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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宜 爽

□ 本报记者 孙天骄

  摩托车疾驰而过，带起的风吹起头发，配上潇洒

的背景音乐，两名少年对着镜头做出帅气的敬礼姿

势……这段视频上传至某短视频平台后，引发关注。

  经网友举报，四川省屏山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

队调查后发现，视频中的驾驶人安某年仅14岁，系

无证驾驶摩托车。考虑到驾驶人是未成年人，且为

初犯，民警本着教育先行的理念对其进行了严厉的

批评教育，并要求安某写下保证书，承诺考取驾驶

证之前不再驾驶机动车，同时责令其家长履行好监

护责任。

  我国法律明确规定，驾驶摩托车需要取得相应

的驾驶证，并配置摩托车牌照。然而，公开资料显

示，摩托车无牌无证驾驶行为多发频发，由此造成

的交通事故亦时有发生。

  近日接受《法治日报》记者采访的交警及专家

表示，摩托车无牌无证驾驶现象背后原因众多，包

括群众对摩托车相关法律意识淡薄、缺乏社会责任

感、怀有侥幸心理，建议从法治教育、执法手段、综

合管理机制等多方面着手进行治理。

无牌证上路隐患大

出交通事故难赔偿

  “要不是出门前问了一句，我差点无证驾驶。”

今年28岁的北京市海淀区居民田璐璐（化名）说，半

年前他刷短视频时迷上了摩托车，“骑上车能感受

风一样的感觉，灵魂可以在飞驰中得到释放”。

  田璐璐的一个朋友是多年的摩托车发烧友，收

藏了多辆摩托车。几个月前，在该朋友的邀请下，田

璐璐来到他的车库参观。朋友家在北四环外，小区外

就是宽敞的主路，当时路上车和人都不多。田璐璐一

时心动，和朋友各骑了一辆摩托车，往小区外驶去。

  两人停在小区门口，朋友拿出头盔帮田璐璐调

整佩戴时，不经意问了一句：“你摩托驾照啥时候考

的？”这一问让田璐璐愣在原地。

  “直到这时，我才知道摩托车还需要专门的驾

照，我自己有机动车C1驾驶证，原以为这个驾照摩

托车也能用。”后来，田璐璐迅速报考了摩托车驾

照，并于今年9月成功拿到摩托车D照，随后购入了

自己的第一辆摩托车，作为日常通勤工具。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在现实中，摩托车无证

