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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6/2021_2022_2010_E5_B9_

B4_E5_9B_BD_c26_646346.htm 一、注意事项 1. 本试卷由阅读

资料与作答要求两部分构成。考试时限为150分钟。其中阅读

资料参考时限为40分钟，作答参考时限为110分钟。 2. 监考人

员宣布考试结束时，请立即停止作答。 3. 答题卡上的准考证

号用2B铅笔填涂，答题使用黑色字迹的钢笔、签字笔或圆珠

笔作答。 二、给定资料 1．2008年5月，在成都一家技术公司

工作的孙伟铭购买了一辆别克轿车，并在未取得合法驾驶资

格的情况下，长期无证驾驶并有多次交通违法记录。 2008

年12月14日17时许，孙伟铭在醉酒状态下驾车，与前面一辆

同向行驶的轿车追尾后并未停车，而是逃离现场继续向前行

驶。 当车行至限速每小时60公里的“卓锦城”路段时，孙伟

铭超速驾车越过道路中心黄色双实线，先后撞向对面正常行

驶4辆轿车，直至自己的轿车无法动弹。这起严重交通事故共

造成4人死亡、1人重伤，财产损失5万余元。 2009年7月23日

，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孙伟铭案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孙

伟铭因无证、醉酒驾车造成4人死亡、1人重伤，其行为已构

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且情节特别恶劣、后果特别

严重，被依法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宣判后，孙伟

铭当庭提出要上诉。 成都中院审理此案的审判长说，孙伟铭

作为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的人，长期无证驾驶并多次违反

交通法规，反映出其对交通安全法规以及公共安全的蔑视；

醉酒后，孙伟铭仍驾车行驶于车辆、人群密集之处，发生追

尾事故后，无视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明



知越过道路中心黄色双实线会发生与对面车辆相撞、车上人

员死伤的严重后果，仍放任危害结果的发生，其主观故意非

常明显。 审判长指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属危险犯

，依照我国刑法规定，只要实施该行为即构成犯罪，致人重

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最高可判处死刑

。此案的判决综合考虑了被告人极大的社会危害性，以及对

被害人及家属所造成的无法弥补的损失等因素。 2. 西安市公

安局交警支队宣法处宣传科科长赵永强称，据统计，今年西

安市上半年以来，因酒后驾车造成交通事故239起，死伤较多

。饮酒驾车发生交通事故的占20%左右。 酒后驾车缘何愈演

愈烈？ 西安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宣法处副处长王为首认为，目

前法律法规惩处不能让酒后驾驶者警醒。田雄志则指出，目

前，我国对酒后驾车、醉酒驾车的处罚较轻。 私家车车主代

表、青年作者周炜认为，酒后驾车屡禁不止甚至愈演愈烈根

源在于许多人认为只要有钱，可缴纳罚款或赔偿就可以了事

。 赵永强认为，许多人有这样的错误观念：“出事大不了拿

钱来摆平。” 前不久，一男子酒后驾驶一辆高档越野车在西

安市南郊雁翔路上发生交通肇事，撞死一人。但从当日凌晨1

时到中午12时，在处理事故的交警办公室椅子上，酒后肇事

者一直在睡觉。 酒后驾驶承担多大责任？ 陕西浩公律师事务

所律师金博认为，交通肇事罪引起争议，最大的问题正在于

醉酒驾驶肇事。成都孙伟铭案的判决结果（酒后驾驶致4死1

伤，一审法院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死刑）我

觉得不能接受⋯⋯但如果按交通肇事罪判，处罚轻，民愤难

平！ 西安市莲湖区法院刑庭副庭长吴强国指出，目前我国对

