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星期一

2024年11月4日

主编/赵阳

编辑/吴琼

美编/李晓军

校对/陈维华

□ 本报记者 苏宁

　　

　　近年来，日本的自行车交通事故呈上升趋势。根据

日本警察厅的统计数据，2023年全年日本自行车关联交

通事故达到72339起。11月1日，新修订的日本《道路交通

法》部分条款开始施行。据此，日本细化了对骑行时使

用手机、酒后骑行两类自行车违法行为的规定。违反新

版《道路交通法》最高将面临100万日元罚金或5年以下

监禁。2026年，还将针对自行车违法行为引入“蓝罚单”

“红罚单”制度，一旦被开具“红罚单”，将无法以缴纳违

章罚款了事，必须承担刑事责任。

自行车交通事故多发

　　据日本媒体报道，近年来，日本自行车交通事故呈

增多趋势，其中，骑行中使用手机是引发事故的一大原

因。但是旧版《道路交通法》对骑行中使用手机的违法

行为规定并不明确，处罚多为“指导警告”，顶格处罚仅

为5万日元（1日元约合人民币0.05元）罚金，实则不痛不

痒。为此，日本今年5月颁布了新版《道路交通法》，从11

月1日起对自行车相关违法行为施行更为严格的惩处。

　　根据新法的规定，骑行时接打电话（使用免提设备

除外）、收发短信或看了一下手机屏幕都可能面临10万

日元的罚金或6个月监禁的处罚。如果骑行者因上述违

法行为引发交通事故，可能被判处30万日元罚金或1年

以下监禁。

　　需要注意的是，新法对骑行时盯看手机屏幕的界

定非常严苛，不仅不能盯看手持手机屏幕，也不能盯看

使用支架固定在自行车上的手机屏幕以及电子手环等

可穿戴的电子设备屏幕。

　　日本岛饲综合法律事务所律师本田聪指出，骑行

中长时间盯看手机屏幕易发生危险，这里的“长时间”

