格。“由于驾驶考试不同于一般的考试，
而是一项国家级考试，如果监管不力，失去
公平性，其后果将不堪设想。强化考试监管
迫在眉睫。”

在车辆方面，专家认为首先应保证车辆
的结构安全，尤其是改善大客车结构上存在
的问题，实行全承载式的车身结构，才能更
好地保护旅客的安全。其次，应对车辆的生
产、改装、运营进行严格管理。

从车型来看，驾驶客车肇事发生交通
事故比率较高，驾驶摩托车交通事故死亡
人数占 70.74%。因此各方专家强调，对驾
驶员高质量头盔的佩戴应实行强制要求，
对摩托车驾驶员更应如此。研究表明，驾
驶员佩戴高质量头盔能够使交通事故中死
亡的风险率降低近 40%，重伤风险可以降
低 70%以上。

“在道路方面，应切实加强公路安全防
护设施的建设，通过工程技术来改善道路的
阻断安全性，同时在城市中设立减速区，帮
助降低交通事故死亡率，公安交通管理部门

也应从改善交通秩序和消除道路安全隐患
入手制定相应措施。”王水平建议。

据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冯正霖透露，交通
运输部将制定出台《道路运输动态监控管理
办法》，规范联网联控各级系统平台和车载
终端的运行管理和安装使用，明确企业的监
控主体责任和政府部门的监管职责。

统计数据显示，2004 年至今，公路安保
工程已累计投入资金 254 亿元，整治安全隐
患路段 25.4 万公里；危桥改造工程从 2001
年至今，已累计投入 440 亿元，改造危桥 2.2
万座。全国三类以上班线客车、旅游包车、
危险品运输车辆已全部安装符合标准的卫
星定位装置，31 个省区市监管平台运转正
常，接入全国联网联控系统平台的各类营运
车辆已达 229万辆。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创伤骨科主任、交通
医学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姜保国指出，在
交通创伤急救方面，我国也存在不足之处。
尽管我国 120 急救车装备已经处于世界前
列，但存在急诊反应时间慢、救治时间长等
问题。

统计数据显示，在交通事故救治中，从
出诊到现场的时间，我国平均为 24 分钟，最
长达到 150 分钟，而从院前到转院的时间平
均高达 45 分钟。“这在发达国家都是不可思
议的现象，很多救治的机会都会丧失在这个
过程当中。”姜保国说。他建议要完善创伤
救治流程，加强现场和救治现场间的信息连
接，提高生命综合救治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物联网、车联网的发
展，给智能交通管理带来了新的契机，大
数据、大交通、大管理的概念将逐步形
成，科技也将从保障、维护的角色逐步过
渡到引领实战。

社会共同的责任社会共同的责任：：

保障道路交通安全保障道路交通安全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持续发展，中国迎来了道路交通的大发

展，快速进入“汽车时代”。到2012年底，中国机动车保有量已达2.4

亿辆，城镇化率达52.6%，二者的高速增长给现阶段我国道路交通安

全带来极大挑战。如何保障道路交通安全，应对突发事件，成为当前

道路安全管理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日前由中国道路交通安全协会、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中国经济网共同主办，以“道路交通安全：共

同的责任”为主题的2013中国道路交通安全论坛上，政府监管部门

负责人和各方专家对此进行会诊。

图为 2013中国道路交通安全论坛会场。 中国经济网 郝红波摄

在 8 月 29 日的论坛开幕致辞中，公安
部副部长黄明肯定了近年来中国道路安全
方面取得的成绩。他表示，过去 30 年，中国
道路交通管理经历了困难多、压力大的艰难
时期，但在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中国道路

交通安全工作取得很大的进步，道路交通安
全形势实现由事故高发到近年来持续平稳
下降的转变，大事故得到有效遏制。

统计数据显示，从1996年到2012年，我
国特大道路交通事故由每年 80起下降至 25

起，全国客运车辆交通
事故死亡人数同比下
降 17.7%。2012 年，
道路旅客运输一次死
亡 3 人以上的事故起
数同比下降24%，死亡
人数同比下降 22%。
今年上半年，这两个数
据 同 比 又 分 别 下 降
20.9%和27.4%。

