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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7/2021_2022_2010_E5_B9_

B4_E6_B9_96_c26_647997.htm 治理酒后驾车满分100分 时限150

分钟 一、注意事项 1.本试卷由给定资料与申论要求两部分构

成。考试时限为150分钟。其中，阅读给定资料参考时限为40

分钟，作答参考时限为110分钟。满分为100分。 2.请在答题

卡上指定位置填写自己的姓名、报考部门，填涂准考证号。 

考生应在答题卡指定的位置作答，未在指定位置作答的，不

得分。 3.监考人员宣布考试结束时，考生应该立即停止作答

，将试卷、答题卡和草稿纸都留在桌上，待监考人员允许离

开后，方可离开。 二、资料 1.据北京市交管局通报，2009年

北京的亡人交通事故中，酒驾已成为仅次于大货车的事故诱

因，所占比例高达17.3%。而且，其中绝大多数均为醉酒驾车

，共计导致86人死亡。此外，2009年一次死亡3人以上的重特

大交通事故共达11起，其中，醉驾高达5起，酒后驾车为1起

，数据表明，醉驾已成为重特大事故的主要诱因。 据了解

，2008年同期，受奥运大背景、以及每日夜查等因素影响，

酒驾反弹势头被有效遏制。2009年前4个月，交管部门对于酒

驾的执法力度稍有减弱，酒后驾车立即反弹，97名死者中

，70人死于2009年前4个月。 北京戎联律师事务所律师刘昌松

表示，自2006年起，酒后驾车被交管部门列为“高压线”。

北京交警对酒驾高管严罚，夜查、午查全天候的执法模式也

已推行了三年，可执法强度稍有减弱，酒驾就反弹。这表明

，单凭交警执法，不能根治酒驾这一公共安全的危险源，修

法、提高酒驾的违法成本才是良策。 本书中此项专为提高考



生概括能力而设，正式考试时无此要求。该材料主要内容：

2.近来，酒后驾驶导致的血案、惨案不断冲击公众的神经：

2009年6月30日晚，南京市43岁的男子张某饮酒后驾车回家，

沿途先后撞倒9名路人，撞坏路边停放的6辆轿车，造成5人死

亡、4人受伤的特大交通事故。经交警鉴定，张某属醉酒驾驶

，当时血液中酒精浓度高达381mg/100ml。 2009年7月23日，

成都中级人民法院以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无证酒后驾车司机

孙某死刑。孙某长期无证驾驶，2008年12月14日，他醉酒驾

车追尾逃逸途中，严重超速并撞向反向正常行驶的4辆轿车，

造成4人死亡、1人重伤。 2009年8月3日，原郑州市中原区城

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法制科科长傅某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

安全罪被批准逮捕。傅某于2009年7月16日在醉酒状态下，驾

驶单位面包车与一辆电动自行车相撞，在逃逸中又接连肇事

，先后致3人死亡，8人受伤。 2009年8月4日21时25分，杭州

一辆保时捷凯宴越野车将一名女子撞出30多米远，该女子经

抢救无效于22时40分死亡。肇事者魏某有10年驾龄，据医疗

机构抽血检测，他体内酒精含量为36mg/100ml，属酒后驾车

。 2009年8月5日18时许，鸡西市男子张某酒后驾驶路虎越野

车冲进夜市人群，连续撞倒多人，造成1人当场死亡，1人经

抢救无效死亡，7人住院治疗，3人留院观察，还有许多伤者

为皮外伤。 3.最近一段时间，因酒后驾车而引发的恶性交通

事故频频发生。酒精，已成为越来越凶的“马路杀手”。据

统计，2009年上半年合肥市已有8人丧身“发酒疯”的车轮下

。 专家介绍，酒后驾车，人的触觉能力降低，往往无法正常

控制油门、刹车及方向盘.判断能力降低，无法正确判断距离

和速度.饮酒还使视力受损，视像不稳，辨色能力下降.在酒精



的刺激下，人还会过高估计自己的能力，对可能出现的危险

视而不见⋯⋯资料表明，人在微醉状态下开车，发生事故的

几率为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 对生命的敬畏是现代文

明的重要标志，而酒后驾车，则是对生命权的极端漠视和肆

意践踏。近年来酒后驾车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虽然与私家车

的激增不无关系，但其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安全教育的缺失

、执法管理的缺位，以及现行法律的缺憾，等等。从这个意

义上看，杜绝酒后驾车，减少生命悲剧，需要全社会的共同

努力。 树立全民的交通安全意识非常必要。长期以来仅靠交

管部门开展安全教育的局面应当打破，政府、企业、学校、

社区乃至家庭，都有责任和义务通过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

逐步使“饮酒不开车、开车不饮酒”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和自

觉行动。 违法必究，执法必严是关键。必须加大执法力度，

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决不姑息，让酒后驾车司机无处遁形。

对酿成生命悲剧触犯刑律者，则要依法严惩重罚。 在此基础

上，还有必要加快完善和健全现行法律法规，研究将酒后驾

车纳入刑法惩戒的可能性.还有必要探索部门和单位联动机制

，比如将酒后驾驶纳入单位内部考核的办法，就值得尝试。 

总而言之，对付酒精这个“马路杀手”，必须从源头着手，

综合治理。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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