应理解为2秒钟。因为自行车的正常速度为每小时18公

里，2秒钟可前行10米，如果不看前方非常危险。

　　此外，新法对自行车酒驾也作出更严格规定。此前

的《道路交通法》仅将酩酊状态下的醉酒骑行行为作为

处罚对象，而新法规定，“带有酒气骑行”（血液检测每

毫升0.3毫克以上或呼气每升0.15毫克以上）也将面临3

年以下监禁或50万日元以下罚金。此外，新法还规定，为

酒后骑行者提供酒类者将面临2年以下监禁或30万日元

以下罚金；为酒后骑行者提供自行车者将面临3年以下

监禁或50万日元以下罚金。

　　例如，如果对骑自行车到家中做客的朋友提供酒

类，朋友饮酒后骑行回家，那么饮酒者和提供酒类者都

将被追究责任。

　　对于醉酒骑行，处罚标准仍然是5年以下监禁或100

万日元以下罚金。

　　除骑行中使用手机和酒后骑行违法外，新法还明

确了另外几种违法行为。如撑伞骑行、带耳机耳塞骑

行、骑车带人等。上述行为将面临5万日元以下的罚金。

　　另外，修订后的《道路交通法》规定，骑行中使用手

机和酒后骑车属于“自行车驾驶讲习制度”所规定的15

类“危险行为”，如果在3年内因“危险行为”被检举达2次

以上，骑行人就必须缴纳6000日元接受3小时的讲习课

程，如不接受讲习，将被处以5万日元以下罚金。

安全意识亟待提升

　　日本施行新版《道路交通法》的背景是逐年增多的

自行车交通事故。据日本警察厅数据，自行车关联事故

在全部交通事故中的占比自2017年以来呈上升趋势，

2023年日本共发生自行车关联交通事故72339起，较上

年同比增加2354起。

　　据日本政府相关网站数据，骑自行车时使用手机

引发的交通事故逐年上升，从2014年的66起增加至2023

年的139起。

　　另据日本警察厅官网数据，在2022年自行车相关的

全部7107起死亡、重伤事故中，骑自行车一方存在不看

前方、闯灯、路口不停车等违法行为的占73.2%。2024年上

半年，骑行中使用手机引发的死亡、重伤事故18起，同比

增多10起。18起中，3起为骑行中视频通话，15起为骑行

中观看手机。

　　此外，近来自行车违法行为对行人造成伤害的案

件也呈上升趋势。

　　日本警界和法律界人士指出，面对逐年攀升的数

据，公众对自行车也是车、自行车速度快易发生危险的

认识仍然不足，很多人的安全意识仍有待提高。

　　据日本地方媒体10月底在山口市某路口的实地采

访，在1小时内有5人存在骑行中使用手机的情形。日本

警察厅去年8月实施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有相当一部

分公众认为“自行车违章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也有相

当一部分公众错误地认为“自行车与行人是平等的，不

需要礼让行人”，另有四成被调查者并不同意加强对自

行车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

　　有日媒评论指出，大多数人还是认为自行车与汽

车不同，在一定程度上抱有满不在乎的心态，因此，通

过修订法律强化处罚力度以引起公众重视还是非常有

必要的。

即将推行两类罚单

　　近年来，日本连续强化对自行车骑行者的管理措

施：2023年4月，规定骑行人对佩戴安全头盔有“努力义

务”；2024年11月起，施行新版《道路交通法》加大对自行

车违法行为处罚力度；2026年，还将把自行车违法行为

引入与处理汽车及摩托车轻微违法行为相类似的“蓝

罚单”制度。

　　“蓝罚单”正式名称为“交通违章告知书”，由交警

现场开具，主要针对闯信号灯、违章停车以及不携带驾

照等轻微违法行为，处置措施为在规定的时间内缴纳

违章罚款，不涉及刑事责任。

　　据相关报道，日本计划对自行车骑行者引入的“蓝

罚单”制度，以满16周岁骑行者为对象，适用于113种轻

微违法行为，包括闯信号灯、步道通行、该停车时不停

车等。目前，自行车“蓝罚单”的具体实施细则正在制定

中，违章罚款的金额暂未确定，但预计将参照机动车相

关罚则。

　　此外，包括酒后骑行、斗气骑行、因骑行中使用手

机而撞到行人等更加危险和性质恶劣的20种自行车违

法行为，将成为“红罚单”处罚对象。一旦被开具“红罚

单”，将无法以缴纳违章罚款了事，而需承担刑事责任。

　　相关专家指出，日本大部分成年人在学生时代主

要接受了作为行人的交通安全教育，未接受作为自行

车骑行者的安全教育，对自行车骑行相关法律的学习

更是欠缺。在自行车交通事故多发的当下，除增加罚则

外，强化公众对相关交通法规的学习了解也非常重要。

骑行时使用手机和酒后骑行将受重罚
日本新版《道路交通法》细化自行车骑行违法行为

□ 本报记者 吴琼

　　

