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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宜 爽

□　本报记者 董凡超

  2015年11月23日，因醉酒驾驶营运车发生

交通事故被山东省烟台市开发区交警处罚，驾

驶证被吊销；2020年5月13日，因无证驾驶被烟

台福山交警处罚；2021年3月31日，因无证驾驶

被烟台开发区交警处罚……

  这一连串违法记录的“主角”王某，前不久

又“栽”了。

  今年8月21日，王某驾驶一辆装满废旧钢

筋的小货车进入交警视线，车上的钢筋只用两

根麻绳简单绑了一下，看上去随时有可能掉

落。被交警拦停后，王某神色慌张、不知所措一

通翻找也没拿出驾驶证。与此同时，驾驶室里

一股酒气扑面而来。经酒精测试，其呼出气体

的酒精含量为45mg/100ml，属于酒后驾车。最

终，王某被罚款2000元，行政拘留15日。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九条规定：驾驶机动

车，应当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公安部交通

管理局最新数据统计，全国机动车保有量已达

4.08亿辆，其中汽车3.12亿辆；机动车驾驶人4.94

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4.56亿人。然而，像王某

这样“无证驾驶屡次被查”的怪象屡见不鲜，成

为我国从汽车大国驶向“车轮”文明之国路途

上的一大桎梏。

  围绕如何治理这一难点，《法治日报》近日

采访了多地公安交管部门和专家学者。

无证驾驶危害巨大

易发事故负担沉重

  今年7月17日，江西省宜春市检察机关通

报了一起司机无证驾驶肇事案，司机张某无证

驾驶一辆超载卡车，在十字路口失去控制，与5

辆等待红灯的汽车相撞，造成2人死亡。公诉机

关认为，张某无证驾驶，肇事后逃逸，应当以交

通肇事罪论处。

  无证驾驶，危害巨大。记者梳理近年来公

安机关查处的无证驾驶案件发现，其中不少人

屡教不改——— 因无证驾驶被多次查处；无证驾

驶造成的交通事故也不少见，有的事故导致重

伤乃至死亡的严重后果。

  今年4月，河南省焦作市解放区人民法院

审理了一起交通肇事案，被告人李某曾多次因

无证驾驶被罚，此次无证驾驶小客车将正过人

行横道的被害人撞成重伤。最终，李某被判处

有期徒刑八个月。

  去年10月，内蒙古自治区乌审旗司法机关

公开一起交通肇事案，郭某某屡教不改无证驾

驶三轮摩托车，与行人发生碰撞，导致行人和

乘车人受伤死亡。事发后，郭某某积极赔偿并

取得被害人谅解，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缓刑四年。

  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今年发布的长假交通

安全提示中，无证驾驶与酒驾醉驾、不按规定

让行、超速等违法行为一并被列入易发多发的

交通安全风险序列。其中，今年清明节前夕向

社会公众发出的道路交通安全预警中指出，从

近3年清明节期间道路交通事故情况看，农村

道路交通事故中无证驾驶肇事最多，导致死亡

交通事故占20.5%。今年端午节前夕向社会公

众发出的道路交通安全预警中指出，从近3年

端午节假期道路交通事故情况看，国道省道

交通事故中，无证驾驶肇事较多，事故死亡

占比8.2%。

  “2000年我国机动车驾驶人数为7479万人，

2010年我国机动车驾驶人约有2.13亿人，2022年

6月我国机动车驾驶人4.92亿人。自2010年以来

年均新增机动车驾驶人近2000万人。通过数据

