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据交锋

谁更有理谁更科学？

黄灯亮起时到底能不能刹住车？
有网友说，根本刹不住，这违反牛顿

第一运动定律。
济南一位交警说，自己在执行处罚时

会视具体情况而定，如果是驾驶者无意识
行为就不处罚，但这很难分辨。

城市交通规划专家、清华大学教授文
国玮的结论是，正常行驶情况下，10米内
刹不住车。他用“停车视距”(车辆从发现
障碍物，采取制动到完全停止的距离)的
公式来说明：时速40公里时，停车视距是
45米，减一个车身长度，停止线前停止需
要40多米。时速30公里需要25米，20公里
15米。

DCCI互联网数据中心则用一场试验
来表明立场。这家独立第三方专业数据采
集与研究平台安排7组司机按时速80到
20公里限速行驶，发现黄灯踩刹车到制动
力完全发挥，平均反应时间近1秒，最后得
出的结论是：乌龟不会闯黄灯，但驾驶员
照章行驶100%免不了闯灯。

既然很难做到不闯黄灯，那么驾驶员
就应提前做好刹车准备，但提前减速又会
降低路口车辆通过率，加重拥堵。

美国国家地理频道曾做过一个试验：
一辆伪装的事故车停在一个主干道的紧
急停车线内，并不影响通行，但路过司机
都会不自觉地减速看一眼，而就这“一
眼”，让洛杉矶上班的人到达办公室时间
增加了10分钟。

公安部交管局也用数据来说明处罚
闯黄灯的积极作用：新交规实施首日，北
京、天津、南京、杭州、济南接报的交通事
故数量分别比前一天下降了9 . 3%、23%、
26 . 7%、18 . 4%、29 . 8%，并且没有恶性交
通事故发生。

但前后两天的对比数据，缺乏统计学
上的价值，难以让人分析出确定规律，而
交管部门没有就以往闯黄灯引发的交通
事故提供更详细数据，以确证处罚闯黄灯
的必要性和正当性。

争议在所难免，即便这项新规的本意
是改变国人为抢过路口“黄灯加速”陋习。

“如果能根据城市实时流量来科学规
划路口信号灯的亮灭时间，将更为有效，
这需要对一个城市的交通信息进行处理
分析，这不正是云计算和大数据的用武之
地吗？”一位 IT从业者表示，新交规实施
后，行人过马路确实安全了许多，但新政
多少有点一刀切的感觉。

在技术层面上，已经有城市为了应对
日益加重的交通负担，着手开始“智慧交
通”、“数字化城市”建设，这将是未来交通
的一个发展方向。

违法数据

除了“开罚单”还能干什么？

赵景春是济南市交警支队信号研究
室的负责人。平日他和同事经常要去十字
路口人工采集车流量数据，然后决定到底
是将这个路口的绿灯时间延长到60秒还
是缩短至半分钟。

去年3月，为缓解济南市主干道经十
路拥堵，赵景春和同事用了三个月时间采
集和分析经十路沿线路口的车流量数据，
建立模型，进行大量计算，才确定出调整
方案，尽可能保证在前方有行驶空间时，
车辆不会因信号灯被迫停下。

但经十路变得通畅后，会吸引更多车
辆涌入，赵景春面临的，将是重新收集车
流量数据，再做调整。

赵景春说，济南市现在有一千多处抓
拍交通违法的“电子眼”，但对路口车流量
的统计大部分还要靠人工监测，在硬件上
还达不到对数据进行精细管理的条件。

目前中国国内城市道路监控设备记
录下的大量违法行为、交通事故，只是一堆
杂乱的信息，更多是作为“开罚单”的依据。
大数据的领军人物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
认为，大数据的价值，在于人们从这些海量
的数据中找寻规律，对相关关系的发现和使
用，让数据来指导决策做出预测。

关于数据挖掘的最著名案例，是沃尔
玛将尿布和啤酒捆绑销售。在一次例行数
据分析中，沃尔玛发现，跟尿布一起搭配
购买最多的是啤酒；进一步分析发现，一
些奶爸买尿布时通常会捎带买啤酒。沃尔
玛随后将尿布和啤酒捆绑销售，导致尿布
和啤酒销量双双增加。