　　连日来，加拿大总理贾斯廷·特鲁多疲于应对来自

执政党自由党议员此起彼伏的“逼宫”“下台”呼声。尽

管他在回应去留时表示，仍将继续作为党魁率领自由

党投入2025年联邦大选，但这一表态未能显著削弱来

自党内和民众的反对声浪。

　　为了提振支持率、增加在下一届联邦大选中的胜

算，当地时间10月24日，特鲁多宣布一项新的限制移民

政策，计划大幅削减未来三年接收移民的数量。分析人

士指出，特鲁多为缓解压力仓促出台的限制移民新政

可能并不能达到预期目的，反而收效甚微，要想度过党

内“逼宫”、支持率持续低迷的难关，还需真正回应民众

关切。

移民政策转向意在提振支持率

　　当地时间10月24日，特鲁多宣布一项新的限制移

民政策，计划大幅削减未来三年接收移民的数量。对于

依赖移民来补充老龄化劳动力、拉动经济增长的加拿

大来说，这一调整代表着移民政策上的重大转变。

　　路透社指出，这是加拿大政府近些年来首次下调

移民目标，也是近年来加拿大移民政策的“大转向”。

　　根据新的移民政策，加拿大将2025年新增永久居

留移民的限额下调至39.5万人。2026年和2027年，这一数

字将继续下降至38万人和36.5万人。与此同时，加拿大

还将在3年内把临时居留人数在加拿大总人口中的占

比降至5%。今年7月份的数据显示，临时居留人员数量

约占加拿大总人口的7.2%。

　　路透社等媒体披露，在加拿大政府2022年12月制

定的大幅放松移民政策的“三年规划”中，2025年将接

纳约50万名永久居留移民。从曾经的50万人降至目前

的39.5万人，一年接纳的新增永久居留移民减少10.5万

人，从中可以看出特鲁多政府正在“大跨步”向收紧移

民政策迈进。

　　那么，为何不到两年时间，特鲁多政府的移民政策

就出现“大转向”呢？

　　尽管最新的收紧移民政策的出台遭到加拿大一些支

持移民人士的强烈反对，但分析人士认为，支持率持续下

滑的特鲁多此时推出上述限制移民的政策并不令人意外。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批评人士认为，大幅吸纳留学