不难看出，通过机动车驾驶资格考试并不是非

常困难。”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交通管理学院副

教授马社强说，相对于机动车驾驶证考试通过

人员数量，社会上“多次考试不通过”的人员数

量相对较少，类似这些人员“无证驾驶反复被

查”现象也属于个案。但无证驾驶对其个人和

社会都存在严重的交通安全隐患。

  马社强分析称，无证驾驶人员未通过机动

车驾驶考试，也意味着其驾驶能力没有达到机

动车驾驶人的基本要求，上路驾驶车辆会给社

会造成一定的交通安全隐患，一旦遇到危险情

况，其不能及时有效处置，会大幅增加发生交

通事故的概率，也会对周围群众的人身和财产

安全造成威胁。同时，由于这些人员属于无证

驾驶，其所驾驶的车辆发生交通事故后，也不

会得到保险理赔，将增加其损害赔偿的负担。

  据了解，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因醉酒驾车

被判危险驾驶罪的人员，如果在缓刑考验期内

实施了“驾驶证被吊销期间驾驶机动车”违法

行为，依法将被执行原判刑罚。

统一行动加强整治

智慧交管精准查处

  查处无证驾驶，公安交管部门在行动。

  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于7月27日至31日组织

开展夏季突出交通违法行为专项整治“百日行

动”第一波次全国精准查缉统一行动，部署各

地公安交管部门紧盯包括无证驾驶在内的公

路易肇事肇祸重点违法行为，加强组织动员、

研判分析、指挥调度、检查督促，全力稳定道路

交通安全形势。

  7月28日，山西省公安厅交管局从太原、长

治、晋中、临汾、吕梁等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抽调

80名业务骨干组成9个异地执法小组以整治酒

驾醉驾交通违法为牵引，带动严查无证驾驶等

严重交通违法。统一行动期间，各地公安交管

部门推行“查办分离”模式，统一立案、侦查及

采取强制措施，最大限度排除外界干扰，提高

查处效率和办案质量。

  实际上，多地公安交管部门围绕推动无

证驾驶违法行为治标治本进行了不少有益

探索———

  今年6月中旬，天津市公安交管局高速支

队京津塘高速大队在开展“铁拳2022”专项行

动时，通过智慧交管设施预警，发现一辆在津

滨高速公路沿线行驶的小客车驾驶人登记信

息异常。3分钟后，该车在津滨高速天津收费站

被交警拦检。

  交警核查确认，该车驾驶人曾于2014年、

2021年两次因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公安交管

部门依法查处，其驾驶证于2021年10月被依法

注销，此次构成无证驾驶交通违法行为。在接

受交警调查时，该驾驶人懊悔不已，称此次是

因其车辆长期停放发生故障，便侥幸驾车外出

修车，没想到首次无证驾驶就被交警查处。

  相隔不久，天津市公安局宝坻分局交警支

队在开展行动中运用智慧交管设施发现，一辆

出现在宝坻城区道路沿线的小客车，其驾驶人

已于2019年因醉酒驾驶机动车违法行为依法

被吊销机动车驾驶证，涉嫌无证驾驶交通违

法。经连续调查，交警最终将该车锁定在钰华

街沿线，属地交警城关大队派出尖刀机动小分

队成功拦检该车。经交警核查确认，该车驾驶

人构成无证驾驶违法行为。

  记者梳理发现，不仅在天津，今年以来各

地公安交管部门对无证驾驶等违法行为给予

高度重视的同时，在日常工作中持续加大工作

力度，并充分运用智慧交管设施以达到精准查

处目的，及时查处此类隐蔽性较强的交通违法

行为，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

