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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内外因辩证关系原理的
交通事故防范工作对策与建议

　　摘　要　事故预防是公安交通管理的重中之重。公安部党委连续 5 年把“减量控大”纳入

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专项行动，但全国道路交通安全形势仍然严峻。本文立足于“人

是事故发生的关键因素”，根据内外因辩证关系的哲学原理，将事故发生的内因、外因归纳为“没

想到”和“想不到”2 类情况，进而提出事故防范工作对策：通过宣传教育与执法管理解决“没

想到”的问题，通过检查巡查解决“想不到”的问题。最后，结合实际情况，提出隐患清零重

点聚焦消除“人”的认知不足、加强宣教工作比重、执法应与宣教密切结合的工作建议。

　　关键词　事故防范  内因外因  宣传教育

事故预防是公安交通管理的重中之重。

为了压减道路交通事故，公安部党委连续 5

年把“减量控大”纳入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和

社会稳定专项行动。全国公安交管部门全力

以赴防事故、保安全，在动态隐患清零、“减

量控大”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成绩值得肯定。

但是面对高速增长的驾驶人、机动车、道路

里程等交通要素，以及量大面广的各类隐

患，道路交通安全形势仍然十分严峻。

2018 年全国道路交通事故死亡人数 6.3

万人，2023 年为 10.6 万人，伤亡之重不亚

于战争冲突。如何更加有效地预防和降压事

故，依然是摆在全社会，尤其是交管部门面

前亟需解决的难题。

预防和降压事故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

的工作往往千头万绪，需要综合施策。国家

《“十四五”全国道路交通安全规划》（下文

简称：《规划》）中，围绕人、车、路 / 环境

3 项事故发生的要素，分别从工程技术、执

法管理、宣传教育、应急救援、法律法规标

准、责任考评 6 个方面剖析原因和提出对策。

提出了健全道路交通安全现代治理体系、提

高道路交通安全依法治理能力、打造安全

有序的道路通行环境、强化车辆本质安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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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安全、提升道路交通参与者安全文明素

