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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放学回家路上，小伙

伴们有时会忍不住打打

闹闹，甚至追逐起来，一个不小

心，甚至还跑到了马路上，差点

闯了红灯。小朋友，你们是不是

也有类似这样的经历呢？

这真的很危险！类似闯红

灯这样的不文明、不安全的行

为，对自己和他人都存在隐患。

今天，通过两个小朋友闯红灯的

案例，我们请法律专家为大家上

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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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前 有 两 起 被 媒

体公开报道的案例，都

是小朋友在过人行横

道时，因为闯红灯问题

被判需要担责。

第 一 个 案 例 发 生

在四川绵阳。2024 年 7

月 25 日，两个男孩跟着

家长外出，在人行横道

绿灯时，两个孩子走到

了路对面。因为家长

还在后面，其中一个孩

子在人行横道变成红

灯时，突然跑步折返，

结果与一辆正常行驶

的小汽车相撞，造成轻

伤。交警调查认定，男

孩闯红灯、在车辆临近

时突然猛跑过马路，负

事故全部责任。

另 一 起 案 例 发 生

在 2020 年 5 月 15 日的

河南济源。一处红绿

灯路口，四年级学生小

明（化名）为了赶一趟

公交车，闯红灯奔跑过

马路时不幸被一辆正

常通过路口的越野车

撞倒。幸运的是，他全

身仅有几处表皮轻微

擦伤。经调查，小明闯

红灯过路口是导致本

次事故的直接原因，承

担事故全部责任（监护

人承担），越野车无过

错，不承担事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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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海燕提醒小朋友们，在步行

交通中，要多多注意安全。在道

路上行走，要走人行道；没有人行

道的道路，要靠路边行走，与机动

车、非机动车保持安全距离。不

要在道路上使用滑板、旱冰鞋等

滑行工具。

在行走过程中，要集中注意力

观察路面情况，不要相互追逐、打

闹、嬉戏；不要东张西望、边走边

看书报或者低头玩手机，避免坠

入下水管道竖井。

另外，要学会避让机动车辆，

不与机动车辆争道抢行。停车场

内部通道、出入口、地面空地以及

车辆转弯的区域都是事故易发

区，远离车辆盲区，牢记不在车前

跑，不在车后留，不在车边站。

尤其需要注意，过马路前，要

“一停、二看、三通过”，严格按照

交通指示信号灯通行，做到“绿

灯行，红灯停”。过马路时，必须

走斑马线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

施，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快步

通过；穿越马路时，要走直线，不

可迂回穿行；不要有猛跑、横冲

直撞突然加速或中途折返、翻越

道路隔离护栏等危险行为。在

没 有 人 行 横 道 的 路 段 ，应 先 看

左边，再看右边，在确认没有机

动 车 通 过 时 才 可 以 穿 越 马 路 。

在 没 有 红 绿 灯 的 路 口 ，要 注 意

观察来往车辆，注意避让，不与车

辆抢行。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戴竺芯

案例综合杭州交通 918、河南

交警官微、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官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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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提到的两起

案例中，交警都认定涉

事小朋友和监护人负

全责。从法律角度看，

这其中有什么依据呢？

成都大学法学院

讲师、四川省反家暴知

识普及基地研究员贺

海 燕 解 释 ，根 据 我 国

《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

条例（2017 年修订）》

第三十九条规定，人行

横道信号灯红灯亮时，

禁止行人进入人行横

道，但是已经进入人行

横道的，可以继续通过

或者在道路中心线处

停留等候。

我国《道路交通安

全法（2021年修订）》第

七十六条规定，机动车

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

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

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

非 机 动 车 驾 驶 人 、行

人故意碰撞机动车造

成 的 ，机 动 车 一 方 不

承担赔偿责任。《道路

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

定（2017 年修订）》第

六十条规定，因一方当

事人的过错导致道路

交通事故的，其应承担

全部责任。

因此，小朋友闯红

灯 有 过 错 在 先 ，且 正

常行驶的车辆不存在

过 错 ，又 因 未 成 年 人

系 无 民 事 行 为 能 力

人 ，故 应 由 其 监 护 人

承担该交通事故的法

律责任。

2022年“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前，成都交警
开展交通安全进校园主题活动，与师生们共同打造
平安上学路。 本报资料图片

制图 郭可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