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報實習記者步瀟瀟北京電】多位城市交
通領域專家認為，行人闖紅燈的根源是由於中國
城市路權分配傾向機動車而非行人。解決這一問
題，應在相關道路設施的改造接軌國際經驗，在
城市道路規劃理念上，倡導以人為本的綠色出
行。

路權分配忽視行人利益
北京交通大學副教授李紅昌在接受本報記者

採訪時表示，從最深層的原因來看， 「中國式過
馬路」是城市路權資源配置出現了問題。行人路
權沒有得到重視，交通資源分配時沒有得到優先
分配。地下通道、天橋、紅燈設置、道路寬度等
，都不利於行人出行，從而加重了闖紅燈現象。

李紅昌認為，當我們沒有真正貫徹實施 「行
人優先」、 「綠色出行優先」時，長期的政策和
交通建設的結果是，城市規劃、道路設計、交通
資源分配都向機動車傾斜。李紅昌表示，通過道
路配套設施提高行人和機動車的分離水平，避免

或大幅減少水平交叉現象，完善人性化的信號燈
設置，進行人流大的重點路段改造都是使道路更
佳人性化、解決闖紅燈問題的具體措施。但更重
要的是，城市道路設施改造要體現綠色出行優先
的政策取向，從規劃上尊重行人和公交的權利。
以新加坡為例，即便行人亂穿馬路被處罰，也並
不意味路權的優先順序有所改變，新加坡交規對
機動車司機的處罰遠比對行人嚴厲。日本交通法
規也偏重保護行人。

應完善城市路網建設
上海海事大學交通運輸學院交通工程系錢紅

波副教授提出， 「紐約很多馬路只有兩三條車道
，行人幾秒鐘就可以通過。與之相比，中國城市
路網沒有滿足路網匹配的要求。」正常情況下，
支路和次幹路在路網中佔主要比重，但是中國很
多城市更注重主幹路建設，支路和次幹路密度達
不到要求，導致行人和非機動車都被彙集到主幹
路上，這是導致 「中國式過馬路」的深層原因。

北京交通大學教授趙堅認為，人流、車流穿
插混亂實際上是由人行道、公交車站和地鐵樞紐
不銜接造成的。趙堅建議，北京可以借鑒國外做
法，開闢更多的公交車道和自行車道，方便公交
車、自行車與地鐵對接，引導行人使用公共交通
工具。

闖紅燈源於路權分配不當
專家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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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社情民意調查中心近期對近千位市民
進行的隨機調查顯示，超九成市民認為 「中國式
過馬路」是由於市民素質不高；超過七成的人則
認為是由於綠燈時間短，路口距離長造成的；另
有近七成人認為是由於地下通道或過街天橋的規
劃設置不合理造成。

闖紅燈原因
從眾心理導致人闖我闖

在車流稀少的廣州大學城，記者發現， 「上
下課時段，學生都是 『寧爭三秒，不讓一分』」
，大學城中環十字路口，一名抱書匆匆趕去上
課的中山大學學生說，踏紅燈結伴而行 「橫過
中環」是附近學生每日的必修課。 「也有人其實
不願意闖紅燈，但結伴的人已經過去了，自己也
不好意思獨自一人等待綠燈的到來」。廣東外語
外貿大學大三學生陳曉輝抱怨，雖然大學城的不
少路口都設有紅綠燈手動控制裝置，但因宣傳和
維護不到位，少有人用，加上缺乏維修，現已損
壞過半。

記者在實地走訪中發現，在一些道路較窄、
車行緩慢或是沒有信號燈的路口，行人一旦 「聚
眾」成為主流和強勢，從眾心理成了行人闖紅燈
的主要原因。華南農業大學工程學院副院長王海
林對記者表示，有實驗發現，紅燈亮時，第一個
人（或車）和第二個人（或車）的行為關聯度極
大。第一個停止，後面都會停止，反之亦然，交
通違法往往屬於 「跟風運動」，領頭人的示範作
用明顯，人為因素影響極大。

闖紅燈原因
紅綠燈時長設置不合理

除個人守法意識外，華南理工大學土木與交
通學院副院長靳文舟對本報表示，一些交通違法
行為是城市規劃設計不足所致的 「被迫不文明」
，通常表現為交通設施不完善，這就需要監管部
門思考如何完善設施，堵住漏洞。

在北京交通流量最大的路口之一崇文門路口
，穿越東西向6車道的人行道，綠燈通行時間為40
秒，但穿越南北向8車道寬的斑馬線，綠燈時間僅
30秒。由北向南過馬路的行人必須提前 「闖過」
左轉車道長達60秒的紅燈，才可能一次性穿越馬
路。同濟大學李克平教授曾在調查中得出數據：
行人忍耐的等紅燈時長上限為60秒，超過60秒，