质、完善道路交通应急处置和救援急救机

制、深化道路交通安全科技创新应用等七个

方面的 27 项重点任务及 18 项重点工程。

《规划》高屋建瓴、脉络清晰、体系严密、

内容全面、有很强的指导性。但是在涉及人、

车、路 / 环境方面如此繁多的工作中，是否

还可分出主次，孰轻孰重？执法管理和宣传

教育是否存在内在关联，孰为本末？这些都

对一线工作的开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立足

于“人是事故发生的关键因素”，紧紧围绕

“为什么会发生事故”这一关键问题，根据

内外因辩证关系的哲学原理，将事故发生的

内因、外因归纳为“没想到”和“想不到”2

类情况，进而提出事故防范工作对策：通过

宣传教育与执法管理解决“没想到”的问题，

通过检查巡查解决“想不到”的问题。最后，

结合实际情况，有针对性的提出，重点聚焦

消除“人”的认知不足、加强宣教工作比重、

执法应与宣教密切结合的工作建议。

一、事故相关因素分析

道路交通系统是由人、车、路 / 环境构

成的动态符合系统。交通事故发生时，人、

车、路 / 环境究竟哪种因素起的作用更大？

在人、车、路的三要素中，驾驶人是环境的

理解者和指令的发出者与操作者，道路和车

的因素必须通过人才能起作用。人、车、路

组成的系统时刻在变化，靠驾驶人的干预达

到平衡。根据国外专家对各因素对道路交通

事故的影响程度的研究发现，与人有关的原

因占 93%～ 94%，与车有关的占 8%～ 12%，

与道路有关的原因大约占 28% ～ 34%，这

表明人是事故的关键因素。

我国学者采用模糊识别方法，通过计算

黑龙江省的 3271 起事故，对以上 7 种事故

原因的隶属程度，即各影响因素在道路交通

事故中所占的比例进行分析发现，与人相关

的道路交通事故所占比例达 90.4%。据公安

部交管局《“十四五”全国道路交通安全规

划解读》相关资料统计，我国 2011 年 -2020

年交通事故数据，与人相关的事故所占比例

高达约 98%。需要说明的是，由于该统计

采用单因素分析法，没有区分统计多种因素

共同作用导致事故发生的情形，而实际工作

中倾向于将与人相关的事故都归类为人的

原因，故“98%”的值比前述研究结论略高。

结合工作我们知道：路况差的道路、车

况差的车辆或新手驾驶员，由于小心谨慎驾

驶或者车速不高，并不一定发生严重事故。

而拓宽改建后的郊区道路，因道路车速增

加，而两侧村民横穿道路的行为习惯并没改

变，安全意识并没提高，反而容易出现伤亡

交通事故。据经济学教授萨姆佩兹曼（Sam 

Peltzman）1975 年的研究成果表明，汽车安

表 1  各因素对事故的影响程度 

原因 美国（%） 英国（%） 澳大利亚（%）

单纯路 3 2 4
单纯人 57 65 67
单纯车 2 2 4
路和人 37 24 24
人和车 6 4 4
路和车 1 1 1

人、车、路共同 3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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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带引入市场后，每起事故中的平均死亡人

数虽然降低，但是车祸的总量缺依然增加，

死亡的驾驶员人数也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因

此事故导致行人死亡的数量反而上升。

据上述研究成果和统计数据可知，“人”

的因素是交通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路 /

环境”“车”是交通事故发生的次要原因。

“路 / 环境”“车”的常规意义上的改善，并

不意味着交通安全必然得到改善。在人、车、

路组成的动态变化系统中，事故发生的内因

主要在“人”，外因是“路”和“车”，对事

故发生起决定作用的是“人”“路”和“车”

对交通事故的作用是通过“人”来实现的。

这对探寻事故防范工作的重心、方向有一定

启发作用。

二、基于内外因辩证关系的事故
发生原因深度剖析

根据内外因辩证关系原理：事物的发展

是内因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内因是事物发

展的根本原因，外因是事物发展的条件，外

因通过内因起作用。交通事故，无论是单人

交通事故，或是涉及多人的交通事故，相关

方从主观意愿上必然都不希望事故发生。然

而有悖于事故方主观意愿的交通事故，每天

依旧大量发生。个人认为，究其原因，可以

归结为“没想到”和“想不到”两类情形。

所谓“没想到”，是指正常的驾驶员或

交通参与者（或其监护人）应该能想到，而

被其忽视或心存侥幸的情况。比如正常行

驶的机动车驾驶员没想到横向有电瓶车闯

红灯而发生碰撞、没想到前车突然急刹而追

尾、没想到路面湿滑刹不住而碰擦、没想到

有右转盲区而碾压非机动车……如果当事

人能更谨慎有所防备是有可能避免事故发

生的。参考第一部分的相关内容，可估计这

类“没想到”的情况约占事故总量的九成。

所谓“想不到”，是指意外情况已超出

正常交通参与者的防范能力范围，属于防不

胜防、难以避免的事故。比如想不到驾驶员

突发疾病导致车辆失控、想不到路面异物

扎破轮胎导致车辆失控、想不到道路突然

塌陷导致车辆被卡、想不到突降团雾导致

碰擦……

内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第一位原因，外

因对事物发展也有重要作用。比如有些事故

高发路段和交通量相比较交通事故仍是小

概率事件，基本相同的时空环境下，此车驾

驶员发生事故而彼车能安全通过，体现了

“人”的决定性作用。事故多发路段经过治

理后，事故数量下降，就体现了道路条件对

图 1  我国 2011 年 -2020 年交通事故直接原因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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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或阻碍的事故发生有重要作用。我们要

坚持把内因外因结合起来，反对忽视外因对

事物变化发展的影响，同时也反对否认内因

对事物变化发展的决定作用。属于“没想到”