驾驶的现象频繁发生，往往还伴随着未上牌照、套

牌行驶等问题。

  11月18日1时26分，江苏南京男子徐某驾驶两轮

摩托车行驶至龙蟠中路，被南京交警二大队民警拦

截检查。经查，徐某所驾驶的摩托车号牌系伪造。他

自述，因为喜欢摩托车，就在网上购买了摩托车。该

摩托车没有行驶证，其本人也没有考取驾照，属于无

证驾驶。为了不引起交警注意，他上网购买了假车牌

安装。最终，交警对其处以3700元罚款，行政拘留。

  江苏省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郎伟超

介绍说，摩托车属于机动车，根据法律规定应当与

汽车一样取得相应的驾驶证和牌照才可以上路行

驶。根据摩托车类型不同，对应的驾照类型有D、E、

F三种。无牌无证驾驶属于严重违法行为，其中未

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摩托车将被罚款200元并处

15日以下拘留，使用伪造的机动车号牌将被罚款

3000元，处15日以下拘留；驾驶未登记的机动车上

路将被罚款200元并当场扣留车辆作进一步处理。

  郎伟超认为，无牌无照驾驶摩托车上路有很大

的安全隐患。一方面驾驶人未经过摩托车驾驶证的

培训驾考过程，缺乏安全驾驶意识与必要技能，不

利于其正确规范驾驶；同时，由于无牌摩托车的违

法行为难以被路面电子警察抓拍，导致此类驾车人

侥幸心理偏高，违法行为多发，不利于维护其他交

通参与者的生命财产安全。

  北京市律师协会交通管理与运输法律专业委

员会委员胡穆之告诉记者，摩托车作为机动车，在

行驶过程中平衡系数较低，而且驾乘人员身体无遮

挡，一旦发生交通事故，车辆容易侧翻，驾乘人员的

头可能会先着地，极易造成驾乘人员的伤亡事故。

劣质、不合格、超排量的无牌摩托车上路行驶，安全

隐患更多。

  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王琮玮介绍说，无牌

无证车辆通常没有按照规定购置意外保险和强制

保险，发生交通事故难以得到保险赔偿。有的驾驶

人无法全部承担或者害怕承担因交通事故带来的

经济赔偿责任，交通逃逸事件也经常发生，导致受

害者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容易诱发新的经济赔

偿矛盾乃至信访问题等。

交通违法行为多发

难以及时纠正查处

  摩托车无牌无证驾驶不仅存在很大的安全隐

患，还可能导致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郎伟超说，摩

托车无牌无证行驶的同时，往往伴随着追逐竞速、

非法改装、危险驾驶等不法行为。

  他提到自己曾遇到过的一起案件。2018年2月

的一个下午，史某伟为寻求刺激，驾驶一辆摩托车

从正方大道匝道驶入南京市机场高速，其间多次变

道，超越其他正常行驶车辆。时速表显示，当时车速

最高达到时速299公里。

  当晚，史某伟将自己的行车记录仪视频传到了

社交群，后被大范围传播。随后，南京交警在鼓楼区

某公寓内将史某伟抓获。

  法院经审理查明，史某伟在未取得机动车驾驶

证的情况下，驾驶无牌照摩托车上路行驶，为寻求

刺激，违反禁令标志驶入南京机场高速，由南向北

超速行驶，平均时速为184.5公里，其中部分路段最

高时速达到299公里。其间，史某伟还在高速公路上

多次曲线穿行超车，占用应急车道行驶，违反交通

法规变道10余次。最终，法院判决史某伟犯危险驾

驶罪，判处其拘役4个月，并处罚金5000元。

  无牌无证驾驶摩托车的现象为何屡禁不止？

  郎伟超说，从执法情况作出的违法人群画像来

看，摩托车无牌无证上路行驶的驾驶人群体平均年

龄偏低，尤其驾驶无牌无证车辆超速行驶的违法人

群多为青年群体，存在寻求刺激、盲目追求“出风

头”的心理因素。近年来，随着网络购物平台壮大，

相当数量的年轻人缺乏法治观念，盲目在网上购买

二手摩托车，不经正规手续进行登记上牌，形成一

定数量的违法群体。同时，该群体中也存在部分中

老年人，其误区多为“摩托车不算机动车”，尤其将

踏板摩托车看作非机动代步工具，长期忽视合法上

牌和考证要求。

  在违法群体数量增加的同时，查处亦存在一定

难度。郎伟超说，摩托车体积相对较小，相关违法行

为不易被及时发现，电子警察探头难以对无牌车辆

违法行为进行非现场抓拍查处。

  王琮玮认为，一般来说，摩托车在小县城或者

城乡接合部的道路行驶较多，在交通管理方面因技

术条件、基层警力等方面存在相对薄弱环节，管理

有一定程度的不足，又因违法成本低（很多情况下

只是罚款），无牌无证车辆上路不能得到有效打击，

给无牌无证现象留有一定的“生存土壤”。此外，对

于摩托车驾照速过、代办摩托车牌照等黑灰产业