但黄明也坦言，
目前中国道路交通安
全形势仍很严峻。基
础薄弱、机动车的类
型多元化、东中西部
地形环境区别大、交

通状况十分复杂等情况不容忽视。特别是近
年来，城市拥堵问题仍较突出，农村山区安全
风险加大，全社会的交通安全理念、交通文明
意识与汽车社会发展要求还不相适应，不文
明的驾驶行为和交通陋习还比较普遍，道路
交通事故的伤亡人数总量还很大，道路交通
安全管理能力和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

但从世界范围看，我国仍然处于道路交
通事故高发阶段，呈现总量大、死亡率高和
恶性事故多发三个特征。数据显示，每年全
国各地交警接报事故的总量约 470 万左右，
万人死亡率 20.5%，交通事故的死亡人数占
死亡总数的 21%，远远高于机动化发展早的
国家。“十一五”期间，全国平均每年约发生
30起特大交通事故。

分析原因，公安部交通管理科学研究所
所长王长君给出了两组重要数据。一是全国
机动车总量从1000万辆到2亿辆，美国用了
75年左右时间，而中国仅用了 23年；二是从
2000年到2012年，在12年时间内，我国城镇
化率从36.2%提高到了52.6%，这个速度也是

举世罕见的。“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城市
化速度正在加快。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
论，就是现阶段我国道路交通安全的现状如
此严峻有着必然性。”

交通运输部道路运输司副司长王水平
也同意此观点。汽车保有量的快速增长使
得社会各方准备严重不足，包括对汽车社会
的规律、交通事故的规律认识不足。同时驾
驶员的队伍迅速扩大，全国平均每年约增加
2000 万至 3000 万名新驾驶员，也使得“人、
车、路、环境”的矛盾日益突出，导致交通拥
堵、交通事故频发。这些问题不仅仅是一线
城市所特有，还在逐步蔓延到二三线城市。

作为交通安全的主体，驾驶人安全意识
淡薄，违反交通法规、应急措施不当等成为
交通事故的主要原因。目前来看，3 年以下
驾龄驾驶人、低驾龄驾驶人所占比例较高，
低驾龄驾驶人的驾驶技能水平不容乐观。

但王长君也认为，提高我国交通安全水
平仍有机会。一是我国正在进行城市结构
的调整，有减少交通出行总量的希望。二是
各地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可有效减少路
面的交通负荷。三是继续保持新路建设迅
猛势头，有望同步完善交通工程设施。

同时，高新技术迅猛发展，使我国交通
管理的科学化、现代化、智能化成为可能。
生态城市、绿色交通理念逐步深入人心，也
将改变人的交通行为。

交通事故高发态势得到有效遏制

社会各界合力治理交通安全

交通事故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已成为
15 岁到 19 岁年轻人死亡的主要原因。全
球道路交通遇难者当中，46%为弱势道路使
用者，即步行者、自行车骑行者、两轮摩托车
的驾驶者和后座的乘客等。在此次论坛上，
来自国际方面的声音为我国道路交通安全
难题的破解提供了借鉴。

国际道路交通安全协会主席、曾经在荷
兰从事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近 40 年的高
斯认为，中国应该学习荷兰，将道路安全作为
一个最重要的事情来抓。在各个社会阶层的

支持下，争取足够的资金支持，将部分全国性
的减速方案与目标性行动计划相结合，鼓励
步行和骑车,适当跟共同交通组合在一起，减
少私家车的数量和使用频率，减少交通拥
堵。高斯指出，车速的控制是减少道路交通
事故的重要手段，尤其是对于行人以及自行
车和摩托车的骑行者来讲更是如此。但全世
界仅有不到三分之一的国家在市区采取了减
速措施。荷兰在市区已设立低速区，并在人
行道上设置可以对行人进行感应的玻璃纤
维，自动调整红绿灯信号间隔。

日本的经验是制定并实施交通安全 5
年规划。从上世纪 70 年代开始实施的这一
行动，对日本降低交通事故死亡率发挥了重
要作用。数据显示，日本连续制定实施交通
安全 5 年规划 30 多年来，到 2012 年年底，
年死亡人数由近 2 万人降至 4411 人，万车
死 亡 率 降 至 0.57% ，10 万 人 死 亡 率 降 至
3.45%。

欧洲新车安全评鉴协会主席安德鲁斯
克则提出，需要重视对车本身安全的关注，
包括生产和后期维护两个方面。“在保障安

全方面，欧盟通过立法对车型进行强制要
求，中国也有 C-NCAP 这样的机动车辆进
行碰撞测试，然后进行评级的系统，但仍不
是法律规定。”

