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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泰来
实习生 丁玉霞 揭丁诺

老年代步车
成了事故“火药桶”

昏黑的路面，淅沥的小雨，
在济南市历城区工业北路十里
堡附近的一个路口，一辆红色
带壳三轮电动车试图从北向南
横过马路。一辆由西向东行驶
的白色轿车驾驶人似乎并没有
发现，甚至连刹车都没有来得
及踩就撞上了三轮车。

这是今年的10月27日晚上
8点30分发生的一起交通事故。
事故中，因为强烈的撞击，红色
三轮车几近解体，前轮脱落，各
种零件碎片散落一地。

驾驶三轮车男子姓马，现
年49岁，乘车的姓朱，45岁，两
人都是铁路巡线工人，事发前
刚一起吃了晚饭，驾驶着三轮
车打算回家。没想到离开工作
道班不到100米就出了意外。事
发后，马某当场身亡，朱某经抢
救后侥幸生还。

历城交警调查，事故中的
红色三轮车虽然被俗称“老年
代步车”，但实际已超出非机动
车范畴，上路前并未取得也无
法依法取得牌照，属于无牌上
路。事故中死亡的朱某，并未取
得驾驶证，在事发时也涉嫌醉
酒驾驶，血液酒精含量高达
266ml/100mg。

济南市天桥交警大队相关
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介
绍，在交管范畴中并无“老年代
步车”这一车型，老年代步车不
过是厂家为了宣传而自定的一
个称谓。随着市场的逐步扩大，
瞅准商机的商家也乐意给自己
的产品贴上老年代步车的标签。

事实上，因安全隐患众多，
在一些老年代步车保有量较高
的区县，老年代步车几乎成了

事故的“火药桶”。济南市天桥
区因为物流企业多，业态复杂，
在各区中保有较多的电动三轮
车、老年代步车。2015年，天桥
区四成左右的交通事故都涉及
到包括老年代步车在内的三、
四轮电动车。

车不稳人任性
事故怎能不多发

11月21日早上8点，泺源大
街历山路交叉口西南角，一辆
二轮电动车停在斑马线上等待
由西向东过马路。

这时，一辆红色的老年代
步车在电动车后停了下来。车
还没停稳，驾车的老人就开始
摁喇叭，催促前方的电动车主
赶快走，“小伙子，别挡道赶紧
走啊！”老人不停地催促着。

“红灯，你没看见是红灯
嘛！”骑电动车的是个小伙，被老
人催得心烦，不耐烦地指了指信
号灯，可是老人却不在乎，提出
让小伙子往一边挪，“你不走我
走。”小伙无奈地往一旁挪了挪
车，老年代步车随即从旁驶过，
闯红灯到了马路对面，在小伙不
屑的眼光中向东驶去。

类似的场景在济南乃至全
省的各个城市都不少见，多名
长期从事一线交通事故处理的
交警介绍，老年代步车事故频
发的最主要原因就在于驾驶人
多为未经过培训的老年人，安
全意识和交通规则意识的缺
位，其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各种
交通违法的高发。

“你站在市区的任何一个
路口，随意观察一会儿，保准会
看到各种各样的代步车的违法
行为。”民警说。

记者也曾就此进行了实地
的观察。11月27日下午两点至
两点半，记者在历山路与解放
路交叉口西南角观察，半小时
的时间有52辆老年代步车从路
口经过，只有12辆合法驶过。其
中三分之二的车辆在机动车道
通行，有26辆闯红灯，37辆在直
行车道转弯，19辆违规轧实线
变道。

市场鱼龙混杂
产量一季度同比增5成

在济南，大大小小的老年
代步车销售店遍布各个角落，
在二环北路、天桥、济齐路等商

铺集中地段，甚至产生了集群
效应，几百米的路段上分布着
十数家老年代步车销售店。

“我们这有三个轮的，也有
四个轮的，三个轮的开着比较
方便，而且绝对安全，速度最快
每小时40公里，很多老人都买
这种车，我们一个月能卖几十
辆。不用挂牌不用学本直接上
路，买的人这么多，交警不会查
的。”11月27日，记者来到天桥
的电动车销售市场。

这些老年代步车设计时速
在40公里至60公里，价格从七
八千元到4万多元不等。市场销
售很是火爆，前来询问的顾客
络绎不绝。

记者注意到，有的代步车
品牌厂家有生产电动车的资
质，但让人忧心的是，除了这些
品牌，尚有无数不知名的小作
坊也在生产，他们或者胡乱打
上一个名称，或者模仿知名品
牌设计图标。

