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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CT
参与调查的市民认为，取证困难和处罚不严是治理的两大难点

“车窗抛物”屡禁不止，有何解法
| 惊险：前车掉落木块砸裂后车玻璃

吴先生想起此前在高速路上碰到的一幕，仍会感到不寒
而栗。
不久前，吴先生的同事驾车载上他，一起从上海出发前往外

地出差，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的吴先生，原本已经有些犯困，但是
突如其来的一幕将他彻底惊醒。
“一块巴掌大的木板，突然就朝我眼前飞了过来。”吴先生

说，当时他只看见从前车上掉落一个东西，他还没来得及看清是
什么，这个东西在地上弹了 2下后，就直接弹到了他眼前的车窗
上，并瞬间在车窗玻璃上留下几丝裂痕。
大叫一声之后，愣了两秒，吴先生这才慢慢回过神来，回想

起刚才那块木板，要不是体积较小，厚度较薄，说不准就会直接
把玻璃击碎、击穿。
奈何同事车上既没有行车记录仪，当时也没想到把前车的

信息记录下来，否则，吴先生说，他一定要向前车追责。
自从经历过这件事，吴先生在一段时间里心里都有些“阴

影”，甚至不敢坐在副驾驶位置，他担心类似的事情再次上演，届
时就不知道是什么情形了。
“我后来也买了车，只要是路程远一点，车上有人，我都会叮

嘱他们千万不要往窗外扔东西。”吴先生直言，出门在外安全第
一，他虽然没法保证别人不随便从车窗抛物，但是一定要让自己
和车上的人不要做出这样的行为，将危害带给他人。

| 问卷：仅 4.8%市民未遇到车窗抛物

针对车窗抛物问题，新闻晨报·周到发布了一次“微调查”。
数据显示，仅有 4.8%的市民从未见过车窗抛物，甚至还有 0.7%
的市民承认自己扔过。
见到的车窗抛物最多是什么物品？在这个问题上，选择“纸

巾”的市民最多，占 41.4%，34.1%的市民选择“烟头”，12.1%的
市民选择“饮料瓶”，9.5%的市民选择“瓜皮果壳”。
当被问到担心车窗抛物造成什么问题时，不少市民都同时

选择了多项内容。其中，选择“影响交通安全”的市民最多，担心
破坏城市安全、烟头等引起火灾的市民也不在少数。
不少市民在问卷中分享了自己遇到“车窗抛物”的经历：
“有次高速上看到扔玉米棒的，实在太吓人，给周围车辆造

成安全隐患！”
“大客车上，半瓶饮料直接飞了出来！”
“在坐公交车的时候，看到有阿姨一边吃瓜子，一边往窗外

扔瓜子壳，瓜子壳在风中随风飘舞，洋洋洒洒，满地都是。”
“公交车上，靠窗座位的乘客把擦鼻涕纸巾扔出窗外，再关

窗。动作一气呵成。”
“车窗抛出来烟头，把我衣服烫了个洞。”
……
还有些接受问卷调查的市民认为，“车窗吐痰”也是常见的

现象。有市民在问卷中表示：“有些驾驶员打开车窗，直接吐痰。
正好在旁边经过，一口痰吐在我衣服上，驾驶员素质真差，关了
车窗，任凭你怎么说，他坐在里面当没听见，后来索性开走了，真
是无语。”

参与调查的市民还认为，取证困难和处罚不严，是车窗抛物
现象治理的两大难点。
针对“取证困难”，有参与问卷调查的市民留言表示：
“加强路口探头的运用，像抓交通违规一样记录车窗抛物行

为。”
“路上监控拍照举证，后车行车记录仪取证举报。”
还有市民留言表示，应当加大处罚力度、创新处罚形式：
“路边探头抓拍到，并处罚款扣分等。”
“先经济罚款，再通报工作单位。”
“再碰到这样的车窗抛物，拍下车牌号，进学习班，培训半

年，或者扣分，总要让人有点压力，否则记不住。”
“查到车窗抛物司机，安排进行路边垃圾公益清理。”
“建议像交通违法举报一样，鼓励市民拍照举报有奖。”
“叫他（抛物者）去执勤直到抓到下一个人为止。”
……
还有一些市民认为，应当通过宣传教育，提高驾驶员和乘客

的个人素质：
“可以向有关部门提议，应该将车窗抛物纳入诚信体系之类

的，来评价这个人的素质。”
“考驾照期间就要针对车窗抛物培训教育。”
一些市民则觉得，对于出租车、公交车这类营运车辆，也要

考虑车上乘客扔垃圾的需求：“车上没垃圾桶，除了抛出窗外就
只能扔车厢地上了，车上能否备些小垃圾袋？”
也有一些市民认为：“应该针对车窗抛物，出台具体条例，严

格执行。”

| 交警：持续强化整治力度与宣传力度

近日，记者从交警部门获悉，围绕如何治理车窗抛物的难
题，警方将继续强化现场与非现场两方面的执法管理，一方面提
高民警在执勤中对“车窗抛物”违法行为发现意识，严格纠处，
另一方面继续依托科技赋能，不断提升非现场执法查处效能。
“车窗抛物不仅需要加大整治力度，我们也会加大宣传力

