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先逃逸，后自首”不能是
酒驾、醉驾“逃生指南”

15 日晚，我市发生一起交通事故，
一辆越野车连撞数辆轿车、电动车，造成
一死一伤，肇事司机弃车逃逸。次日
晚，警方称肇事逃逸司机刘某到案。而
数名目击者称，事发时，他们闻到司机
身上有酒气，怀疑肇事司机是有意逃避
酒驾处罚。

真相到底如何，目前警方正在调
查，但是在发生交通事故后，确实有一些
肇事者，把“先逃逸，后自首”当作酒驾、
醉驾肇事后的“逃生指南”。

近年来，有关部门对酒驾、醉驾的查
处力度不断加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醉
酒驾车犯罪法律适用问题的意见》也明
确规定：“行为人明知酒后驾车违法、醉
酒驾车会危害公共安全，却无视法律醉
酒驾车，特别是在肇事后继续驾车冲
撞，造成重大伤亡的，应依法以危险方
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法定刑幅
度是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
死刑。”

严法，让酒驾现象大 为 减 少 ，但
仍 有 司 机 铤 而 走 险 。 更 有 甚 者 ，在
肇事后，放弃救治伤员，逃离现场，
有的急匆匆找人“顶包”，有的抓紧时
间输液解酒……这种无视法律更悖逆

人性的行为，常让受害者错过最佳救
治时间。

选择“先逃逸，后自首”，说白了，就
是想逃避应有的惩处。

尽管根据法律规定，血检不是确定
是否酒驾的唯一证据，事后仍可通过其
他刑侦手段调查当事人事发前是否饮
酒，不过，事后调查一来难度较大，二
来即便通过调查能够确认肇事者饮
酒，当时的状态是酒驾还是醉驾，依然
不好认定。

因此，即便肇事者很清楚，酒后驾
车是酌定从重处罚情节，逃逸是法定
加重处罚情节，逃逸的后果要远远大
于单纯酒后驾车未逃逸的后果，但他
们依然会选择“先逃逸，后自首”，钻法
律的空子。

杜绝“先逃逸，后自首”行为，有必要
修补法律的一些漏洞，比如明确肇事后
恶意规避酒精检测，将受到与酒驾、醉驾
同等或更为严厉的处罚；明确醉酒驾车
肇事者一旦逃逸，即便自首，面临的处罚
将更严重。

只有让“先逃逸，后自首”者占不到
丝毫便宜且还要因此受到更重处罚，才
能打消不守规矩者的侥幸心理。

□本报新闻观察员 洛谭

选择“先逃逸，后自首”，说白了，就是
想逃避应有的惩处。

【新闻背景】在一种新药进入
市场的过程中，会由几个关键的环
节构成一个完整的利益链条：医药
企业—临床试验代理机构—试验基
地（医院）。在这条利益链中，一些
招募中介为了推动试验尽快进行拿
到招募费，出现种种违规违法行
为。他们瓜分了北京大部分药物临
床试验机构，从业人员也良莠不齐，
默许或者主动帮受试者作假。记者
进一步调查发现，在试药这条灰色
链条中，受试者、中介、药厂，每一环

“都可能是造假者”。（见本报今日
B08版）

看报道，全国约50万人涉及“以
身试药”，换取每月数千元甚至上万
元的报酬。当然，也有高的，可“5天
赚5000元”。

试药，本来不算台面下的事
情。药品上市，必然要经过基础试
验、动物试验和人体临床试验。如
果没有试药人，新药怎么上市？但
用身体来检验药品的安全性，试药
人自然会承担一定的风险。科学
性和伦理性，是药物临床试验的基
本原则，受试者的权益必须得到保
障。因此，试药人有权了解关于试
药的全部信息，包括对自己可能的
伤害——他们，不该被误导和操纵，
不能成为试验用的“小白鼠”。

不过，如果试药者身份、试药流
程，包括试验数据、药品疗效等，常
常被设计、篡改、编造，甚至形成了
一种分工明确的造假同盟，新药的
上市准入制度和审批关卡又有什么
意义？

■漫画漫话

“试药”造假，祸患无穷

□尔冬/文 朱慧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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