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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湊夠一撮人就可以走了，和紅綠燈無關」
的「中國式過馬路」，靠以罰款為主的「中國
式處罰」就能根治嗎？記者採訪發現，在一
時的集中執法行動下，情況或多或少總有些
改觀，但執法成本之高，實難僅靠罰款改變
人們的行為模式，城市建設缺乏科學規劃、
不夠人性化等問題亟需改變。

如果守規則 幾乎寸步難行

途人劉小姐指出，行人闖紅燈最多的情
況，是發生在交通設施設置不合理的地方。
「如經常可見一些路口，馬路的距離超過30
米，而行人綠燈時間只有十幾秒。尤其是在
行人聚集的高峰期，大批人流相向而行的時
候，經常會發生碰撞，這樣短促的綠燈時間
根本無法讓行人以正常步行速度通過馬
路。」王女士表示，明明行人信號燈是綠
燈，可是右轉的汽車一輛接 一輛，等到車
輛過完了，綠燈也變紅了！「守規則基本就
沒辦法成功過馬路。政府與其花那麼大的成
本和力氣去罰款，何不把改善交通設施，減
少行人『被闖紅燈』的情況。」

天橋少且遠 民眾備受折騰

記者在街頭採訪中發現，有不少市民表示

深圳天橋數量太少，例如深南大道，幾公里
都難見一座人行天橋。「天橋和路口之間，
最近的距離也有200米，想從天橋過馬路，
需多走許多路。」李小姐告訴記者，自己在
華強北附近上班，經常要走好長的路才能過
天橋到對面坐車，一旦遇到下班高峰期，根
本顧不上走10分鐘到天橋。「在城市道路的
立體化發展上，應該為行人建設更多人性化
的天橋、地下通道等設施。」

深治闖紅燈
最高罰百元

今年以來，內地多個省市相
繼出台針對「中國式過馬路」

的處罰規定，深圳通過行使特區立法權，相繼
頒佈了《深圳經濟特區道路交通安全違法行為
處罰條例》和《管理條例》，兩個《條例》在
上位法基礎上均提高了對機動車闖紅燈、超
載、涉牌證違法等的罰款力度。行人在深圳違
反交通信號燈指示通行將面臨20元、50元和
100元3個分檔標準的罰款，違法行為人可通過
自願協助維護交通秩序60分鐘、40分鐘、20分
鐘來免除其罰款處罰。有律師表示，巿民以
「罰企」作為抵消罰款，屬自願做義工性質，
並無侵害人權。

你知話

據記者了解，在嚴罰亂過馬路實施首日，深南
文錦南路口，約50人因違規過受罰；但是24

日、25日、26日，記者在同一地方觀察，穿行公
路者如入無「車」之境，拉拖車者、抱小孩者、
騎單車者，隨意橫穿。只要沒有車輛，便加速通
過，完全不理會紅綠燈指示。昨日，一名不顧危
險衝過馬路的中年女子說，「知道不能闖紅燈，
但太陽太猛烈，不想站在路口挨曬」。

寧繳罰款 不穿「綠馬甲」

在該路口協助督導的高老伯直言，很難要求這
些亂過馬路，「作為一名義工，我沒有執法權，
只能揮旗和『吹哨子』，更不可能要求亂過馬路者
穿『綠馬甲』。有時，遇上脾氣壞者會捱罵，弄不
好還會被打。」
記者在23日採訪時所見，因沒有帶身份證而亂

過馬路者，會被罰穿「綠馬甲」，但他們根本不會
按要求向途人派發宣傳單張，要不是自顧自玩手
機、要不就是躲到一邊，也有的不停地看手錶。

「如果帶了身份證，我肯定選擇繳納罰款，穿『綠
馬甲』幫交警執勤不僅丟臉，還浪費時間。」趕
去做鐘點工的張阿姨說。
新規的另一個尷尬之處在於，交警部門定下的

處罰辦法，連他們自己也執行不了。在橫崗大廈
附近的十字路口，首日開罰的第一個小時內，交
警便抓了28個衝紅燈行人，其中17人未隨身攜帶
身份證，現場警力根本無法在執法抓人的同時逐
一查看各人的身份證，有的人更趁交警詢問他人
時逃跑了。

警力不足 漏網魚常現

而選擇接受罰款的11人中，有3人是幾乎同時被
抓，由於處罰單打印量大，交警配備的便攜打印
機甚至出現了兩度沒電的情況，面對行人的催
促，交警急得直冒汗。無獨有偶，在深南路口產
生的首張罰單，從信息錄入到打印完成，共耗時
近20分鐘，在這期間，闖紅燈者便成了「漏網之
魚」。此外，多名衝燈者因沒有帶身份證，交警無

法 通 過
電子設備查閱其
是否曾有過交通違法資料，
那麼，當局規定的「再犯者重罰」一
說，也就無從執行。
在深南路口執勤的李警官表示，由於人手缺

乏，執勤時只能「一心多用」，在交叉路口，往往
維持東西走向人行道秩序的同時，還要兼顧南北
向人行道，以至於常常顧此失彼。「一條道路管
住了，另一條道路就可能有人肆無忌憚衝紅燈
了。遇到有意討價還價的老人，還得費時解釋相
關法規和處罰細則，都會影響執勤工作。」
據了解，目前深圳在編交警有2,300人左右，在

實施新規的過程中，警方只能重點加強嚴管示範
路段的管控力度，在工作日均有民警開展整治，
節假日確保其中至少一半路口有民警執法。「以
點帶面」輻射全市，進而在全市營造文明交通氛
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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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宣稱對行人亂過馬路行為展開「最嚴厲」的處罰於本月

