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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1/2021_2022__E5_A4_8D_E

4_B9_A0_E6_8C_87_E5_c36_51720.htm 某市交通管理部门用奖

励制度号召市民共同参与交通秩序管理，可能取得短期效果

，实则有违社会发展。虽有“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古训，

但那是处在社会发展初期的一种道德观念，是人类最初心理

上渴望的一种社会安定模式理念。随着社会经济的进步和发

展，人类文明意识的提升，人们要求生活环境优美、秩序井

然，各项工作规范有序，社会的一切行为均在已设定的法律

规范内进行，已成为必然。作为国家的各个机构和各管理部

门同样应各司其责，依法办事。该市交通管理部门用奖励制

度号召市民共同参与交通秩序管理的举措不合法也不合理。 

不合法方面：交通管理部门对道路交通秩序进行管理，是国

家法律赋予其的一种行政职权和行政责任，非经法定程序不

被取消，交通管理部门自己也不得擅自放弃，更不得随意将

国家赋予的行政管理职权交给其他部门和个人去实施。该市

交通管理部门向市民发布通告，凡自行摄录下机动车辆违章

行驶、停放的照片、录像资料，一经确认采用并在当地电视

台播出，即给予２００至３００元奖励，该行为就是交通管

理部门擅自放弃行政职权和行政责任，随意将国家赋予的行

政管理职权交给其他部门和个人去实施，违反了国家行政机

关行政职权法定原则，与国家管理社会的意志相悖。 不合理

方面：社会违法乱纪行为固然犹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但如果人人都去打（去管），势必出现以下负面效应： （1

）人人都去打（去管），发挥不了专业对口部门的职能作用



，国家设定的社会管理机构形同虚设，法律法规遭到践踏。

交通管理部门依法管理交通秩序，既是其享有的行政管理职

权，也是其应履行的行政管理义务，法定的职权和义务不履

行的“偷懒行为”既损害了国家和社会的共同利益，又浪费

了纳税人的税金。 （2）人人去打（去管），受利益驱动，

必然出现“有利可图则打、无利可图者不打”，甚至为图更

大利益而变相打的情形。如“甚至有利用偷拍照片向驾车人

索要高额保密费的”，因此剧增了社会不安定因素的产生，

显然与人们要求的安稳社会环境背道而驰。 （3）如人人都

不打（不管），该追究谁的责任？该市交通管理部门向市民

发布通告后，若没有人响应，社会交通秩序仍然混乱，问谁

负责任。如果该市交通管理部门说“因为市民们不参与不响

应所以交通秩序混乱”，岂不笑话。 （4）如人人皆有权去

打（去管），社会秩序必然一片混乱，国家将陷入无政府状

态，民众岂有安定的生活环境。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

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