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妨害安全驾驶罪是一道法律护栏
若将采用威胁、暴力方法侵犯正在驾驶公共交通工具驾驶人员的人身权，强

行干扰公共交通工具的正常行驶，或抢夺方向盘威胁公共安全等行为纳入“妨害
安全驾驶罪”，将消除法律盲点，乃实事求是的完善制度、完善法律之举。

□斯涵涵

11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案例研究院召
开第十一期“案例大讲坛”，以“万州公交车
坠江事故”等案例为样本，就对正在驾驶公
交车的司机实施违法犯罪行为如何认定法
律责任，如何预防等问题展开研讨。最高人
民法院大法官胡云腾建议，今后需进一步完
善制度，完善法律。针对乘客此类行为可考
虑增设“妨害安全驾驶罪”。将采用威胁、暴
力方法侵犯正在驾驶公共交通工具驾驶人
员的人身权，强行干扰公共交通工具的正常

行驶，或抢夺方向盘威胁公共安全等行为纳
入其中。（11月11日《南方都市报》）
近日，重庆万州发生的公交车坠江事故

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在此背景下，厘
清公交车驾驶员和乘客之间的权利义务和
行为责任分配等问题，增设“妨害安全驾驶
罪”很有必要。
公交车是最普通的大众运输工具，乘客众

多，公交车司机身系一车乘客的安危，责任重大，
但以往法律条文没有特别明确强调这一点，此次
若将采用威胁、暴力方法侵犯正在驾驶公共交通
工具驾驶人员的人身权；强行干扰公共交通工具
的正常行驶，或抢夺方向盘威胁公共安全等行为
纳入“妨害安全驾驶罪”，将消除法律盲点，乃实
事求是的完善制度、完善法律之举。
重庆万州公交车坠江事故犹如一个引

子，引出了一系列打骂公交车司机、拖拽方向
盘的新闻。增设“妨害安全驾驶罪”可利用法
律的明示性、强制性来警诫、惩处那些危害公
共安全的危险行为。让人们知道，殴打司机直

接威胁了公共安全，要追究其法律责任，在桥
梁隧道、高速公路、人员密集区等实施上述行
为的，要从重处罚等，让这些打骂公交司机的
人为自己无知无耻行为买单。当然，“妨害安
全驾驶罪”如何“定罪量刑”、细化落实，还要
在充分探讨、科学论证的前提下，尽快制定相
关司法解释或意见，以便更规范、更精准、更
公平地化解此类公共安全矛盾。
保护公共交通工具安全是一个社会系统工
程。增设“妨害安全驾驶罪”如同一道法律安全
“护栏”。要在此基础上，不断完善和提升。首先
要加强立法，落实法规，严惩公共交通工具上的
违法行为，其次要强化公交车上的安全装置，依
托互联网大数据的信息技术，监控公交车内的
情况，与公安机关加强通联，完善驾驶室功能
等，让行驶安全更有保证。再者，要增强法律宣
传力度，呼吁社会公众自觉遵守公交车行车的
规矩。倡导尊重司机、宽容平和的社会气氛，
树立规则与道德的红线，多管齐下，将公共
交通安全事故发生率降至最低。

广东消委会“双11”维权专线值得借鉴

打热水也有APP，校园乱象亟待治理

■观察家

巷 议

近段时间，针灸美容受到了不少
爱美人士的青睐。据北京市卫生和计
划生育委员会的相关工作人员介绍，
针灸只有在具备医疗美容资质的医
疗机构才能进行，从事针灸操作的人
员也必须具有医师资格证。但是，记
者在调查中发现，大部分从事针灸美
容的机构都是不具备行医资质的美
容院。（11月11日《北京青年报》）
针炙是中医的宝贵技艺，但是针

灸不是万能的。如今，很多没有经过
专业训练和资质认证的从业人员，进
行无节制、不专业的操作，使得伤害
消费者的案件频发，美不了容还毁
容，对医疗安全和医疗服务秩序产生
很大危害，也伤害了中医形象。针对
此类乱象，相关部门需要加快补位，
加强日常的管理与执法，同时也要满
足消费者对于正规中医理疗的需求，
通过“疏导”来进行规范。 房清江

诚信公交虽好
但别止于设零钱罐

□张海英

为应对广东省“双11”交易额逐年攀升，消
费矛盾纠纷不断增多等问题，广东省消委会启
动“2018年‘双11’网购促销高峰期监督维权
专项工作”，特设“双11”维权开通专线和专栏，
这在全国尚属首次。（11月11日中新网）
每年“双11”，不仅是消费大爆发，也是投