度，提醒广大市民建立良好的文明习惯。”相关部门人员表示。
“线上举报的数量比现场执法数量多。”一位业内人士告诉

记者，市民通过提交视频材料，即可在上海交警 App 上举报相
关的车窗抛物线索，由相关部门进行核实处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 62条

规定，驾驶机动车不得向道路上抛撒物品。而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90 条规定，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
通安全法律、法规关于道路通行规定的，处警告或者二十元以上
二百元以下罚款。
记者了解到，根据抛撒物品的是乘车人还是驾驶人，上海的

处罚力度也有所不同，如果是驾驶员向车窗外抛洒物品，执法人
员会对其罚款 200元，而乘车人抛物，则是罚款 50元。
该业内人士还提到，车窗抛物的违法行为在执法过程中存

在不少难点。
其一，抛物行为具备随机性。车窗抛物不像“闯红灯”，可以

在固定的地点、时间对司机的违法行为查处，而抛物可以在任何
时间、地点进行，对现场执法而言有一点难度；
其二，抛物行为具备瞬时性。当驾驶员或乘客向车窗外抛物

时，不管是记录，还是拦截执法，都存在一定“盲点”。

| 代表：将部分道德规范变为法律规范

“车窗抛物”屡禁不止的现象，引起了市人大代表、上海艾
能电力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朱柯丁的关注。他在调研过程中，从
市绿化市容局得知，“车窗抛物”是高架道路、中心城区重要道
路垃圾的主要来源，不仅污染了道路环境，还增加了道路安全隐
患，对城市保洁人员的影响也不容小觑，“据了解，近年来出现的
环卫工人被撞事件，超过三成是由车窗抛物所致。”
在朱柯丁看来，当前在“车窗抛物”的治理上，存在取证困

难、法律条文与道德要求没有形成合力的痛点。“抛物的行为本
身是一瞬间完成的，那么这个物品落在地上以后，可能也很难去
追踪究竟是哪一辆车或者是哪个行人去抛的。”
朱柯丁认为，从已经查处的“车窗抛物”案例中来看，多为

市民举报且附带视频、图片等证据，交警部门再根据证据进行核
实查证，因此，如果没有第一时间固定证据，处罚就很难进行下
去。此外，目前对于“车窗抛物”的处罚偏轻，导致违法成本过
低。
对于“车窗抛物”的治理痛点，今年上海两会，朱柯丁提交

了一份《关于严格查处、整治“车窗抛物”行为的建议》。
他建议，进一步加强利用电子监控探头，多措并举严查“车

窗抛物”行为，“公安部门还可以与市绿化市容局、城市管理行
政执法局等相关部门联动，开启‘车窗抛物’行政处罚模式，多
角度进行路面监督。并且，鼓励市民针对‘车窗抛物’违法行为
提供照片视频证据，并加大监督奖励。”
同时，朱柯丁建议，坚持“德法并举”，除了通过加强教育提

升内在的道德感和自律意识之外，还要依靠法律的外在监督作
用。他认为，交警、城管、公安等相关职能部门可以针对“车窗抛
物”等不文明行为，结合新加坡等国的做法，研究制定行之有效
的管理措施和相应的规章制度，将部分道德规范变为法律规范，
制定相应条例，完善检查监督、投诉举报、教育指导、奖励惩戒等
文明行为促进机制，建立起宽严并济、层级递进的处罚条款，处
罚标准要避免自我裁量和定夺，进一步发挥法律法规的惩戒和
预防功能，从而起到约束行为的作用。
此外他还建议：“政府部门之间、企业以及社会组织应该实

现信息共享，进一步打破信息壁垒，充分利用现有平台，建立起
有关市民文明行为的大数据平台，并进一步发挥市民行为大数
据评估机制，跟踪记录好各类文明及不文明行为，逐步推动市民
文明行为大数据与个人信用等信息平台相关联，以此来规范市
民个人文明行为。”

晨报记者 姚沁艺 陈 泉

烟头、纸巾、水瓶……这些东西你在开车时
看见别人扔过吗？今年上海两会，有人大代表就
关注到了“车窗抛物”这一问题。有代表认为，因
为车窗抛物难以取证，带来不小的执法难度。

市民遇到“车窗抛物”的情况有多普遍？大
家又希望政府部门从哪些方面进行治理？最近，
新闻晨报·周到上海做了一次“微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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