23日實施，當天，千餘警力上路執法，分佈全市600多個路

口，一天內有近2,000名違規行人被罰。但本報記者隨後3天在

深圳市內多個路口觀察，發現督管行人的

交警「不見了」，行人亂過馬路情況依

舊，所謂「嚴罰」，只是「一日鮮」。這

不禁讓人聯想到深圳近日熱議的「控

煙處罰」、「隨地吐痰處罰」，也是啟

動多年卻未開過一張罰單，令人懷疑

這類「中國式處罰」意義何在？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若溪

深圳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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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內多個路口觀察，發現督管行人的

交警「不見了」，行人亂過馬路情況依

舊，所謂「嚴罰」，只是「一日鮮」。這

不禁讓人聯想到深圳近日熱議的「控

煙處罰」、「隨地吐痰處罰」，也是啟

動多年卻未開過一張罰單，令人懷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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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對「中國式過馬路」最高100元罰金

創下內地城市最高紀錄。開罰首日，交警部

門開出近2,000張罰單。然而，在這一張張罰

單背後，記者也看到各種怪象：一個青年需

要以百米衝刺速度狂奔，仍然沒有趕在綠燈

變紅之前過完馬路；行人綠燈亮時車輛仍然

與行人搶斑馬線，一位推 嬰兒車的少婦不

停地避讓；綠燈閃爍2秒後突然變成紅燈，

一位老婦呆立馬路中央，走也不是停也不是

⋯⋯這令人不禁要問：接到這樣的罰單後，

行人下次遇到同樣情況，僅憑自覺就可以避

免犯錯？交警部門在提高罰金的同時，是否

充分保障了行人的路權？

「中國式處罰」 意義何在？　

「中國式過馬路」為人詬病，嚴懲闖紅燈

行為勢在必行，但絕對不是一紙罰單就可以

簡單解決問題，我們不能無視這種行為背後

隱藏行人與機動車路權分配的深層次矛盾，

這一矛盾歸根結底還是城市道路交通規劃不

夠科學化和人性化。例如，紅綠燈設置不合

理，真正實現「人車分隔」的過天橋或地下

通道不夠充足等。各界在熱烈討論、比較各

個城市闖紅燈罰款金額高低的同時，是否更

應該關注交通設計的人性化？

生活中，人人都可能接到各種各樣的罰

單，違法行為並沒有因為罰單而停止，如路

邊停車罰單；有的罰單形同虛設多年，幾乎

被人遺忘，例如亂扔垃圾隨地吐痰罰單；有

的罰單多年未曾開出一張，卻因罰款金額調

高而備受關注，例如深圳即將開出的另一個

罰單—禁煙區吸煙罰單。有關規定稱，在禁

煙場所抽煙最高罰款500元，也就是深圳人

最近熱議的「一口煙500元貴不貴」。雖然相

關條例還在聽證階段，但提高抽煙罰款金額

勢在必行。對此，有人認為，僅調高罰款金

額根本不能杜絕抽煙行為，相反應該認真檢

討執行罰款的可行

性。

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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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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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與其罰款，不如改善交通設施」

■
熊
君
慧

Q1、沒帶身份證能交罰款嗎？只能穿「綠馬甲」！
根據新規，違例者信息將被記錄到全國交通違法系統

中，交警部門曾表示，對於心存僥倖，不提供身份信息妄

圖矇混過關的違法者，會將其帶至執勤崗亭、大（中）隊

所在地進行後續調查處理。但在實際操作中，記者發現，

無法提供身份證時，想交罰款都做不到，絕大多數沒帶身

份證的違法市民最後都以穿「綠馬甲」的方式代替了罰

款。

Q2、斑馬線走到一半變紅燈，走還是停？
深圳交警表示，行人在綠燈時，走到一半綠燈變成紅燈，

可在確保自身安全的情況下繼續走完到對面路口，不會作為

闖紅燈行為受罰。但行人闖紅燈，走到一半紅燈變成綠燈

時，也可繼續通行，但闖紅燈的違法行為，則會被罰。

Q3、沒有「帶頭」意願為何罰50元？3人以
上闖紅燈，第1個人就罰50元！
根據新規，為遏制行人違法的從眾心理，

對於帶頭闖紅燈的違法者處50元罰款。交警

表示，「帶頭」是指在3個以上闖紅燈的情

況下，走在第一個的要相對重罰，以示警

戒，不論其是否有「帶領」的意願。

Q4、不能當場罰款必須另到銀行交錢？
交警不會當場收罰款，被罰者須拿 處罰

書，在15日內到各銀行深銀聯易辦事繳款終

端銀行繳納罰款，逾期不繳納的，每日按罰

款數額的3%加處罰款。

深圳過馬路新規Q&A

■「躲過一輛是一輛，紅燈與我不相干」。 實習記者吳振鵬攝

■深圳開罰「中國式過馬路」第二

日，羅湖區政府門前的十字路口無交

警執勤，行人肆無忌憚地闖紅燈。

本報記者郭若溪攝

■在深南路口產生的首張罰單，從信息錄

入到打印完成，共耗時近20分鐘。

本報記者郭若溪攝

■深圳市政府門前，一名男子因闖紅燈被警

方要求穿「綠馬甲」。 實習記者吳振鵬攝

■深南大道至紅嶺

路一段，難覓一座

人行天橋。

實習記者吳振鵬攝

■本月23日，深南文錦南路口約50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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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日千警執法翌日無人管 「中國式過馬路」依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