而“沉睡”在交管部门数据库里的信
息，如果没有进一步挖掘，比如分析驾驶员
的行为习惯，进而制定政策规避风险，这些
数据也就自然荒废了，没有任何价值。

积累数据

最有效的措施都从此来

信息数据管理专家涂子沛在《大数
据》一书里，介绍了美国交通安全管理局
几十年来建立数据库以改善交通管理的
努力。

美国是全世界第一个全面普及汽车
的大国。随着汽车普及，道路交通事故成
为美国一个突出的公共问题。1966年，美
国道路交通事故死亡人数突破5万。

民间一时舆论沸腾，美国国会为此通
过了《高速公路安全法》，要求联邦政府

“立即建立一套有效的交通事故记录系
统，以分析确定交通事故伤亡原因”。

这个法案的直接结果，是交通安全管
理局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收集交通事故的
死亡记录，建立“交通事故死亡分析报告
系统”。经过几十年发展，这个系统已经演
变成为一个在线分析系统，任何人都可以
上网查询。

以2009年为例，在美国交通安全管理

局的网页上，可以轻松找到以下数据：
2009年全美致命交通事故按时间段、天
气、路况的数据对比；按死亡人员的年龄
结构、死亡人员类别对比。从这些数据中
可以判断出，每天晚6点到晚9点是事故
高发期，黑色星期六则是单天死亡数之
冠。从一周内的时间段看，星期天午夜零
点至3点，才是真正的致命时间。

进一步数据分析发现，星期天午夜零
点至3点成为“致命时间”，66%是因为酒
驾造成的。而在所有的时间段中，午夜酒
后驾驶的比例最高。

一起交通事故的数据可能是无序的，
一年，或者一个地区的数据也看不出什么
规律，但随着跨年度、跨地区的数据积累，
群体的行为特点就会浮出水面。

美国交通安全管理局发现，某个州的
车辆右侧碰撞的比例每年都比其他州高，
仔细调查后发现该州公路的路缘坡比其
他州都要长，分散了司机注意力。又比如，
1980年，个别州规定司机要系安全带，但
数据表明，实施相同规定的州死亡率下降
幅度差别明显，调查发现，下降多的州警
察可随时截停车辆检查司机是否系安全
带，降幅小的州仅规定警察只能以其他理
由截停车辆时顺便检查是否系安全带。

这个发现，后来引发了多个州执法方
式的改变。这也说明，相同的政策，由于执
行方式不同，效果可能大大不同。

美国交通安全管理局每年都对收集
的数据进行分析，根据分析结果来调整、
制定新的政策，新政策实施后再收集新的
数据进行评估，周而复始，从而确定最有
效的措施、最好的做法，再在全国推广。

开放数据

让更多的眼睛发现更多的问题

美国交通安全管理局在介绍这套“循
数”管理的经验时，还特别强调了通过网
络发布数据的重要意义。

在网上发布相关数据，将会吸引一大
批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人士参与到政策
制定的过程中来。足够多的眼睛，将会使
更多的问题被发现，更多的细节被讨论，
更好的方案被激发。

“通过开放数据，大数据还可以成为
启动透明政府的利器。这对当下的中国，
现实意义毋庸讳言。”《大数据》的作者涂
子沛在书中这样写道。

而通过发布这些数据，一项政策的具
体执行效果能够被量化，各个州之间很方
便进行“事实对比”，新政策如果有效，很
容易在全国范围内被接受、复制并推广，
形成一种良性的“政策竞争”氛围。

1972年，美国交通事故死亡人数为
54589人，达到历史最高点。此后40年，呈不
断下降趋势。涂子沛认为，美国的交通事故
死亡人数能够大幅下降，更重要的原因在
于政策的引导和管理，用数据来决策，管理
和创新，这显然比拍脑袋靠直觉来得更为
有效，也会更有针对性。

近年来，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开放公
共数据的浪潮，推动了透明政府建设。目
前，中国在医疗、社保、收入分配、食品安
全、交通等民生领域都存在信息不透明，
大数据时代，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把这些
信息公开出来，让民众了解真相。