链，存在管理漏洞，执法也相对较难。

  胡穆之说，摩托车生产销售市场不规范，使得

一些不能注册上牌的车辆流入社会。交通设施配套

建设不完备，道路上的摄像头不能有效识别摩托车

号牌，造成无牌无证摩托车违法行为不能得到及时

纠正和惩处，使得一些摩托驾驶人漠视规则，企图

钻法律的空子。摩托车无证无牌违法行为的日常整

治工作难度很大。

  北京工业大学城市交通学院院长陈艳艳认为，

目前对摩托车牌证管理政策的宣传还不够，部分驾

驶人认为考取小汽车驾照即可驾驶摩托车。个别驾

驶员抱有侥幸心理，认为一旦发生交通事故，无牌

照案件无从查破。

  此外，从调查情况来看，目前全国多地都对摩

托车上路进行限禁管理。部分城市的摩托车牌照还

有类别区分，有的车牌除禁摩路段外全市通行，但

都已禁止登记，因而价格高涨，甚至需要几十万元，

还有价无市；而挂有其他类型车牌的摩托车，通常

被限制进入主城区。此类规定下，一些人怀有“办得

起的牌照进不了城，进得了城的牌照办不起”的想

法，干脆无照或套牌行驶。

探索简化考证流程

解决办证办牌难题

  近年来，已有多地关注到摩托车无牌无证驾驶

问题，并从上牌照、驾驶证办理、无牌无证驾驶行为

查处等多方面着手进行整治。

  2020年12月，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五分院针对

摩托车挂假牌、未登记办证等违法情况向市场监管

部门制发检察建议，并将检察建议书分送对摩托车

生产销售负有监管职责的经济和信息化部门和商

务部门。

  收到检察建议后，市场监管部门通过收集整理

附录获证企业名单、技术性标准和法律法规资料，

编制两轮轻便摩托车专项治理执法参考。全市两级

市场监管部门全面推进专项整治，梳理摩托车产品

强制性3C认证834张，并与在售产品进行比对排查。

对违法产品及时采取相应强制措施，多家摩托车生

产和销售企业因产品质量不合格、资质不达标被立

案查处或罚款。同时，三家行政机关与检察院一起，

联合开展执法检查和法治宣传。

  在摩托车驾驶证考试方面，多地探索推出简化

流程，“一天考试当天拿证”。近日，江苏省宿迁市公

安局交警支队车管所优化摩托车考试流程，推出摩

托车考试新举措“一站办”“一次考”，全部科目合格

“一天拿证”。

  据了解，“一站办”是指摩托车考场提供体检、

拍照、报名、受理、考试、制证、发证等一站式服务。

“一次考”是指考生可在一日内连续参加摩托车各

科目考试，全部科目合格并完成学习宣誓后，当日

核发驾驶证。

  为加强摩托车管理工作，从源头上解决摩托车

无牌上路问题，多地施行“带牌销售”政策，即摩托

车卖家仅售卖已上好牌照的车辆。今年9月，广东肇

庆推出摩托车销售企业带牌销售模式，并率先在高

要区、鼎湖区两区启动。群众购车时仅需要提供车

主身份证，由商家上传资料备案入户，方便快捷，避

免了群众所购买的车辆不符合国家标准而无法入

户，也避免了购车后因为办理上牌而多次往返。

  为进一步治理摩托车无牌无证驾驶乱象，郎伟

超认为，从执法角度来说，应增加科技助力，通过大

数据分析等措施，加强对无牌摩托车违法的查处力

度；同时扩大信息渠道，收集群众建议与报警信息，

结合民警执勤经验，对重点路段、重点时段组织集

中查处专项整治行动，形成全社会震慑态势。

  郎伟超还提到，近年来各网络平台关于摩托车

主题的个性化作品越来越多，且相当部分为违法或

不规范骑行，以炫耀、猎奇为主旨，吸引了相当部分

年轻爱好者“入圈”。在此类从众心理影响下，部分

驾驶人无牌无证上路且不佩戴头盔、不遵守交规，

甚至故意逃避路面交警查处，出现掉头逃跑、闯卡

逃跑、阻碍执行职务等风险较大的严重违法行为。

因此，他认为短视频网络平台应对明显违法、不规

范的视频加强管控，设置完善的举报机制，与有关

部门合力整治摩托车交通违法行为。

  在王琮玮看来，在加大公安交警执法力度的同

时，也要温情执法。加大公安交通管理经费、设备、人

力投入，改善道路监控、通信等装备，使之满足日益

增加的道路交通治安管理任务的需要；在摩托车相

对集中的地区或路段进行集中整治，形成强大的整

治声势，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堵住无牌无证摩托车上

路行驶。同时，要将人性化关怀融入执法管理工作

中，采取灵活的工作方法和便民措施，原则性与灵活

性结合起来，给群众普法，协助解决办证办牌难题。

  王琮玮建议，公安交管部门、市场监管部门等

部门加强协调合作，建立综合管理机制。在规范摩

托车交易市场和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方面，通力合

作，落实安全责任制和监督管理机制，并积极发挥