酒后驾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司法解释比较模糊，法律在



交通肇事处罚的层次、标准是比较低。 新增醉酒驾车罪可能

不可能 金博建议增加“醉酒驾驶机动车辆罪”，只要有醉酒

驾驶行为就触犯刑法。罪名确定、刑罚细化、处罚加重这是

科学处罚的需要，也是解决司法混乱的需要。 西安市雁塔区

检察院侦监科检察官陈庆文认为，醉酒肇事应按交通肇事罪

还是危害公共安全罪处理，目前刑法没有明确规定，只能看

跟哪个罪靠更合理。醉酒驾驶造成重大后果，在刑法修正时

应另设罪名。对醉酒驾驶没有造成危害结果的，目前只能行

政处罚，但处于犯罪边缘的情况怎么进行治理是个问题。 吴

强国认为，立法上应把醉酒交通肇事的刑罚提高，或者把酒

后驾车发生事故的刑罚单列出来，作为加重情节，对所有的

人也是一种警示。 3. 日本是一个对酒后驾车、醉酒驾车的处

罚在法律上趋严规定的国家。就在今年5月，日本福冈一起酒

后驾车案的判决，再度引起了日本社会极大的关注。 两年前

，22岁的肇事司机今林大，在酒吧喝酒后超速驾驶，在跨海

大桥上追尾一辆驶往福冈的吉普车，导致吉普车冲出大桥护

栏坠入海中，车内3名幼儿因撞击加溺水无一生还。此事在日

本引发了极大的社会震动。在该事件中，孩子父母侥幸逃生

。在限速50公里的跨海大桥上，今林大把小车开到每小时

逾80公里，撞了前面的车子，不但没有刹车，反而继续加速

。当时该事件就上了《读卖新闻》的头版头条。事隔两年多

之后，这场日本举国关注的官司终于有了结果。今林大“危

险驾驶致死伤害罪”成立，被判监禁20年。 在2001年，日本

把违法驾驶导致死亡者的最高徒刑提高到15年。2005年，日

本又将酒后驾驶导致死亡者的最高徒刑提高到20年。今林大

被判20年，法理依据就来自这里。很显然，这是一个趋严的



法律架构。在2001年以前，日本关于交通肇事的法律规定，

与我国现行的《道路交通安全法》比较接近，最高只能判处5

年有期徒刑。而在2000年，发生了“小池大桥案件”，无照

驾驶者在人行横道轧死两名大学生。有关报道说，日本法学

界和民间人士由此发起了对法律进行修订的运动，37万余人

联署签名要求修改法律，惩治恶性交通肇事行为。 2001年12

月25日，关于“危险驾驶致死伤害罪”的新法通过施行，

在2007年还增加了对摩托车肇事同样严厉惩治的条文。严刑

的威慑力是显见的，近年来在日本已极少发生酒后开车伤人

的恶性事件。 4. 美国在防止交通事故方面确实积累了不少经

验，其中尤其以汽车保费的调节最为重要。美国全国联网的

事故记录体系和完善的保费计价制度，把开车安全和每个人

的经济利益紧密挂钩。夫妻俩共开一辆纪录良好的车，每年

只需花不到500美元的汽车保费。而一个有轻微违章记录的单

身汉，每年很可能要为擦伤他人车辆等小事故支付好几千美

元保费。另一重要经验是严对酒后驾驶。除当场吊销执照和

入狱一年，对造成生命伤害的酒后驾驶员可以以二级谋杀罪

起诉，最高可适用死刑。近年来认定酒后开车的血液酒精浓

度标准更是日趋严格，从0.08%降到0.05%，由于年轻人酒后

开车的比例较高，针对21岁以下的驾驶者，血液酒精浓

度0.01%就算酒后开车。 美国法律规定，当一个人血液中酒精

含量为0.08％时驾车，被视为醉酒驾车。如果被警察第一次抓

住，要当场没收驾照，并被立即送到拘留处医疗中心，关

押12至48小时，理由是禁止他不清醒时再次上路。次日，这

名司机要交纳数千美元的“保释金”以及250至400美元罚款

才能走出拘留处，外加75美元医疗中心使用费，并吊销驾照



一年。如果他开的是商用车，那么还要通知他的雇主。如有

第二次，罚款加倍，吊销驾照两年。以后再抓，惩罚更重。 

除了罚款外，司机还要重新到驾驶学校里上课，学习内容除

了有关法律文件外，还包括到医院里专门看护那些住院的交

通事故受害者，看驾校播放的醉酒驾车造成惨不忍睹的交通

事故片。还有人被罚到道路上执勤，做30天至90天的社区服

务劳动等。屡次犯错的，甚至会被送去参观停尸房，让他们

看在真实车祸中死亡者的残破尸体，希望他们从此警醒。 加

拿大，规定凡酒后驾车者，罚款1470美元、监禁6个月，造成

人身伤害的监禁10年，造成死亡的入狱14年。澳大利亚对醉

酒驾驶重犯者，也是判刑10年。法国对酒后驾车的司机，除

了罚款与监禁外，甚至可能要没收汽车；新西兰酒后驾车要