据山东汽车行业协会统
计，今年1至3月份，山东省生产
新能源及小型电动车12 . 63万
辆，其中以老年代步车为主的
小型纯电动车就有12 . 1 8万
辆 ，相 比 去 年 同 期 增 长 了
52 . 37%。

为何不让合法上路
却还能生产销售

老年代步车野蛮生长，但
监管却处于尴尬的境地，长期
以来甚至连正式的官方称谓都
没有。

“生产企业含糊说它是电
动车，上路不用挂牌考证，把它
归入非机动车范畴；交警在处
理事故、道路执法时则认为其
超出了非机动车的鉴定标准，
应该属于机动车。”交警人士介
绍，正是这种不用考证挂牌的
宣传迎合了人们贪图方便的需
求，老年代步车迅速泛滥，不光
是市区的大街小巷频繁出现其
身影，近两年也开始向三四线
城市、县城甚至是乡村蔓延。

由于老年代步车违法频
发，由此引发的事故屡屡见诸
报端，整治老年代步车的呼声
越来越高，但具体实施起来却
有相当的难度。

以常见的执法方交警和交
通运输部门为例，交警对老年
代步车的查处依据，只能是处
罚不挂牌和无证驾驶，交通部
门也只能查处其非法载客营
运，对于没有载客的车辆则无
计可施。

更致命的是，执法部门对
老年代步车的查处只是管理的
末端，在管理上游未做好工作
让大量车辆流入市场，交警和

交通部门在直面车主执法时也
难以回应“不能合法上路行驶，
为何又让生产、出售？国家让卖
为何不让开”的质疑。

并且老年代步车车主多为
弱势群体，一线执法时也屡屡遭
受暴力抗法、撒泼耍赖等困难，
执法难导致难以形成长效查处
机制，对老年代步车的规范查处
多处于运动式执法的状态。

业内人士指出，由于种种
原因，老年代步车事实上处于
一种近似于“执法盲区”的状
态，“九龙治水”却谁也管不了，
在时断时续的查处中，老年代
步车获得了野蛮生长。

十多城市出手规范
参数标准正在制定

针对老年代步车这个痼
疾，各地也在尝试着各种管理
办法。近日，淄博市出台政策，
规定自明年7月1日起在划定区
域内老年代步车禁行。年初，北
京和深圳也出台类似政策。

去年7月，河南商丘市也出
台政策对在划定区域内行驶的
老年代步车进行规范化管理，
对生产企业实行备案管理；老
年代步车只有安装统一编号的
标识牌，领取登记证后，才能在
市区划定区域内行驶；驾驶人
必须持有准驾车型为C2以上
机动车驾驶证。据了解，目前已
有十多个城市出台类似措施规
范老年代步车。

业界对老年代步车问题的
讨论也从未停止，越来越多的
声音倾向于反对将其一棍子打
死，其市场大也证明满足了大
众的需求。同时，老年代步车在
全国范围内没有相应生产标
准，企业各自为政，难以保证老
年代步车的质量。业内认为，国
家应制定统一标准，引导老年
代步车企业向规范化生产的方
向发展。

记者注意到，国家层面也
在研究这一问题的解决，今年4
月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公
布了《四轮低速电动乘用车技
术条件》征求意见稿。首次将四
轮老年代步车归为“四轮低速
电动乘用车”，并规定了相应的
技术条件和参数标准。

10月13日，国务院也对《关
于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
2136号建议的答复》发布批复
意见，对低速电动车产业作出

“升级一批，规范一批，淘汰一
批”的意见。

业内人士分析，上述批复
意见释放了一个信号，明确了
政府对老年代步车行业的重
视，未来很可能会有国家层面
的统一规定出台。

执法盲区下野蛮生长

一一个个路路口口半半小小时时
4400辆辆代代步步车车违违法法

街面上闯红灯、逆行违法不断频频引人侧目；商店里你来
我往，一个月就能卖出几十辆；生产厂家更是铆足了劲扩大生
产，搭乘代步车便利参与进来分一杯羹。

近年来，关于老年代步车的话题从未在人们的视野里淡
出，在供需两旺的背后，是上路后的各种安全隐患。失控的老
年代步车究竟要走向哪里？

近日，在省城主干道泺源大街上，一辆老年代步车在机动车道上缓慢行驶。本报记者 左庆 摄

10月27日，省城发生一起老年代步车与轿车相撞事故，代步车几

近解体。 历城交警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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