社会力量，共同参与摩托车无牌无证驾驶的治理行

动。同时，全面优化办证程序，减少办证环节，为群

众办理摩托车上户、审验提供咨询和便利条件。

  陈艳艳认为，必须加强摩托车交通违法行为危

害的宣传，通过拓展宣传渠道，普及摩托车规范驾

驶知识。同时，持续曝光一批交通违法和事故典型

案例，争取社会理解支持，引导群众自觉守法、抵制

无牌无证驾驶的违法行为。

漫画/李晓军  

  近日，记者接到河北沧州的读者小李来电称，其

在驾校培训时遭遇多收培训费的问题。在报名当地

一所驾校时，对方一次性收费4800元，而在报考科目

三前，驾校教练又短信通知其再交1000元“培训费”，

称交钱后包通过。小李拒绝再交费，之后受尽冷眼和

刁难。

  当前，随着车辆普及和人们出行需求的增加，考

取驾照几乎成为人生的“必修课”，许多大学生在校

期间或利用寒暑假考取驾照，而驾校培训是考取驾

照的必经一环。

  驾校培训存在哪些乱象？该如何进行整治？记者

对此进行了调查采访。

□ 本报记者   韩丹东

□ 本报实习生 王意天

  今年大学毕业的肖云（化名）回到老家湖南

常德工作后，为了上下班方便些决定考个驾照。

  经他人介绍，肖云联系了自称当地某知名

驾校的张教练，随后被张教练带到该驾校报名

处体检报名，现场交了4300元学费。

  交学费前，肖云向张教练再三确认，后续是

否有其他收费项目，张教练一再表示：只有这

4300元。

  科目一完成后，张教练开车接肖云去科目

二练车场，经过一个多小时的颠簸抵达训练

场，可门口招牌显示这是另外一所驾校的训练

场。对此，张教练称是自家驾校训练场正在

维修。

  开始练车后，坐在副驾驶的教练全程一副

“臭脸”，肖云问一句，半天答一句。训练结束后，

有其他学员提醒肖云，下次训练记得给教练带

包香烟。

  临考试前，肖云收到张教练发来的信息“转

我500块钱，这次科目二的费用”。肖云对这项费

用提出质疑，张教练态度强硬地说：“这500元包

含200元的模拟考试费、接送费和住宿费，如果

不交就没法参加考试。”迫于压力，肖云只好

交钱。

  科目二考试前一天，教练将肖云带到住宿

点——— 一栋三层高的自建民房，狭窄的房间摆

放了三张单人床，食宿条件极为简陋。

  有过一次考试经历的舍友告诉肖云，每次

考试都会来这个地方吃住，也可以选择不吃不

住，但500元钱得交，否则第二天会很狼狈。有人

曾经没交钱，结果教练连考试时间和地点都没

有通知他。

  不久后，准备科目三考试的肖云又收到了

要交“考试费”的短信，又一次住进了这个地

方……向《法治日报》记者回忆起这段经历，肖

云坦言自己就像“待宰的羔羊”。

  多位受访者说，驾校培训“潜规则”多，在驾

校学车过程中都存在被迫多交费的问题，这些费用包括燃油费、练车

费、考场费、模拟费等，而他们中大多数人为了顺利通过培训考试，最

终选择了沉默。

  记者在调查中还发现，在一些驾校的招生广告中，包含大量

“低价包过”“快速拿证”的宣传语，不少学员说，这些广告具有很强

的诱导性、欺骗性，一旦报名，烦恼不断，并存在退费难、维权难等

问题。

  公开报道显示，近年来，多地出现“黑驾校”“黑教练”，一些机构、

教练打着正规驾校分校的旗号大肆招生，等学员交完钱便溜之大吉。

  来自福建福清的张同学就深陷“黑驾校”中，今年暑假，他报名当

地一家驾校，该驾校宣称是福建当地一家知名驾校的分校。

  按照教练要求，张同学直接添加了其社交账号，转账学费3100

元。但教练迟迟没有将合同发来，张同学再三催促也没有得到教练的

明确答复。

  等考完科目一，张同学提出练习科目二时，教练总是含糊其词。

眼看开学在即，他向教练提出退费请求，对方直接“失联”了。

  针对上述驾考乱象，各地纷纷开展整治行动，如山东聊城于今年

年初将驾驶培训监管服务平台与考试系统联网对接，全市持续开展

“黑驾校、黑培训点、黑教练车”集中整治行动，出动执法人员456人

次，查处“黑驾校、黑培训点”70家，“黑教练车”83辆。

  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孟强说，驾考培训中的乱象，既是对学

员的一种违约行为，同时也是一种行政违法行为。如果驾校宣传得很

美好，而学员报名交费后却无法享受到其承诺的服务，或者事后单方

增加收费，都构成了对学员的违约，学员可以根据民法典合同编的相

关规定，主张驾校的违约责任。

  孟强还提到，如果这些驾校乱象的背后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参

与，那么相关人员则可能要承担行政责任甚至刑事责任。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主任周旭亮说，根据交通运输部《机动车驾

