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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宜爽

□ 本报记者 孙天骄

  穿着可爱的裙子，骑着酷炫的摩托车，这样的“反

差萌”不想却成了“催命符”。

  近日，两名云南姑娘因无证驾驶摩托车狂飙身亡，

驾驶者年仅16岁。据悉，两名女孩均是某短视频平台的机

车女网红，经常戴着有大蝴蝶结的头盔拍摄机车视频。

  这样的悲剧接连发生。据不完全统计，去年10月至今，

短短半年时间，已有5名机车网红因交通事故离世。从公

开报道来看，这些摩托车亡人事故的原因主要有超速行

驶、无证驾驶、驾驶与自己身形不匹配的重型摩托车等。

  接受《法治日报》记者采访的专家认为，驾驶重型摩

托车带来的帅气、刺激引发人们争相体验，这本无可厚

非，但如果过分追求刺激，或为了网络流量进行危险驾

驶，则危及自身或他人安全，就必须加以引导和规范。

缺乏安全驾驶意识

追逐竞速事故频出

  今年1月5日，一场摩托车车祸共造成4人死亡，其中

有两人为未成年人。后公安机关作出事故认定，16岁的

少年丁某无证驾驶无牌无证、无前照灯装置且未安装

左、右后视镜的两轮摩托车，逆向行驶与21岁的机车网

红庄慕卿相撞。其时，庄慕卿亦驾驶无号牌的两轮摩托

车超速行驶。

  “每次看到这样的事故都会感到很痛心，他们还那

么年轻，生命就戛然而止。”“90后”憨憨2016年开始接触

摩托车，已多次骑乘摩托车远游，至今摩托车驾驶里程

超15万公里。在他看来，摩托车这种“肉包铁”的交通工

具，固然有一定的危险性，但一些事故的发生，多为驾

驶者自身的问题——— 缺乏安全驾驶意识、违规驾驶。

  “圈内我们口口相传的一点就是要‘管住右手’———

右手是油门所在，即要控制车速，不一味追求快，但只

‘管住右手’是不够的。”憨憨说，摩托车防御性驾驶是一

种整体性理念，要一直绷紧这根弦。“摩托车可以是日常

交通工具，也可以成为一种运动，这两种属性一定要区

分开。玩运动得熟练掌握技术、在专业场地玩，在交通道

路上行驶时，就必须遵守相应的交通规则。”

  憨憨格外强调了护具的重要性：“摩托车骑行时，

头盔、骑行服等护具是必备的。现在有些机车网红，装

备根本不过关，还经常做危险驾驶动作。之前有一名女

网红出车祸身亡，其头盔都是随便找的，事故中头盔被

磨掉了一大半。还有的网红穿着丝袜、超短裙，骑着重

达几百公斤的重机车，一旦翻车根本保护不了自己。”

  正在考摩托车驾照的北京市民陈女士对安全驾驶

深有感触。“现在很多年轻人追求刺激，仅仅接触驾考

知识就认为自己可以骑乘摩托车竞速或驾驭各种技巧

动作了，实际上远远不够。”她举例说，“仿赛”（指专为

公路行驶而加入赛车概念的摩托车）驾驶过程中可能

会出现死亡摇摆，这种情况下，怎样做可以最大限度地

保障生命安全，仅靠理论学习是无法做好应急处理的。

  同样正在考驾照的山西人柳宇（化名）认为，目前

的驾考知识尚有局限，不足以应对紧急情况：“我报的

是D类驾照，在驾校学习的车型是三轮摩托车，日常通

勤要骑两轮摩托车面临的各种安全问题，驾校学习时

不会完全涉及，比如两轮摩托车在路上容易摔倒，学习

三轮摩托车就不需要考虑车摔倒的问题。”

  此外，驾照学习毕竟是应试教育，实际上路驾驶中

需要面临的各种紧急情况处理以及对路况的观察都需

要长期的经验积累。因此，就算拿到摩托车驾驶证，也

要循序渐进驾驶，牢记安全第一。

  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王琮玮说，驾驶者寻

求刺激是摩托车事故频发的重要原因，从统计数据来

看，超速驾驶一直占摩托车事故死亡原因的首位。同

时，驾驶摩托车期间看手机、接打电话等引发的交通事

故也是屡见不鲜。

  在北京交通大学法学院教授郑翔看来，摩托车交

通事故发生的原因主要是人、车、路三方面因素。从近

期发生的网红驾驶机车出现各种事故的原因分析来

看，主要还是人的因素。机车网红往往缺乏交通安全意

识，在驾驶过程中更重视吸引流量的因素，如穿着不适

合驾驶的奇装异服，为展现技术超速驾驶、为行驶路线

轨迹漂亮忽视道路信号灯等，使得自己和他人处于一

种不安全的状态中。

网络渲染酷帅属性

忽视摩托危险系数

  未戴护具甚至头盔，突然加速超过一众汽车，绝尘

而去；伴随着轰鸣声，高速做压弯等操作；身材娇小的

姑娘驾驶重型摩托车，脚根本够不着地，做可爱状……

  近日，记者在多个社交平台上以“重机车”“机车男

孩”“机车女孩”等关键词进行检索发现，不少博主发布了

自己在城市道路上驾驶高排量摩托车的照片、视频。有人

直接在文案中写出了“头可断，血可流，人可伤，机车必须

有”的内容，评论区中不少人捧场“好帅”“求推荐”。

  来自北京朝阳的原穆（化名）就是被网上的视频所吸

引，想要学骑摩托车。“经常能在网上刷到这种骑行博主

拍的短视频，觉得又酷又好玩，所以我也很想在具备一定

骑行水平后去近郊骑行，感受一下那种‘追风’的氛围。”