情形的事故，要认识到交通责任方对事故发

生决定性作用；属于“想不到”情形的事故，

要看到外因对事故发生的重要影响。

三、基于内外因辩证关系原理的
事故防范对策

针对交通参与者“没想到”的情形，

主要解决方法是提高认知能力和思想重视

程度。

（一）加强宣传教育

普及交通出行哪些情况容易发生事故，

法条规定背后的原由，养成好的出行习惯，

发生事故的正确应对和急救方法，发布流

量、气象、危险路段、限速提示信息等等，

针对不同对象采取不同的宣传方式、宣讲

对应的内容，实现交通参与者“知危险，会

避险”。

（二）加强执法管理

好的秩序是管出来的，好的习惯也是管

出来的。执法管理的根本目的是加强思想教

育和交通行为矫正，在执法中加强宣传教

育，做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通过

处罚与教育，实现交通参与者“吃一堑，长

一智”。执法管理不仅是公安部门开展的道

路交通安全法，也包括其他政府职能部门依

据相关法律法规进行的管理。比如为降压外

卖小哥、网约车、大型货运车、长途客运的

事故，离不开需要相关职能部门从源头上加

强对网络平台、运输行业的规范监管。

针对交通参与者“想不到”的情形，则

需要加强巡查检查。比如，对于公交车司

机、网约车和长途车驾驶员等特殊群体，需

要加强体检，对作业前休息时间做出规定，

及时排查出身体意外状况；落实“一路多方”

工作机制，开展“警路企”联合巡线，及时

监测掌握道路团雾、结冰打滑、道路塌陷、

桥梁裂缝等突发情况和异常情况。对于巡查

检查中发现的异常，要有对应的工作机制和

处置规范，通过多途径的信息发布和出行提

图 2 交通事故发生原因及防范对策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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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减少“想不到”的情况发生。

四、对事故防范工作的建议

（一）动态隐患清零工作重点应该着眼

于“人”

由于在影响事故的因素中，人的因素占

比超过九成。因此，交管部门在可调配的人

力、物力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应合理分配使

用力量，将隐患清零工作重点着眼于人，关

键在于消除“人”认知不足——“没想到”