闖紅燈幾率就會大大增加。每天途經這一路口的
嚴曉旋表示， 「步子稍慢一點，就有可能停在路
中，再等90秒才能過去。」

闖紅燈原因
信號燈與路口搭配不當

在全長達7公里的平安大街上共有27個紅綠燈
，每兩個十字路口之間都會設置一至兩個手動信
號燈供人通行。由於十字路口分隔了車流，因此

經常會出現路人面對空馬路等紅燈的情況。除了
信號燈自身設計時長，與路口搭配不當也成為行
人為 「搶效率」闖紅燈的誘因之一。 「現在沒有
車，為什麼浪費時間不過呢？」這成為記者探訪
中最常聽到的解釋。

闖紅燈原因
配套不科學人車難分離

由於在崇文門路口中央並未設置安全道和二
次信號燈，嚴曉旋偶爾會選擇更為安全的辦法，
即到路口西側的地鐵通道穿行，但這樣要多走五
分鐘路程。她說， 「能否趕早一班公交車決定了
上班是否能早到十分鐘」。在這個每天清晨分秒
必爭的十字路口，嚴曉旋通常經常沒有耐心等待
一個完整的紅燈轉綠。

凡橫穿環路、交通聯絡線的人行橫道，都存
在距離長、車道轉向放行複雜的特點，行人過街
尤為不易。每日橫穿國貿橋下的白領陳先生，常
常經歷和嚴曉旋類似的 「險象環生」， 「直行行
人與右轉車輛如果互不避讓，經常會造成交通堵
塞。」陳先生說。北京市今年即將重新梳理 「國
貿橋區」地上、地下的車行、人行、路口四角的
交通規劃，其目的就是要通過商場與人行交通對
接，把行人引導致地下通行，徹底實現人車分流。

近期，全國多地
紛紛對 「中國式過馬
路」 亮出罰單。此舉
在引來一片叫好聲的
同時，也引起民眾對
城市交通硬件不配套
、規則不合理的質疑
。本報記者走訪北京
、廣州等地發現，部
分行人因從眾心理作
祟而無視交規，更多
行人卻是因 「中國式
馬路」 存在的諸多不
規範因素導致 「被迫
」 闖紅燈的行為。

【本報實習記者
步瀟瀟、陳若菲電】

【本報實習記者步瀟瀟、陳若菲電】
針對交通信號燈設置與設施配置不科學的
問題，北京市公安交管局副局長陳龍波表
示，在5月6日正式 「開罰」之前，北京交
管部門將逐步完善交通設施、優化交通信
號、通過增設隔離護欄等措施為行人和非
機動車守法出行創造基礎條件。針對每處
路口制定個性化的維護方案，提升行人和
非機動車通過路口時的安全系數。並對信
號燈存在的遮擋、設置不合理，以及信號
燈配時等問題進行全面排查，並及時進行
優化調整與改造，使路口非機動車燈、行
人過街燈配時更加合理。

目前，北京市已在150個重點路口的協
管員配發1200套耳麥式喊話器。協管員通
過話筒喊話，可直接指出行人的不當之處，
「沒聽見」將不再能成為逃避處罰的藉口。

官方回應

開罰前整改
不合理設置

武天姿（白領）：罰
款十元並不能徹底改變一
些人的出行習慣，也無法
解決交通設施不合理等問
題。交警執法標準也很難
清晰化。解決「中國式過
馬路」應以長期教育為主
，罰款多此一舉。

本報實習記者步瀟瀟

⬅ 北 京

李先生：闖紅燈該不
該罰款，還是要看具體情
況吧。比如車多的時候，
行人闖紅燈會影響車行速
度，造成交通擁堵，這種
情況該罰。但如果在郊區
，車很少，幾乎沒有，行
人闖紅燈並不會影響交通
安全，就不應該罰款。像
我一般都不會闖紅燈，寧
願等，但有時候有的地方
綠燈倒計時太短，紅燈倒
計時太長，完全就是設計
不合理，闖紅燈也不完全
都是行人的錯。

本報記者強薇

鄭克彬（商人）：治
理中國式過馬路、亂闖紅
燈的行為絕不能只停留在
行政處罰的層面上，提高
行人遵守交通規則的意識
更為重要。與此同時，在
城市建設中，要在一些不
方便過馬路的地方修建地
下隧道、過街天橋等多種
措施組合式治理。

本報記者黃仰鵬

市民有話說

⬅ 南 京

⬅ 深 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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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光問別光問中國式過馬路中國式過馬路

問問中國式馬路中國式馬路怎麼過怎麼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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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6日，重慶市洋人街景區舉行了一場向
「中國式過馬路說不」 的行為藝術活動，將十
字架和模特模型放置在馬路中間醒目的位置，
提醒行人遵守交通規則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