生、外籍劳工等临时居留人员以期拉动经济增长、弥补

劳动力缺口的移民政策，实则给加拿大住房、就业、医

疗等社会服务带来巨大压力。因此，加拿大各界反移民

言论有所增加。

　　在这样的背景下，为了顺应民意、提振支持率，特

鲁多领导的加拿大政府才出台限制移民政策。

面临与日俱增“逼宫”“下台”压力

　　实际上，加拿大移民政策“大转向”也与近来特鲁

多面临的“逼宫”“下台”压力密不可分。他希望通过新

的政策增加在下一届联邦大选中的胜算。

　　加拿大联邦大选最迟将于2025年10月举行，但作为

执政党的加拿大自由党却在多项民调中落后。最新民调

显示，当前自由党支持率仅为25%，比最大反对党保守党

低13个百分点。今年以来，一些自由党议员多次酝酿“罢

黜”特鲁多，以避免自由党在下一届联邦大选中败选。

　　美国政治新闻网披露，自加拿大国会9月16日复会

以来，自由党内部分议员定期组织一系列“闭门会议”，

密谋让特鲁多下台。

　　当地时间10月23日，来自自由党的24位议员在该

党党团会议上公开宣读一份联署文件，要求特鲁多在

10月28日之前对自己是否继续担任党魁作出选择，否

则“将面临一系列后果”。

　　参与联署的自由党议员肯·麦克唐纳说，只要看看

民意调查结果就可知晓，自由党正在逐渐失去民众支

持。他希望特鲁多主动辞任党魁，以挽回该党被主要反

对党保守党拉开差距的民意支持。

　　当地时间10月24日，特鲁多在回应“逼宫”时表示，

尽管一些议员对他的表现越来越不满，他仍将继续作

为党魁率领自由党投入下一届联邦大选。

　　据悉，特鲁多是在宣布限制移民政策的新闻发布

会上对记者说出上述这番话的。

　　英国《卫报》等媒体分析认为，自由党在加拿大国

会众议院内拥有153个席位，目前公开反对特鲁多的自

由党议员只有20余人。这意味着对特鲁多的“逼宫”尚

未形成气候，并且涉事议员签署的联署文件也不具备

法律效力。因此，特鲁多是否留任在很大程度上仍由他

本人决定。但即便如此，这也是对特鲁多亮起的“警

讯”，意味着他在自由党内的支持率不容乐观。

　　不仅在自由党内麻烦不断，在党外，主要反对党保

守党近来也对特鲁多穷追猛打。最近的短短数周之内，

特鲁多政府两次挺过保守党主导的不信任动议。

亟需回应民众关切挽回信任

　　有媒体报道指出，特鲁多2015年领导自由党首次

赢得加拿大联邦众议院选举并出任总理，后于2019年

和2021年两度连任。截至目前，特鲁多领导的自由党已

经执政9年，自今年以来，该党及特鲁多本人均在政治

上遭遇一系列挫折。之所以出现上述情况，成因复杂，

仅靠“大转向”的移民政策显然不能达到提振支持率、

增加联邦大选胜算的目标。

　　美国《华尔街日报》近日援引政治分析人士和民意

调查专家的话称，从多年前开始，特鲁多的支持率就已

呈下降趋势，部分原因是他的一系列丑闻以及“未能在

民众关心的厨房餐桌等问题上与选民建立联系”。

　　保守党党魁皮埃尔·波利耶夫尔近日批评特鲁多

政府无力解决生活成本上升、住房危机和犯罪率上升

等问题。

　　不仅如此，在益普索公司的民调中，特鲁多在下一届

联邦大选中的对手波利耶夫尔的受欢迎程度在多个省份

和地区名列前茅。被调查者认为，在经济、医保、住房三个

方面，波利耶夫尔“为加拿大人制定了更好的计划”。

　　益普索首席执行官达雷尔·布里克在谈及自由

党与保守党、特鲁多与波利耶夫尔的支持率差距时

说：“（民调显示）加拿大人对国家的发展方向很不

满，特别是涉及生活成本、住房供应和通货膨胀等重

大问题时。”

　　这番话也再次证明，特鲁多要想通过党内、党外迫

在眉睫的考验，挽回支持率和民众信任，仅靠调整移民

政策显然杯水车薪，当务之急是通过切实政策回应民

众关切，缓解加拿大民众对就业、住房、生活成本上升

等问题的不满。

自由党议员“逼宫” 支持率低迷 大选前景不乐观

特鲁多重压之下推出移民新政难挽颓势 　　在全球化背景下，海外利益被视为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跨国贸易投资、人员交流与文

化交往的增加，海外利益保护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成为多数国家难以忽视的重要议题。近年来，全球范

围内，随着传统安全、非传统安全威胁上升，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我国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面

临更多不确定性，我国海外利益保护也面临新的挑战。在这一背景下，如何更好地运用法律手段加强

海外利益保护，如何构建与新时代中国海外利益发展相适应的保护体系，成为时代性的紧迫课题。

　　海外利益保护体系的构建无法一蹴而就。从今天起，本版将陆续刊发系列稿件，介绍一些国家在

海外利益保护方面的发展历史、实践经验、立法体系。

□ 刘瑛

　　