的隐患上。交通管理管住了人，才真正牵住

了事故预防的“牛鼻子”。

我们的工作对象，既包括驾驶员群体，

也包括非机动车骑行群体和行人。如上海近

三年“国庆”假期发生涉及 60 周岁以上老

年人死亡的事故占比 50%。其中老年人闯

红灯、不按规定过马路引发亡人事故较多，

此类隐患难以通过对“路”或“车”的排查

实现清零，必须针对安全意识较薄弱的老年

人群体，开展有实效的宣教、执法管理工作。

为了减少“人”的“想不到”，也可以通过

强化、调整交通设施改变道路环境实现。比

如，在临水道路的防护设施整治方面，水系

发达区域优先解决让交通参与者注意到危

险致祸因素上，其次才是提高防护设施强度

避免车辆碰撞后落水。无信号灯路口，应该

重点解决让交通参与者注意到交通冲突点，

而非不结合交通流量、“一刀切”地加装高

成本的信号灯。通过这些设施的警示、提醒，

实现减少和消除出行者因“想不到”而发生

事故的效果。

（二）亟需提高宣传教育在交管工作中

的比重

按照内外因原理及“两想论”，占比九

成的“没想到”事故，要通过宣传教育和执

法管理两条途径解决（执法管理中同步也要

开展宣传教育），可见宣传教育工作的份量

占据半壁江山。

公安部领导在 2024 年全国公安交通管

理工作会议上提出“交通安全，宣传系于一

半”这一论断是科学合理的。政府要从组织

上和机制上加强对宣教工作的保障，增加人

力、物力投入，丰富工作方法，科学考核方

法，将“知危险，会避险”作为宣传、教育

的工作重心和工作目标。如教育系统要持续

向学生群体普及交通安全知识；交通行业主

管部门要提升驾驶员教育培训质量，强化行

业安全生产公益宣传、案例警示教育、安全

应急知识普及；道路管理部门要牵头及时感

知、发布高快速路上的异常事件；公安交管

部门要提升交通出行者遵法意识等。公安部

交管局《道路交通安全宣传教育提升行动计

划（2021-2023）》要求各地进一步完善精准

宣教体系、不断优化宣传阵地效能、有效推

动宣传氛围营造、大力提升宣传教育专业能

力、强化宣传教育保障机制，有力推动了交

通安全宣传工作的发展。

据 2023 全国城市交通规划年会材料，

杭州市基于性别、年龄、交通违法、交通

事故等大数据对交通参与者进行精准画像，

利用移动互联网推送分门别类制作的宣教

内容，并将宣传对象的个人学习与其相关业

务办理、责任民警实绩考核相关联，实现

了重点货车驾驶员交通亡人事故同比下降

23.5%、货车违法超载率同比下降 100% 的

良好效果。

从交管部门内部机构设置情况来看，某

种程度上可以了解交通宣教工作在整个工

作中的分量。据初步统计，目前除港澳地

区外的 33 个省市级（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交警总队（交管局）中，13 家总队内设“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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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处”（或宣教处），7 家（占比 21.2%）为

宣传与法制共同组成“宣法处”，其余 13 家

（占比 39.4%）在处室名称上则未能直接体

现宣传业务。

一线城市交管部门的宣传教育工作情

况是：北京交管局由安全监督指导处、局办

公室下设的新闻办公室共同承担；上海总队

由设于政治处的的宣传中心承担；广州支队

由政治处、指挥中心共同承担；深圳支队由

设于指挥处下的宣传科承担。从工作体制和

机制看，对宣教工作的重视程度有必要进一

步加强。

（三）在执法管理和相关业务办理中增

加宣传教育的内容

交通安全宣传工作是一项基础性、长期

性和经常性的工作，是道路交通管理工作的

先导，并贯穿在整个管理工作中，是调节道

路交通管理机关与道路交通系统、群众、个

体关系的重要手段之一。

现场执法管理或处理交通违法过程中，

是实施精准宣传的有利时机。进一步强化一

线执勤民警的宣传教育意识和能力，在开展

执法的同时，结合具体场景适当进行宣传教

育，既要宣讲法律法条的规定，也要宣讲相

关违法行为的潜在危害。在民警中树立“交

通执法是为了教育和矫正交通行为”的理

念，积极构建“人人都是宣传员”的工作格

局，不放过每一次可能的宣传教育机会，将

一线民警由单一的执法者转变为执法者加

宣传员。

上海嘉定区华亭派出所在镇区最繁忙

路口的岗亭内，添置了电视机、空调、饮水

机和意见簿，电视机循环播放“头盔戴与不

戴”“电诈防范”等长约 3 分钟的视频，让

轻微违法群众在岗亭内进行接受教育，这种

以教代罚的方式让区内的电动自行车“戴盔

率”上升了约 5%。

为提高“管宣结合”的实效，有必要加

强对民警的宣教业务能力培训，对执法过程

中宣教工作做的好的民警加以表彰，使得

“执法过程中开展宣传”成为一种行动自觉。

另外，群众在线上或窗口处理交通违法时，

可以根据其违法行为情况，参照“学法减分”

等方式，创新宣传方式方法，倡导群众自主

学习完成相关宣传教育内容，将每次与群众

接触的时机都作为开展交通宣传教育工作

的良机。

五、结语

本文基于事故发生的主要因素在“人”

这一情况出发，将事故发生的原因归结为

“人”的“没想到”和“想不到”两类情形，

并据此提出开展宣传教育、执法管理和检查

巡查以降压事故的工作对策，从而提出相关

工作建议。

防范与降压事故，路阻且长；紧抓工作

主线，减少“没想到”的人和“想不到”的事，

久久为功，行则将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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