涂子沛相信，大数据的发展将有助于
培养中国的数据文化，改变中国数据公信
力弱、质量低的现实，在社会上形成“用数
据来说话、用数据来管理、用数据来决策、
用数据来创新”的文化氛围，特别是在公
共领域里，要推行数据治国。

长治苯胺

泄漏事故

伦理分析

大数据破解
“黄灯困境”

本报记者 龚海

2012年12月底山西长治
再度发生苯胺泄漏事故。令人
难以置信的是，这起事故竟然
发生在拥有耗资8 . 5亿元、号
称“全国第一”先进监控系统
技术的地区，事故发生之初竟
被瞒报。

事故公之于众之后，山西
省采取了应急处理措施，事发
当地也宣布了对4名事故直
接责任人撤职处理的决定。

长治市市长面对媒体向
公众致歉。事发企业天脊集团
负责人也解释说，主要是因为
泄漏发生初期对事故危害程
度认识不够、估计不足，各种
因素考虑不周到，感觉以企业
力量可以控制污染危害，从而
导致迟报。

然而，从伦理角度分析，
事情却并不如此简单。

所有事实似乎都在指向
这样一个观点：这起看上去只
是一根输送苯胺软管爆裂引
起的事故与其说是天灾，却不
如说是人祸。

而这起人祸与其说是由
于认知能力和认识水平不够，
不如说是由于当事责任人和
企业，包括一些相关领导对于
生命尊严的漠视、相关法律和

道德责任感以
及公共健康意
识和环境风险
意识的严重欠
缺。

当今社会
中，这些责任
感和意识本应
当是企业领导
者和政府官员
最为基本的伦
理素质。人们
都应当认识到
一个简单的道

理：公众的生命和健康岂能当
儿戏？所有环境风险所造成的
公共健康伤害都不是任何补
偿能够还清的。面对这起环境
危机对于公共健康的威胁和
风险，道歉、撤职甚至法办都
是微不足道的，与所造成的危
害和风险都是严重不相称的。

要让每一个企业领导和
地方官员认识到，瞒报事故就
是对人民、对党、对国家最大
的犯罪。首先，国家要在制度
设计和建设方面采取严厉的
措施，在市场经济飞速发展的
今天，如果没有相应的约束和
惩罚机制，便很难避免一些
人，甚至地方政府以牺牲环境
和公共健康为代价的逐利行
为。

其次，企业和当地政府要
大力提高环境与公共健康责
任意识，针对具体问题制定严
格的法规、行规和职业伦理规
范，以便防患于未然。

再次，公众和媒体的监督
也是十分必要的。公众要行动
起来维护自身的利益，及时发
现和报告各种潜在的环境和
健康风险。这不仅是社会和政
府的责任，更是每个公民的责
任。

(作者为清华大学哲学系
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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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巨大争议中，“闯黄灯罚6

分”规定，在执行6天后暂缓执行。

短短六天，这项新规暴露出

来的“模糊地带”，让这项政策在

具体执行中左右摇摆，备受诟病。

正在全球风行的“大数据”革

命，或许会给这个尴尬的“史上最

严交规”提供一种全新的解决问

题的方案与思路——— 让数据和信

息成为制定战略和决策的基础，

促成精细管理，提高决策质量。

这也为交通事故死亡人数连

续十年居世界第一的现实中国，

提供了新的管理哲学——— 从各种

交通事故积累的庞大数据中发现

规律，确定最有效的措施、最好的

做法在全国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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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闯黄扣分”新规，是在挑战中国人骨子里的“黄灯加速”陋习，那

么，学会向公众开放数据，学会用数据决策，或可让决策部门摆脱“黄灯困

境”，更是启动透明政府的技术利器。

数据

收集

建立收集网络

保证数据质量

数据

分析

确定存在问题

研究新的政策

评估政策绩效

数据

发布

接受社会监督
鼓励民间介入
推动政策复制
调动政策竞争

听风者

用思想瞭望

▲美国交通安全管理局的“循数”管理三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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