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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重拳，动真格，
看“霸王条款”霸气何在

□本报新闻观察员 洛谭

【新闻背景】公安部日前修订发布
《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违反
道路交通信号灯通行等的违法记分将
由3分提高到6分。驾龄1年以下的实
习期驾驶人将被重点管理，驾车上高速
必须由持相应或更高车型驾驶证3年
以上的驾驶人陪同。（见本报昨日B02
版、今日A12版报道）

新规中，最引人注意也是受到最广
泛讨论的一条就是将闯红灯的记分由
3分提高到6分。

由于交通违法“满分”才 12 分，而
闯红灯又是一种比较容易发生的违法
现象，很多机动车驾驶人担心自己会有
不小的概率两次“中招”，然后重新考驾
照。所以，不少驾驶人提出，这条新规
是否过于严苛？

我们已尝到了“酒驾”治理的甜
头——交通安全关乎人命，板子抡得
再高，大家也拍手欢迎。从这个意义上
说，对属于“严重交通违法行为”的闯红
灯施以重罚，绝对是好事。毕竟，有太
多交通事故是因多抢的几秒而发生的，
有太多无辜的生命凋零和闯红灯不无
关系！

不过，闯红灯违法记分调整还不能
让红灯真正地成为保障生命的安全线，

仍需一些配套措施来予以确保。
首先，交通信号灯本身需要达到一

定的标准，比如：管理部门要确保红绿
灯的正常运行,红绿灯须有倒计时提
醒,红绿灯须达到一定高度以便大车
后的小车能看到等，只有这些技术方
面的条件都完善了，才能使得机动车不
至于非主观性地闯红灯。不然，“尺子”
没有一个精准的刻度，如何判断法律法
规的公平正义？

其次，应进一步完善对行人、非机
动车闯红灯的严格问责。虽然现有交
通法规明确指出行人、非机动车闯红灯
是违法行为，但交警部门往往对这些违
法情况不太重视或对闯红灯者仅仅教
育一番就放行，不少人在无交警执勤的
路口仍会大胆地无视红灯而行。

最后，也是不少网民们所关注的一
个问题，即新规对特权车、公务车是否
能做到一视同仁。当然，这一问题不是
法律问题，而是执行问题。

事实上，随着城市道路拥堵加剧，
红绿灯越来越密、越来越常见，“两次闯
红灯”就让机动车驾驶人付出很大的代
价，有人认为新规有“规避责任”的嫌疑
不算奇怪。所以，仅强调机动车驾驶人
的责任并不公允，毕竟，马路上行的不
仅仅是机动车，道路交通安全改善的责
任更不仅仅在机动车驾驶人身上。

闯红灯，要问责的
并非只有司机

□尚龙

【新闻背景】市工商局和市消协前
不久公布了我市部分行业存在的16条

“霸王条款”，并要求有关商家对照条款
先进行半个月的自查自纠。近期，工商
部门查处了5起“霸王条款”案件，并提
醒消费者：若遭遇“霸王条款”，可及时
拨打 12315 进行举报。（见本报昨日
A05版报道）

所谓“霸王条款”，是一些经营者单
方面制定的用来保护小团体利益的条
文，这样的条文严重侵害了消费者利
益，对此应该坚决抵制。

很多时候，由于消费者是以个人面
对以集体形式存在的商家，存在心理弱
势，权益被侵害时往往不得不自认倒
霉，花了冤枉钱还得受窝囊气。

一家网络机构曾作过调查，有
57.6％的被调查者经常遭遇“霸王条
款”，有42.4％的被调查者表示“偶尔碰
到”，没有碰到过“霸王条款”的人几乎
没有。调查发现，遭遇“霸王条款”后，
六成消费者会尝试交涉，但如果维权艰
难就只好放弃；还有两成半的消费者根
本不知道如何维权；表示会坚持维权的
被调查者连一成都不到。所以，我市在
此次对“霸王条款”进行大力查处的同

时，也号召消费者遭遇“霸王条款”时积
极举报。

事实上，“霸王条款”不仅损害消费
者权益，也不利于商家自身的长远发
展。如果商家不是更多地考虑提高产
品和服务质量，而总在算计如何蒙骗消
费者，侵害消费者的合法利益，肯定走
不远。

无论法规如何严格，都会有不法之
徒铤而走险。所以，希望监管部门能
够有诚意、动真格、言必信、行必果，建
立健全完善、快捷的投诉程序，降低老
百姓的维权成本，保证消费者的每一
个投诉都被认真对待；“霸王条款”一
经查实，就及时处理，毫不留情，做到
案案有接待、案案有结果。对那些只
考虑违法风险有多大而并不思考其行
为是否有悖经营之道甚至违反法规的
商家，对那些不听劝告、屡教不改的商
家，必须重拳出击，罚一次就让他喘不
过气来。

同时，监管部门也应加强宣传教
育，帮助消费者树立维权意识，并为他
们在遭受侵权后提供便捷、畅通、高效、
有力的申诉渠道。消费者也应不断提
高依法维权意识，增强自我保护能力。
只有多管齐下，才能让“霸王条款”不再
霸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