被吊销驾照，官员酒后驾车要开除；在英国，如10年内有3次

被判酒后驾车，就要被吊销驾驶执照.在司法落实方面，英国

的处罚往往很“具象”，比如曾有一名75岁的男子酒后驾驶

连撞两辆车，被勒令在2个月内不得于上午9时至晚7时出门，

警察还在他的腿上装了一个电子跟踪器，以监视其行动。只

有这样具体细致的“法律调整”，才能确保有效地“治病救

人”。新加坡：初犯者将受到1000至5000新元的罚款或者长

达6个月监禁；重犯者强制监禁1年，并且处罚金3000至10000

新元；累犯者的罚金为30000新元及最长10年的监禁。 5. 在我

国，目前尚没有“危险驾驶致死伤害罪”的罪名，在偏轻的

“交通肇事罪”与较重的“危害公共安全罪”之间，也没有

一个中间地带。这说明我们的法律是有缺失的。中国对饮酒

驾车惩罚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规

定： “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



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

徒刑或者拘役；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

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华人民共和

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一条规定： “饮酒后驾驶机动车

的，处暂扣一个月以上三个月以下机动车驾驶证，并处二百

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醉酒后驾驶机动车的，由公安机关

交通管理部门约束至酒醒，处十五日以下拘留和暂扣三个月

以上六个月以下机动车驾驶证，并处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

罚款。 饮酒后驾驶营运机动车的，处暂扣三个月机动车驾驶

证，并处五百元罚款；醉酒后驾驶营运机动车的，由公安机

关交通管理部门约束至酒醒，处十五日以下拘留和暂扣六个

月机动车驾驶证，并处二千元罚款。 一年内有前两款规定醉

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行为，被处罚两次以上的，吊销机动车驾

驶证，五年内不得驾驶营运机动车。” 6. 8月15日起，公安部

在全国开展为期两个月的严厉整治酒后驾驶交通违法行为专

项行动。一旦发现醉酒后驾驶机动车的，一律拘留15日，暂

扣驾驶证6个月。 公安部副部长刘金国要求，对酒后驾驶交

通违法行为要严格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加大查

处力度，依法从严处罚，坚决做到“四个一律”：对饮酒后

驾驶机动车的，一律暂扣驾驶证3个月；对醉酒驾驶机动车的

，一律拘留15日，暂扣驾驶证6个月；对一年内2次醉酒驾驶

的，一律吊销驾驶证，2年内不得重新取得驾驶证，属营运驾

驶员的，5年内不得驾驶营运车辆。法律法规规定有罚款处罚

的，要一律从重处罚。地方法规有其他规定的，各地也要严

格执行。 集中整治期间，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将调集优势警力

，针对高发区域和高发时段，高密度部署勤务，提高拦查频



率，对有酒后驾驶嫌疑的车辆和驾驶人严格检查。 刘金国说

，对酒后驾驶，无论涉及什么人，不管什么理由，都要一视

同仁，从严处罚，绝不允许开口子，绝不搞下不为例，让酒

后驾驶成为不能碰、不敢碰的高压线。公安民警对酒后驾驶

违法行为不处罚、从轻处罚或者为酒后驾驶违法人说情的，

要严肃追究有关责任。 刘金国表示，此次全国性集中整治后

，严厉打击酒后驾驶违法行为仍将坚持不懈地抓下去，实现

常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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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