　　海外利益有实体性的物质形态和过程性、观念性

的非物质形态，客观上表现为一个主体多元、内容庞

杂、层次繁多的综合型概念。在现代语境中，海外利益

不局限于境外国民的安全保护，还包括新型国家利益

的建构。海外利益可以分为海外经济利益、海外资源

利益、海外制度利益、海外文化利益与海外安全利益，

相互间可能重叠，如一项海外投资举措可能因为投资

客体的性质而从经济利益外延至安全利益等，从而触

发投资东道国的国家安全审查。

　　以法国和德国为代表的欧洲大国拥有庞大的海

外利益。它们国家实力相近，又同在欧盟一体化的框

架下谋求对外影响力。因此，两国在维护和扩展海外

利益的过程中呈现出一系列共性，又各有特点。

海外经济和资源利益保护

　　海外经济利益主要表现为投资利益，德国和法国

分别与全球130个和115个国家和地区签订了双边投

资保护协定。

　　德国保护对外投资的模式在国际上比较有代表

性。自1960年起，德国政府通过海外投资担保制度支

持本国企业在海外投资，为投资提供保障和风险分

担，鼓励企业拓展国际市场，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德国

政府不断优化该制度，与私人保险公司合作开发多种

保险产品，覆盖政治、商业和自然灾害风险，降低企业

海外投资不确定性，增强国际竞争力。同时，德国积极

参与国际投资担保机构活动，推动建立公平透明的国

际投资环境，维护自身的海外投资利益。

　　近年来，在海外资源利益方面最大的变化就是出

口管制措施的频繁实施。管制措施涵盖三个并不相互

排斥的主要目标，即确保国内的资源供应，以保障国

家的经济安全和稳定；限制地缘政治上的对手，削弱

其经济和军事实力；作为一种激励手段，鼓励外国投

资者在当地进行投资，从而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

　　德国在《对外经济法》及《对外经济条例》中明确

规定了国家实施出口管制的产品范围、措施、企业申

报义务和主管部门的审批标准等。联邦政府不断根据

现实情况的变化对法律法规进行必要的修改和补充，

并运用具体管制措施来实现调控目标或回应他国管

制措施。德国外交部对于海外利益的保护与促进着眼

于“改善对外贸易的框架条件”，尽可能减轻贸易管制

的影响。

海外制度利益保护

　　后殖民时代，原西方殖民国家纷纷通过法律手段

积极管理其海外领地，但随着民族国家独立自主，其

实际操作受到历史、文化、地理和政治经济等多种因

素的制约，需要在国内外进行必要的调整和改革，以

更高效地处理复杂的问题。法国在欧盟内部的历年行

动，可以揭示其如何与国际社会互动，并利用国际法

和国际条约等制度来改善其海外领地的治理。

　　二战后，法国努力将欧盟成员国海外领土的经济

关系纳入《欧洲煤钢共同体条约》（1951年）和《罗马条

约》（1957年），并要求将煤钢优惠待遇扩展至其他成

员国。在《罗马条约》的谈判中，法国坚持其海外领地

应被纳入共同市场，并争取到了考虑海外领地发展水

平落后的特殊条款。20世纪90年代，经法国与多方斡

旋，《马斯特里赫特条约》（1991年）和《阿姆斯特丹条

约》（1997年）又对相关法律条款进行了修订，明确了

共同体海外区域的特殊利益关系和适用性，在强调欧

盟条约和政策的优先性的同时，尊重成员国的领土主

权并推动共同发展。法国不仅在欧盟层面积极谋划海

外区域的权利地位，还通过与欧盟其他成员国的合

作，为海外领地的经济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争取到了

资金和技术支持，充分保障了其海外利益。例如，通过

欧洲发展基金为海外领地提供财政援助，促进当地教

育、卫生和交通等公共服务业的发展；利用欧盟的共

同农业政策支持其海外领地的农业发展，确保了农产

品的市场准入和价格稳定。

海外文化和安全利益保护

　　谈及海外文化利益保护，法国有值得借鉴的经

验。法国是享有盛誉的文化大国，与中国有着相似

的海外文化利益。法国文化有诸多辉煌时刻，例如

启蒙运动时期法语的崇高地位、新浪潮电影运动时

期的法国电影艺术、古典主义时期的法国喜剧作品

以及浪漫主义时期的法国文学经典。随着时代的发

展，法国政府在继续传承和弘扬其丰富的传统文化

遗产的同时，还要积极展示一个充满活力和现代感

的“现代法国”。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法国政府采取主动出击的

策略，将文化传播与合作作为核心，以推广语言文

化以及支持文化产业“走出去”的方式，促进国际文

化交流与合作，塑造法国文化全形象。法国政府通

过多种途径支持海外文化活动，以确保其文化影响