  为推动无证驾驶源头预防，天津公安交管

部门深入各类单位，特别是专业运输企业、汽

车销售4S店、驾驶培训机构等，面向驾驶人、管

理人员及企业负责人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教育

和检查工作，从源头消除无证驾驶交通安全

隐患。

  福建、甘肃等地公安交管部门深入驾驶培

训机构，实地查看训练场地，检查教练车车辆

性能、驾校安全管理规章制度、安全责任落实

等情况，要求驾校责任人严格落实企业主体责

任、加强管理，防范驾校学员发生无证驾驶交

通违法行为。

  活动中，民警根据广大驾驶人夏季高速公

路行车特点以及当前交通安全形势，现场讲解

引发道路交通事故的交通违法行为因素，帮助

学员们深刻认识交通违法和交通事故之间的

因果关系，为“准驾驶员”系好安全驾驶的“第

一粒纽扣”。

保持严管严控严查

屡教不改顶格处罚

  尽管各地公安交管部门在法律框架内依

法严查无证驾驶行为，但仍有人铤而走险，甚

至被查处后反复无证驾驶，给交通安全带来严

重隐患。

  如何治理这一难点？采访中，多位业内人

士及群众提出，能否修改法律法规，对无证驾

驶行为提高处罚力度，比如增加罚款金额，罚

得无证驾驶人痛到不敢再犯。

  记者查阅资料发现，国外一些国家对无证

驾驶行为罚款力度较大。在英国，对无证驾驶

的处罚包括1千英镑罚款、禁止驾车以及不得

申领驾照若干年。在日本，法律规定明知对方

没有驾照而将机动车、摩托车等借给对方，或

同乘其车的行为同属违法行为。在意大利，凡

无照驾驶机动车者一经发现，交管部门可视情

况，对机动车吊扣3个月，对行为责任人处以

5000欧元至15000欧元的罚款。

  “治理无证驾驶，尤其是无证驾驶反复被

查的违法行为，不能高高举起、轻轻放下。”北

京市社会科学院综治所所长袁振龙说，公安交

管部门要加大执法力度，保持“严管、严控、严

查”的高压态势，紧盯无证驾驶突出问题，实行

面上控、线上纠、点上查，采取“突出重点进行

集中整治，用足用好现有的法律法规，对屡教

不改者进行顶格处罚，增加其违法成本，切实

提高法律的震慑作用。

  马社强认为，针对“无证驾驶反复被查”的

怪象，公安交管部门应当依法规范查处和处

罚，加大对这些人员的交通安全宣传教育，使

其彻底认识到此类行为的危害性；同时建议

加大应用大数据研判力度，将多次无证驾驶

人员列入重点管理人员名单，与其所在单

位、社区（乡村）、家庭等形成社会共治，实现

社会共同监督和治理，如在农村地区通过“两

站两员”，加强对这类人群的管理，坚决杜绝无

证驾驶行为。

  “公安交管部门应进一步加强与驾校信息

共享，科学分析学员多次考试未通过的原因，

有针对性地通过加强学习、强化训练，不断提

升其驾驶培训。不能因为‘同情’这些人员而降

低培训标准，否则就会将交通安全隐患转嫁给

社会。”马社强说。

  袁振龙说，相关部门应着力提高驾校教学

培训水平，并依托各类媒介深化法治宣传，传

播正确的出行理念，推动守法、文明、有序的出

行理念在更多交通参与者心中扎根，从源头上

减少无证驾驶人员，推动全民共享品质交通

生活。

  对于当下司法实践中对无证驾驶行为的

处罚，特别是无证驾驶导致他人重伤、死亡事

故的处罚，多位受访者认为，虽然依法惩处，但

处罚力度偏轻，与交通事故造成的严重后果不

相匹配。

  “无证驾驶行为具有高度危险性，极易诱

发重大交通事故，造成重大人身伤亡、财产损

失，严重威胁公共安全。”袁振龙建言，从维护

公共交通安全秩序、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的角度出发，需要充分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