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所长陆化普表示，
发达国家普遍把零死亡作为追求目标，并注
重对策综合、全民参与和有力的协调机制与
完善的安全规划，强调更安全的设施和车
辆，以及智能技术的应用。

他认为，借鉴国际经验，提高我国道
路交通安全水平应分三步走。第一步，万
车死亡率降低一半，达到美国现在的水
平 。 我 国 现 在 这 一 数 字 是 2.5， 美 国 是
1.26。第二步，达到日本现在的水平，即
0.57。第三步，达到零死亡的目标。陆化
普建议，应把改善交通安全工作纳入国家
的核心工作内容，采取积极措施治理抓交
通安全问题。 文/李雨思 杨斯阳

破解难题有借鉴破解难题有借鉴

图为日产汽车株式会社企划、先行技术开发本部部长高桥信彦(右)与参会嘉宾进

行交流。

中国经济网 裴小阁摄

平安中国是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道路交通

安全直接关系着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的平安幸福，

我们将发挥体制优势，不断完善政府统一领导，各部

门各司其职，齐抓共管、标本兼治、综合治理，将道路

交通安全的理念努力传播到每一个驾驶人。

——公安部副部长 黄 明

宁可少修几公里路，也要把安保工程做足做扎

实，今年交通运输部已安排 74 亿元用于公路安保工

程和危桥改造工程，结合“十二五”规划的中期调整，

还将继续加大安全基础设施的投入，做好源头上的

预防工作。

——交通运输部副部长 冯正霖

当前，中国道路交通事故总量依然偏大，道路

交通安全工作面临我国加速进入“汽车社会”的新

挑战：机动车数量快速增长，路车矛盾日益突出；

驾驶员数量快速增长，安全要求与驾驶员素质之间

的矛盾日益突出；交通参与者安全意识不高与交通

安全基础薄弱的矛盾相交织，都给中国道路交通安

全工作带来很大压力，我国万车死亡率等相对指标

与发达国家相比依然存在差距，距离到 2020 年实

现全国安全生产形势根本好转的目标依然任重道

远。因此，道路交通安全工作的弦必须绷得紧而又

紧，工作必须抓得实而又实。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 孙华山

我国 2000 多年来都以农业为主，却只用 20 多年

时间进入快速机动化时代，到目前为止，确实没有形

成一个与机动化相匹配的交通安全意识、交通安全

行为，乃至交通道德、交通文化。此外，现阶段交通

安全宣传教育的社会化的体系、交通安全宣传教育

的方式方法还存在很多不足。

——公安部交通管理科学研究所所长 王长君

长途客运在中国是一大特色，在国外发达国家，

长途客运可能只是补充交通，在中国运输市场，长途

客运仍然发挥着主力军的作用。长途客运的安全对

中国来讲意义十分重大，因为坐长途客车的基本上

是外出打工的农民兄弟，他们的安全，国务院相关部

门这些年来给予了高度关注。

——交通运输部道路运输司副司长 王水平

中国已经有很好的全民意识，那就是交通安全

是我们共同的责任，并且大家已经充分意识到了必

须要达成一致、共同努力，才能够不断地改善交通

安全的状况。

——全球道路交通安全合作伙伴主席 皮特·
文特

交通事故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也是导致年轻

人死亡的一个重要原因，这已经成为 15 岁到 19 岁

年轻人死亡的主要原因。在全球道路交通遇难者当

中，46%为弱势道路使用者，包括步行者、自行车

骑行者、两轮摩托车的驾驶者和后座的乘客。

——国际道路交通安全协会主席 高 斯

建议把改善交通安全工作纳入国家的核心工作

内容，像抓非典、抓空难一样抓交通安全。交通安

全、交通事故，从每年死亡的人数量上看，要远远地

超 过 这 些 事 件 。 最 新 统 计 2012 年 死 亡 人 数 是

59996，这是非常巨大的数字。

——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所长 陆化普

重庆是科技兴安、产业强安、教育助安，对道

路全面实施监测监控、追踪定位，对车辆全面安装

汽车安全包，做到不碰撞、不侧翻、不爆炸、不燃

烧，对道路警示标志全面安装，建立安全智能型的

有保障型的县乡道路，然后开展全民安全教育培

训，有效地把道路交通事故控制到没有发生 10 人

事故，逐步消灭 3人事故，最后达到零死亡。

——重庆市政协常委原安监局局长 肖健康

（李 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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