驶员培训管理规定》，驾校不按照全国统一教学大纲进行培训，以及

未在备案的教练场地开展基础和场地驾驶培训的，由交通运输主管

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责令停业整顿。未按规定聘用教学人员，

未在经营场所醒目位置公示其收费项目、收费标准，以及使用不符合

规定的车辆及设施、设备从事教学活动，由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责令限

期整改，逾期整改不合格的，予以通报批评。此外，因驾校车辆及其他

设施不符合标准导致重大安全事故的，相关责任人员还可能受到刑

事处罚。

  不合理收费、不签合同教学、质量差等乱象频发，驾校学员维权

难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孟强说，学员遭遇上述问题，首先应当保存证

据，留好付款记录等，然后与其交涉，如果仍然不能兑现合同约定，则

可以起诉驾校，也可以向交通主管部门进行举报。

  “治病”须从根源抓起。孟强直言，在法律法规、部门规章都已经

有了相应依据的情况下，应当抓落实、抓执法。首先，交通运输主管部

门应当对各类驾校定期检查，按照《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管理规定》的

要求逐项检查落实情况；其次，应当为学员提供通畅的投诉举报渠

道，搜集相关违法线索，为执法做准备；最后，学员应当有法律意识、

维权意识、证据意识，遭遇“黑驾校”“黑教练”不能忍气吞声、自认倒

霉，而是要依法维权，这样才能净化驾校培训市场。

  周旭亮认为，在从事驾校培训业务由“事前审批”转变为“事后监

督”的大背景下，相关执法部门应当加大对驾校经营的执法巡查力

度，及时发现、制止、查处不规范的驾校经营活动。学员在选择驾校前

应当充分了解驾校资质、培训能力、教学场地、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

等情况，不能哪个便宜选哪个，防止贪小便宜吃大亏。群众一旦发现

有违规从事驾驶员培训业务的不法情形，应及时向有关部门反映，让

“黑驾校”“黑教练”无处遁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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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动机

不不少少人人误误以以为为摩摩托托车车不不算算机机动动车车
记者调查摩托车无牌无证驾驶问题

□ 本报记者 张雪泓

  当投保人因违法行为发生交通事故，保险公司

能否维权？如何维权？近日，北京市密云区人民法院

审理了一起保险代位求偿诉讼，判令无证驾驶的投

保人邵某赔偿保险公司垫付的全部赔偿金11.2万余

元及利息。

  2019年9月15日，在密云区外环路檀西路灯岗，

王某驾驶电动自行车由南向北行驶，加速闯过面前

的红灯。此时，邵某正驾驶汽车由东向西行驶，在看

到自己车道此时是绿灯后，疏于观察路况的邵某并

未减速。两车相撞，受重伤的王某经抢救无效死亡。

事故发生后，邵某给了王某家属1700元钱。

  密云公安分局交通大队对这起事故进行了认

定。经调查，王某超速驾驶电动自行车闯红灯，邵某

在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的情况下上路且未确保安

全，二人的行为均为事故发生的原因，最终认定二

人负事故同等责任。

  经法院判决，邵某投保的阳光保险公司在交强

险限额范围内赔偿王某家属医疗费、死亡赔偿金、

精神损害抚慰金、财产损失等共计11.2万余元。邵某

赔偿王某家属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处理丧葬事宜

的误工费、交通费等共计20.8万余元。判决生效后，

阳光保险公司向法院案款账户支付了赔偿款项。

  随后，阳光保险公司向密云区法院提起保险代

位求偿权诉讼，请求法院判令无证驾驶的邵某赔偿

其损失11.2万余元及相应利息。

  密云区法院经审理认为，邵某在事故发生时未

取得驾驶资格，属违法驾驶。事故发生后，阳光保险

公司按照生效判决在交强险范围内履行了赔付义

务，依法取得了对邵某的追偿权。保险公司支付应

付款项后，邵某未及时偿还相应款项，给保险公司

造成资金占用利息损失，故法院对保险公司追偿款

项及利息的请求予以支持。

  最终，法院判决支持阳光保险公司的全部诉讼

请求。目前该判决已生效。

  本案主审法官张维霞告诉《法治日报》记者，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

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驾驶人未取得

驾驶资格或者未取得相应驾驶资格，导致第三人人

身损害的，当事人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

范围内予以赔偿，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保险公司在

赔偿范围内向侵权人主张追偿权的，人民法院应予

支持。追偿权的诉讼时效期间自保险公司实际赔偿

之日起计算。

  张维霞说，无证驾驶人员对事故发生存在严重

过失，在此情况下保险公司之所以仍要在交强险范

围内承担赔付义务，是因为交强险具有较强的公益

性，其设立的目的是为了保障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

受害人依法得到赔偿，促进道路交通安全。但因交

强险不属于完全意义上的社会保险，保险公司仍需

要运行成本，在驾驶人对交通事故的发生具有故意

或者严重过失的情况下，赋予保险公司在向受害人

实际支付赔偿后，向侵权人追偿的权利，有助于交

强险保险公司的稳定运营，从而达到更好地分散风

险，确保经济社会生活安定的目的。

司机无证驾驶出事故 保险公司维权获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