动作用，对无证驾驶造成严重交通事故的，应

参照危害社会公共安全罪的量刑标准，进一步

深化相关立法。司法机关要高度重视妨害安全

驾驶行为的现实危害，准确认定行为性质，依

法从严惩处，充分发挥刑罚的震慑、教育作用，

预防、减少无证驾驶违法行为发生。

漫画/高岳  

□　本报记者  韩丹东

□　本报实习生 王意天

  主播“鹤唐”人气不高，可最近直播时频频被充值，本以

为是苦尽甘来，没承想却是掉入了陷阱。

  “鹤唐”所在的直播平台有一项规则：用户在直播间花

钱充值开通“舰长”后，可以获得主播寄送的实体礼物。不久

前，她在直播时收到一条系统提示，“有用户每月花198元开

通了‘舰长’。”欣喜的“鹤唐”立即为“舰长”准备了手绘贺

卡、印章、挂饰等8种礼物，打包好后按照“舰长”提供的地址

邮寄过去。可等对方收货后，她竟然收到一则未成年人退款

申请的通知——— 而这名“舰长”起初告诉“鹤唐”，其为成年

人，有固定工作。

  今年5月，中央文明办、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

局、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关于规范网络直播打赏

加强未成年人保护的意见》整治网络直播打赏行为失范问

题，明确禁止未成年人参与直播打赏。根据相关法律规定，

未成年人打赏行为不具有民事法律行为效力，应该退还。

  但让“鹤唐”疑惑的是，自己收到的明明是成年人的消

费赠礼，为何对方能以未成年人身份发起退款申请呢？

  “鹤唐”的遭遇并非个例。直播平台有不少主播宣称自

己收到过未成年人的退款申请，涉及金额从几元至十几万

元不等，甚至有主播接到的几笔大额退款发起人是同一名

未成年人。

  《法治日报》记者近日调查发现，未成年人退款背后，有

些是成年人为了套取主播福利，伪装成未成年人的恶意退

款，再把主播送出的礼物转手卖出谋利。还有一部分人盯上

了未成年人退款的“商机”，表面上提供协助未成年人退款

服务，暗地里却以“资料费”“预付款”等借口骗取钱财。

有些人钻机制漏洞

收到礼物申请退款

  来自浙江慈溪的方华是入驻某直播平台的一位主播，

他也曾在送出礼物后又被未成年人要求退款。而实际上，对

方可能是成年人。

  后来他了解到，是有人钻了“未成年人退款机制”的漏

洞。“直播送礼不需要实名认证，只要向账户充值就可以送

礼，事后申请未成年人退款之前再进行实名认证。”方华说。

  方华发现，有人收到礼物后，便通过一些二手交易平台

卖出，买家很多是未成年人。

  来自河北廊坊的小李是一名高中生，他就曾买到过“只

有舰长才能拥有的礼物”。小李平日热衷于观看直播，经常省

吃俭用为自己喜欢的主播充值送礼物。他想加入主播的私人

群，和主播直接交流，收到主播的独家礼物，但加入私人群的

门槛很高，不但要投入大量精力观看直播，还要花费成千上

万元购买礼物送给主播。受限于财力和时间，小李只能望而

却步，可他对于主播独家签名祝福的写真照“垂涎不已”。

  有一次，小李浏览某二手交易平台时发现，有人在售卖

自己喜欢的主播签名照，每张120元。他立马下单购买了一

张，到货之后查看是正品。高兴之余，小李心里也在纳闷：每

名群成员只会收到一张签名照，真粉丝一般会用来收藏，可

为何网上流出这么多签名照呢？

  后来，他又在该平台看到有人公开售卖一些主播的“舰长”福利，138元一套，内含拼

装立牌、主播徽章以及马克杯。

  有人受益就有人受损。根据一些直播平台的收益规则，主播收到的礼物会被转换成

金仓鼠，主播凭借金仓鼠数量提现。未成年人发起退款后，主播账户中的现存金仓鼠会

立即被扣除，有的人甚至被扣成负数，原先收到的礼物已提现花完，一下“负债累累”。一

位名叫“Momoko”的主播被要求退款14万元，而送出去的实体礼物也打了水漂。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主任周旭亮分析，有人利用“未成年人退款”机制进行灰色操