力得以持续传播。例如，法国文化部专门设立了“阿

勒密特基金”；法国还通过国际法语组织（OIF）积极

推广法语，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培养更多的法语教

师和学习者。

　　在海外安全利益保护方面，发展以安全为前提。

以印太安全利益为例，2019年，法国正式颁布了针对

印太地区的防务战略，这一战略的出台标志着法国在

该地区的战略利益和目标的明确化；德国也不甘落

后，于2020年为印太地区制定了一个更为全面且不以

安全为重点的指导方针。两国在加强多边机构和形

式、发展区域安全伙伴关系、确保海上通道和海上海

峡的畅通无阻、打击恐怖主义和海盗行为以及监控相

关活动等层面形成了稳固的共识性认识。但也有不

同，法国因其在印度洋和太平洋拥有领土资产，因此

在印太地区具有直接的战略利益，德国则更多关注维

护现有伙伴关系及发展新伙伴关系。

　　（作者系中山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山大学涉外法

治研究院副院长、武汉大学国际法治研究院特约研

究员）

法德两国维护海外利益各有特点

　　近年来，日本自行车交通事故呈增多趋势。其中，骑行中使用手机是引发事故的一大原因。图为骑行者及行人

在日本东京涩谷街头等待过马路。 新华社记者 张笑宇 摄    

　　加拿大移民政策

“大转向”与近来总理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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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鲁多（中）召开新闻发

布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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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国议会两院近日就规范爱彼迎（Airbnb）等

短租民宿市场的法案达成共识，其中包括降低旅

游短租房税收减免额度以及允许政府部门限制每

年出租天数。据悉，法国议会两院混合委员会10月

28日就该法案达成统一版本，这是法案正式通过

前的最后一关。参议院预计将于11月5日通过该法

案，而国民议会则将在11月7日进行表决。“这是我

们长期以来努力的胜利。”法国社会党议员埃尚尼

兹和复兴党议员勒梅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法国酒

店业10月29日对法案表示欢迎，认为新法有助于

改善市场规范。爱彼迎在声明中称，法案“对偶尔

出租行为的进一步限制无助于解决租赁市场的不

平衡问题”，但“可能损害许多依赖短租收入的法

国家庭的利益”。

法议会拟出台新法规范短租民宿市场

域外传真

阿新法禁止公职人员家属享入职优先权

　　据阿根廷媒体报道，阿根廷政府近日酝酿出

台一项法令，禁止公职人员和官员家属在进入国

家部门工作时享有优先权。据悉，这一特权在

2018年马克里政府时期曾一度被废止，时任总统

马克里认为，该规定有违公平。不过这一规定在

费尔南德斯担任总统期间又被恢复。如今，米莱

政府希望推进这一改革，选用合适的人员担任相

应职位。据了解，阿根廷总统米莱最想要禁止适

用这一特权的机构是央行和联邦公共收入管理

局。据悉，此前阿根廷议员也曾提出类似法案，首

要目标是取消“职位继承”并惩治那些起草内部

规定的官员。据报道，阿根廷政府10月还宣布对4

万名公职人员进行“技能考试”，主要针对临时工

作人员和年底前到期的合同工。

　　美国西雅图市长布鲁斯·哈雷尔近日签署新法

案，为市中心特定新开发项目豁免设计审查，以缩

短项目审批周期、重振西雅图经济。根据哈雷尔签

署的《市中心振兴计划》，未来3年西雅图市中心多

个区域的住宅、酒店和研发项目将可免除传统设计

审查，预计能缩短6至9个月的审批时间。此法案在

满足建筑安全和土地使用法规的前提下，取消了对

美观的额外审查，为项目减负并促进更快的开发，

吸引更多居民和商业入驻。支持者认为该法案应对

了亟待经济增长的紧迫性。西雅图市议员鲍勃·凯

特尔表示，这项法案对重振西雅图经济至关重要。

开发商和商业领袖也纷纷表示支持，认为新政策可

提高审批透明度和效率。

　　（本报记者 吴琼 整理）    

美西雅图推行新法案缩短项目审批周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