诉大爆发。以深圳为例，去年“双11”期间（11
月8日至11月14日），投诉平台统计数据显示
投诉量同比增长87 . 5%。原因很简单，当电商
交易额大幅增长，消费纠纷就会跟着增多，虚
假宣传、质量问题、假冒问题、价格问题等都
是消费者投诉的热点。
多年来，“双11”之前，各地消协最常见的

手段是发布消费警示，来提醒消费者不要掉

入陷阱，而广东消委会最近的做法让人眼前
一亮。广东省消委会在全国率先开通了“双
11”投诉咨询专线电话，在网上开设了维权专
栏。这一举措，不仅提升了消协服务消费者的
能力，有助于提升消协公信力，而且为消费者
在“双11”期间投诉提供了针对性的服务，方
便消费者及时向消协反映购物遇到的问题，
有助于及时维权。
虽然各地消协都有投诉平台，但一般处

理日常投诉。而“双11”期间消费者投诉是呈
爆发式增长的，一般处理能力未必能满足消
费者投诉需求。而广东消委会专门开设“双
11”投诉专线，无疑增强了针对性。
笔者认为，各级各地消协组织在服务消

费者方面，都应该积极探索和创新，在完善日
常服务的同时，还应该不断细化服务，探索精
准服务。比如，凡是出现消费热点、投诉增多，
消协都应该提供针对性服务。从某种意义来
说，类似于开通“双11”投诉专线，这种服务不
是可以有，而是应该有、必须有。当然，这种
“双11”投诉专线实际效果如何，还须通过实
践来检验。

□张贵峰

打热水一个APP，发学分一个APP，跑
步一个APP，连无线网络一个APP，刷网课
一个APP……在一些高校，原本为方便师
生、提高效率的信息化手段在实际管理和运
营中却出现了过度倾向：一个个打着“智能
便捷”“强制使用”“学分挂钩”旗号的手机
APP逐渐编织成一张网，将许多大学生裹挟
其中……（11月11日新华网）
通过手机APP，对大学生的学习生活实

施信息化、智能化管理，原本不是什么坏事。
但是，如果这些校园APP过于泛滥，就会无形
中给大学生增添许多烦恼。比如，一些校园
APP频频发生“学分漏记”情况；很多校园APP
中包含大量广告，令人不胜其烦。此外，这些
APP还可能存在“偷流量”“泄露个人隐私信
息”等隐患。
其实，这些校园APP乱象也已涉嫌违法

侵权。比如，简单粗暴地强制安装使用，就可
能涉嫌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侵犯了大
学生的自主消费选择权，如依据《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消费者有权自主决定接受或不
接受任何一项服务”；而工信部《移动智能终
端应用软件预置和分发管理暂行规定》也曾
明确，“提供移动智能终端预置软件……应
依法维护用户的知情权和选择权，不得侵犯
用户合法权益的行为”。
如何才能有效治理校园APP乱象？除了大

学生投诉维权之外，还需要从教育管理、市场
监管等多个层面共同发力。如高校等教育管
理部门，对于校园APP的推广使用不能一哄而
上，而应结合学生管理的实际，尤其是大学生
的实际需要，充分尊重大学生的选择权，而不
是简单利用行政权力去“强制使用”。与此同
时，另一方面，相关市场监管部门也要积极介
入，严肃依法纠正查处其中可能存在的各种违
法问题，确保校园APP市场的规范、有序。

南京公交集庆门场站近日推出
204和616路两条诚信公交，在车上放
零钱，没有零钱的乘客可直接拿车上零
钱投币，下次乘车时还上。没有零钱，也
可以自助找零。不过运行第一天，硬币
还无人取用。（11月11日《新京报》）
南京公交车设置零钱罐，能避免

整钱难找、忘记带钱等尴尬，显然是
件好事，也有助于培养乘客的诚信意
识。不过，还可以把这种零钱罐变成
“公益罐”，即鼓励爱心乘客捐助，这
样一来就能避免公交公司受损问题，
也能确保零钱罐更有生命力。这其实
也是乘客之间互助，在培养诚信意识
的同时，还能培养乘客的公益意识。
别看在诚信公交上设置零钱罐

不是什么大事件，但如果深入思考和
探索，可以具备多种功能。进而言之，
公交车要想更好地服务乘客，可探索
的路径还有很多。 老鹰

对无证针灸乱象
还须疏堵并举

A02


	A02-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