  然而，真正学习摩托车驾驶一段时间后，原穆发

现，所谓的“速度与激情”，背后可能是巨大的安全风

险。“了解的专业知识多了，我发现之前看到的一些机

车网红，要么是摆拍，要么是为了流量违规驾驶。比如

说，我看到的很多视频中，驾驶者并未按规定佩戴头

盔。还有的明显是在城市道路上超速行驶、疯狂变道、

漂移压弯。”原穆说，同期和他一起学摩托车驾照的，大

多是年轻人，其中就有好几个是因为看了相关视频，觉

得骑摩托车“很酷”的。

  江苏省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一位民警告诉记

者，两轮摩托车具备相对较强的加速能力和相对较弱

的保护功能，不仅需要骑手自行掌控平衡，而且前后刹

车的不同效果、应用时机也离不开有效训练，更遑论遇

到危险的瞬间如何采取正确自救措施。通常来说，同一

品牌摩托车排量越大、动力越强，则相应的车身越重、

坐垫离地越高、操控要求更精，力量、技巧不足的新手

如果急于选择“高头大马”，更容易增加车辆失控发生

事故的风险。

  “在网络视频中，相当部分摩友为了追求猎奇效

果，不仅缺乏安全防护措施，还在骑行时选择吸引眼球

的奇装异服、搞怪头盔，导致在发生意外后无法得到足

够保护。”上述民警说，网络平台的博主拥有一定数量

的关注者，应当重视加强公众人物的模范守法意识，以

合法、规范的交通行为引导爱好者守法安全骑行。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随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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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部分摩友会、俱乐部也曾发声，谴

责此类违法行为人“压缩了正规摩友的骑行空间”“毁

坏整个群体的社会形象”，并支持公安交管部门对重点

违法行为进行查处，规范路面交通秩序。

  北京瀛和律师事务所律师郭培杰认为，骑重机车被

视为一种“酷”“帅气”的行为，反映了年轻人群体对于摩

托车潮流和摩托文化的热爱和追求。然而，这种行为也

存在一定的风险和安全隐患。相关平台和博主在掌握这

个“流量密码”后，也有责任对这种行为进行安全提示和

正向引导，以促进年轻人群体的安全意识和行为。

完善内容审核机制

引导树立安全意识

  受访专家普遍认为，摩托车作品发布的平台必须

压实责任，进行正

面引导，普及必要的安

全驾驶知识。

  在北京市律师协会

交通管理与运输法律专业

委员会委员胡穆之看来，社

交平台和博主作为信息传递

者，应该对发布的内容进行审

查，避免在宣传骑重机车时煽动冒险

行为和不安全驾驶的观念。同时，平台和博主

还有义务向未成年人传递正确的安全理念，在宣传吸

引人的骑摩托车飞驰画面的同时，也要强调安全驾驶

知识和对危险情况的应对能力，正向引导年轻人树立

正确的安全意识。

  郭培杰建议，社交平台应该加强对用户发布内容

的审核，特别是内容涉及一些高风险动作时，社交平台

可以采取一些措施，例如建立审核机制、增加安全提示

等，以减少危险行为的发生。博主在发布有关摩托车骑

行的照片和视频时，应该增加安全提示和正向引导。

  郭培杰认为，目前对于一些交通违法行为，如无证

驾驶、超速行驶等，违法者面临的罚款、吊销驾驶证等

处罚相对较轻，违法成本较低，会导致一些人仍然存在

侥幸心理。对相关法律法规学习与了解不足，导致一些

人并不知道自己的行为是违规的，或者是没有意识到

风险和严重后果，也容易导致交通违法行为的发生。

  “摩托车亡人事故问题需要引起各方的重视和关

注。”胡穆之建议，为了防止类似事故再次发生，应完善

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政府应当加强监管和执法力度，

完善摩托车驾驶和交通安全领域的制度和规章，为摩

托车驾驶员和参与者提供更安全的交通环境；通过加

强设施管理、摩托车整治等方式加强对各类非法摩托

车的管控，并在重要区域设立高清违法记录仪及时抓

拍违规行为，提高违法成本，切实维护公共安全。

  “还可以鼓励公众参与交通管理，发现问题及时上

报。同时，加强科技应用和研发，通过加强交通安全监

管技术应用等方式提高交通安全水平。”胡穆之说。

  王琮玮建议，有关部门要加强对包括机动车以及

防护用品的使用及制造和销售的监管。对于不合格的

防护用品禁止销售，不符合安全要求的机车禁止上路。

与此同时，家校以及社会有关单位应加强对未成年人

的安全意识教育，让安全意识扎根在未成年人心中。

  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老骑手，憨憨认为，对于一些

青少年来说，目前大排量的重机车的获取成本低，缺乏

驾驶经验的新骑手很难驾驭又重又高的重机车，间接

增加了事故发生的风险。因此，他认为可以考虑对摩托

车驾照按照摩托车排量进行分类，根据驾照类型在实

践中有针对性地进行管理。

  “只有各方齐心协力，全面加强对摩托车交通安全

的重视和管理，促进形成良好的摩托车文化和生活方

式，才能避免或减少摩托车亡人事故的发生。”胡穆

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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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多名名机机车车网网红红违违规规行行驶驶导导致致受受伤伤或或死死亡亡

““速速度度与与激激情情””下下的的安安全全谁谁来来管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