作。该机制本是一项保护未成年人的机制，如遭滥用，不仅损害未成年人的权益，还会给

主播造成身心伤害及财产损失。更严重的是，这一行为还可能涉嫌诈骗。这些人在主观

上具有非法占有主播福利的目的，客观上通过虚构或者隐瞒事实的方式使主播形成错

误认识，并基于该错误认识交付财物，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

协助退款陷阱重重

稍有不慎人财两空

  在未成年人退款的众多环节中，套取礼物后申请退款仅仅是其中一环。记者调查发

现，一些网络平台上活跃着一个群体，他们专门帮助未成年人退款，大多通过私聊方式

联系买家，再切换平台进行交易。

  有知情人士透露，这个群体的操作模式根据不同平台的申请要求不同而有变化，但

都需要买家提供未成年人的身份信息和付款记录，随后根据平台不同设置相应的“退款

协议样本”，收费标准一般为申请退款金额的十分之一。如果买家提供的资料不齐全，他

们还会“贴心”地提供全套未成年人资料，一套价格在450元至600元。

  在“百度贴吧”的“未成年人退款吧”中，不少人发帖询问如何申请未成年人退款。这

些帖子下方有大量跟帖称，“加我，帮你退款”。

  记者注意到一则名为“举报骗子”的帖子，吧友“life1”控诉了自己被骗的经历。今年

6月，该吧友因不会申请未成年人退款而发帖寻求帮助，一位名叫“联创云智”的网友留

言称可以协助其申请。

  “life1”添加对方为好友后，对方开口就要收600元“资料费”，称这笔款项是固定收费

项目，需提前交纳。“life1”付款后，对方向其索要身份信息、充值记录等相关资料，并且

发来一份“退款协议书范本”，要求其附上电子签名。

  至此，协助退款服务接近尾声。对方告诉“life1”耐心等待即可，14个工作日内便可退

款成功。可到了第14天，“life1”找到对方追问进度时，却被告知对方的号码已被冻结，暂

时无法操作，需要解封后继续申请。此时“life1”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

  记者以“联创云智”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发现该用户已经改名。

  该吧吧主向记者介绍，协助未成年人退款，一般是帮助未成年人家庭寻找孩子的消

费证据，如时间点、与同学聊天记录等。如果和平台多次沟通，虽然过程烦琐，但成功概

率大。由于经常有吧友上当受骗，吧主在贴吧要求接单人员及时公布相关资质和身份信

息进行备案，预防吧友上当受骗，但截至目前，没有任何人向吧主报备。

  “协助未成年人退款本无可厚非，但出发点应当是服务未成年人、保护未成年人，而

不是为了从中谋利。”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叶林说。

  周旭亮分析，假借未成年人身份信息帮助成年人退款，可能面临民事、行政甚至是

刑事责任。成年人通过虚构事实的方式，骗取平台退款，构成诈骗，根据涉案数额和情

节，将被处以行政处罚乃至刑事处罚。

平台加强审核验证

正确引导未成年人

  在叶林看来，“未成年人退款”机制的出发点是好的，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一些平台

存在主体混乱、审核不严、标准不一等情况，导致相关灰色产业激增，使得多方权益遭到

侵害。

  “直播平台对于未成年人的身份审核机制存在漏洞。根据相关规定，未成年人严禁

参与直播打赏。但成年人能利用未成年人信息退款，恰恰暴露了直播平台对未成年人身

份审核机制的漏洞。”周旭亮说。

  为此，周旭亮建议加强监管：完善未成年人身份审查制度，提高用户门槛，落实实名

注册，关闭未成年人账户的打赏功能；强化家庭监管，倡导社会监督，家长要以身作则，

和学校联合监督教育，给孩子树立好榜样；完善并落实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等法律法

规；加强行业自律能力，各直播平台提高对未成年人用户的关注程度，加强对未成年人

用户操作的规范引导。

  北京云嘉律师事务所律师赵占领告诉记者，根据网络安全法等法律规定，直播平台

应当要求用户实名注册。实践中，不同的直播平台在实名注册方面的做法不同，导致有

漏洞可钻。可完善人脸识别技术，对用户注册时的身份信息加强审核和验证。

  周旭亮也提醒网络主播，自觉抵制违反法律法规、有损网络文明、有悖网络道德、有

害网络和谐的行为，主动劝阻未成年人参与打赏，净化网络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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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复无证驾驶，“交通无赖”怎么治？
专家建议：造成严重交通事故参照危害社会公共安全罪惩处

  ● 无证驾驶乃至“无证驾驶屡次被查”的怪象屡见不鲜。从近3年清明节期间道路交通事故情况看，农村道路交通事

故中无证驾驶肇事最多，导致的死亡交通事故占20.5%。从近3年端午节假期道路交通事故情况看，国道省道交通事故中，无

证驾驶肇事较多，事故死亡占比8.2%

  ● 无证驾驶意味着其驾驶能力没有达到机动车驾驶人的基本要求，一旦遇到危险情况，其不能及时有效处置，会大

幅增加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会对周围群众的人身和财产安全造成威胁。由于无证驾驶，发生交通事故不会得到保险理

赔，将增加其损害赔偿的负担

  ● 公安部交通管理局组织开展夏季突出交通违法行为专项整治“百日行动”，部署各地公

安交管部门紧盯包括无证驾驶在内的公路易肇事肇祸重点违法行为。多地公安机关充分运用

智慧交管设施以达到精准查处目的，及时查处此类隐蔽性较强的交通违法行为，消除道路

交通安全隐患

  ● 公安交管部门要加大执法力度，保持“严管、严控、严查”的高压势态，

用足用好现有的法律法规，对屡教不改者进行顶格处罚，增加其违法成本。建

议加大处罚力度，对无证驾驶造成严重交通事故的，参照危害社会公共安全罪

的量刑标准，进一步深化相关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