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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更正】
5 月 2 日 A23 版《校

友间短信泄露经济数
据》（校对：何燕 编辑：
李东）一文，第 1 栏第 1
段第 6 行“获悉的的”
中，应删去一个“的”。

■ 社论

醉驾依法“入刑”才有威慑力

据新华社报道，去年 5
月 1 日至今年 4 月 20 日，全
国公安机关共查处酒后驾驶
35.4 万起，同比下降 41.7%。
其中，醉酒驾驶5.4万起，同
比下降44.1%。在一些大城
市，法律的震慑和教育效果
更加明显。北京、上海等地
查处的酒后驾驶和醉酒驾驶
数量，较上年同期下降幅度
分别在50%、70%以上。

这些数据足以证明醉
驾 入 刑 已 取 得 了 初 步 成
效。只要执法不放松，醉驾
入刑的震慑和教育效果还
将持续下去。酒驾率与醉
驾率的双双降低，不但将许
多司机从畸形的酒文化中
解脱出来，事实上也避免了

成千上万的路人成为交通
事故的受害人。

据统计，去年 5 月 1 日
至 12 月 31 日，全国因酒后
驾驶造成交通事故死亡人
数下降 22.3%；截至 4 月 20
日，今年以来上述指标的同
比降幅为 28%。一次修法，
挽救了很多人的生命，可谓
功莫大焉。

曾有些反对醉驾入刑
者，以一些个案来证明醉驾
入刑威慑力的失败。当初
高晓松因醉驾被刑责，有人
就说，你看，“危险驾驶罪这
才施行不到十天，他（高晓
松）就没有被威慑到。”当
然，醉驾入刑并没有，而且
也不可能震慑住所有人。

最近引发舆论聚焦的湖北
“4·29醉驾案”，肇事者吴某
同样没有被法律震慑住。

但他们为什么敢于违背
法律醉驾？是不怕刑罚吗？
绝对不是。他们铤而走险，
可能是基于他们轻信能够避
免危害的发生，轻信在一些
地方的现行司法生态之下，
即使醉驾一回也不一定被抓
到。所以，这些个案的存在，
不但不能证明醉驾入刑的威
慑力弱，反而提醒我们的执
法者和司法机关，需要进一
步强化执法网络，真正实现

“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只
有杜绝了“选择性执法”，才
能打消这些人的侥幸之心。

当然，醉驾入刑在执行

过 程 中 也 产 生 了 一 些 问
题。比如毒驾和药驾的问
题，这其实和醉驾入刑无
关，而是构成了另一个新的
修法案。又如有媒体指醉
驾者遇到交警检查有时会
弃车而逃，这被形容是一
个“ 执 法 难 题 ”。“ 弃 车 而
逃”实则证明了醉驾入刑的
威慑力已经发挥了作用。
有几个潜逃的嫌疑人，一点
也不奇怪。抢劫、盗窃、强
奸、杀人等，这些不同的犯
罪形态中也都有潜逃的情
况。总不能因为几个醉驾
者弃车而逃，就把责任指
向立法。

至于有的地方还出现
了醉驾者在检查时当场饮酒

或者在抽取血样前饮酒，阻
碍公安机关调查取证，这实
则已妨碍了司法公正。此种
行为并不在醉驾入刑的处理
范围之内，还需要借助于刑
法的其他规定加以惩治。

当然，光有公安的严格
执法还不够。在刑事司法
的流程上，还有检察机关的
公诉以及法院的审判，都需
要严格遵循法律，做到不枉
不纵。因为醉驾入刑能否
有威慑力，关键是醉驾者最
终能否依法“入刑”，而这最
后是体现在法庭审判上。
期待司法部门依法判案的
同时，及时公布相关信息和
数据，消除民众的一些疑
虑，捍卫法律的公信力。

中美对话最大“战略”是消除疑问
■ 观察家

因为醉驾入刑能否有威慑力，关键是醉驾者最终能否依法“入刑”，而这最后是体现在
法庭审判上。期待司法部门依法判案的同时，及时公布相关信息和数据。

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
济对话今天在北京举行。这
是中美高层对话机制在关键
时期的一次关键对话，其意
义要超过以往任何一次。

首轮对话搭建了中美战
略磋商的平台，第二、三轮对
话偏向于经济议题，而这一
次对话，则是战略在前，经济
在后。双方的高层对话能否
有效解决双方存在着的显性
和隐性问题，将验证中美对
话机制的“战略性”含量。

此次对话之所以关键，
与中国最近遭遇的地缘政
治挑战不无关联。而在具
体的挑战背后，无不闪现着
美国的身影。比如，持续超
过两周的南海黄岩岛对峙

事件，尽管属于中菲双边关
系范围的波动，但是，菲方
将争议“国际化”的企图则
会导致事件的复杂化，而所
谓的“国际化”，很大程度上
就是“美国介入合法化”。

又如，4 月底美日发表
了 16 年以来的第三份联合
声明《面向未来的共同蓝
图》，在这份被称作“确定今
后几十年亚太秩序的文件”
中，美国直言不讳地提出要

“主导亚洲太平洋地区”，而
中国则要“遵守规则”。

中美的战略合作正呈
现出奇怪的矛盾之处。一
方面，中美在经贸方面的合
作处于最高水平，而在全球
战略事务方面的合作水平

低于经贸合作。另一方面，
在全球战略事务方面的合
作，核不扩散等领域的合作
水平又高于双方在亚太事
务上的合作水平。简言之，
越是离中国家门口近，中美
合作就越是不顺畅，模糊面
积就越大。这不能不令人
产生疑问：中美合作，究竟
是战略性的，还是战术性
的；是着眼于功利的，还是
面向未来的。

必须看到，鉴于中美的
经济和政治分量，双方长久
以来存在的战略模糊性所
带来的隐患，不仅对于中美
双方具有危险性，对于全球
也是如此。肩负国际义务
的责任感，中美双方就必须

消除战略疑问，在一个可预
期、有底线、能兼容的情境
中，解决问题，实现共赢。
中国的核心利益、真实关切
已经不止一次对外传递，因
此，无论从近期事件还是长
远共存的角度看，战略释疑
的责任，主要在美方。

美国高层访华前夕，美
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和
财政部长盖特纳都表示：

“希望在一些关键事情上取
得进展。”战略层面的关键
事情包括外交政策、气候变
化、能源安全等，经济层面
的关键事情指“中国加快银
行系统改革”和“进一步向
美国市场开放”等具体要
求。美国既希望在传统的

全球性事务中得到中国更
多的合作，也希望在中国启
动的新一轮金融领域改革
中占据市场先机。

无论中美高层对话要谈
多少议题，如何增进战略互
信，仍是首要任务。就当下
而言，在美国经济已经出现
实质性复苏迹象之后，实际
上中美经贸领域的老话题敏
感性已经下降，而战略信任
度的敏感性则在急剧上升。
这是美国应当回答的考题。
即使大选年因素决定了美国
战略模糊的客观性，也不能
对此拒而不答。毕竟，战略
互信是战略合作的基石。

□徐立凡（媒体人）
相关报道见A04版

中国的核心利益、真实关切已经不止一次对外传递，因此，无论从近期事件还是长远
共存的角度看，战略释疑的责任，主要在美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