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推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更好发展
上海已启动相关管理办法修订研究

聚焦安检“执行难”
———上海市轨道交通安检的困境与出路

【内容摘要】 乘坐地铁是上海市民出行最主要的公共交通方式， 但是地铁安检

一直饱受诟病。 地铁安检执行难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上海地铁安检的问题

主要体现在执行标准不明确、 客流疏导不到位、 正面宣传不积极等诸多方面。 在不

改变现有设备的基础上， 通过提升安检透明度、 加强安检认同感以及探索一些新模

式， 有助于执行难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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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浩波 严之仁

上海地铁从最初到现在已历经 26年，路网规模

世界第一， 曾创下单日运送 1329 万人次的峰值记

录。轨道交通的“上海速度”举世瞩目。轨道交通已成

为市民出行最主要的公共交通方式。 基于公共安全

的考虑，地铁安检本无可厚非，但对地铁安检的批评

之声时常见诸报端。 应当如何探索构建适合上海城

市特点的安检模式，成为了一项重要的课题。

一、上海市轨道交通安检现状

（一） 漏检时有发生

虽然在理论上应当实行“逢包必检” 的原则，

但是面对巨大的客流量， 在实际操作中各个站点都

有一定的变通。 在采集并分析了 1931 人次的乘客

进站安检数据后， 通过计量分析， 团队成员发现。

携带单肩包或者手提包进站的乘客有很大概率在未

接受安检的情况下进站， 并且在早高峰和晚高峰期

间漏检的概率较平时会显著上升。 相比之下， 对于

双肩包的查验力度较大， 基本遵从了“逢包必检”

原则。 数据统计显示， 高峰时段的平均安检率为

48.48%； 非高峰时段的平均安检率为 68.72%。

（二） 设施及人员问题

当前各个站点的安检仪新老并存， 实际使用中

不作区分。 老式安检仪不能自动识别危险液体， 对

重叠的物品有较高的误检率。 乘客们对于前期刚刚

投入使用的被动式太赫兹安检仪缺乏科学的认识，

普遍抱有谨慎的态度。

安检人员工作时间长， 工作压力大， 容易在安

检环节与乘客发生不必要的冲突。 此外， 安检人员

缺乏必要的执法手段， 面对突发情况往往需要依托

站点民警进行处理。

（三） 乘客配合安检意愿较高

受访者在对乘客配合安检的意愿程度进行打分

时， 平均分为 4.22 分 （满分为 5 分）， 表明绝大多

数乘客本身是愿意配合安检的， 也认识到了安检对

于轨道交通安全的重要性。 调研数据也反映出， 安

检人员工作的认真程度对乘客配合安检的意愿有较

为明显的影响。

二、轨道交通安检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 法律法规不统一

全国尚没有法律和行政法规就轨道交通安检问

题作出统一规定。 纵观各地立法， 主要有三种模

式： （1） 15 个城市规定明确规定运营单位有权拒

绝违反配合安检义务的乘客进站、 乘车； （2） 5

个城市规定明确规定安检人员有权拒绝违反配合安

检义务的乘客进站、 乘车； （3） 10 个城市对乘客

违反配合安检义务的后果未作规定。 虽然在实际操

作上， 一旦发现乘客拒不配合安检的情况都是由安

检员进行拦截、 劝阻， 最后依靠站点警察予以解

决。 但是因为制度上没有规定， 即使最后得到了处

理也不能做到心服口服。 况且由于授权的合法性问

题， 如果没有法理为安检员执

行安检， 拒绝乘客进站撑腰，

安检员自身在执行时也会战战

兢兢。

（二） 安检执行标准不明确

乘客对于安检的具体操作

性规则并不清楚。 这里面包括

“小包” 的标准是什么、 查处

违禁品后的处理方式、 高峰时段的便民通行措施在非

高峰时段是否适用等等细节问题。 调查发现， 不同站

点的执行尺度也存在一定的差异。 标准不统一会引起

一系列的后续问题， 容易导致乘客对安检执行的心理

预期不稳定， 降低了乘客对于安检的信任程度。

（三） 人流疏导不到位

在调研中发现， 有的站内安检口人流分布并不均

匀， 存在一个安检口人满为患而另一个安检口门可罗

雀的情形。 以调研当天的虹桥火车站为例， 南 1 安检

口排队待检人数大致在 70 人左右， 而南 2 安检口排

队待检人数通常维持在 10 人以下， 甚至会出现无人

待检的空档期。 在实测南侧两个进站口的进站安检用

时后发现， 南 1 进站口耗时 14 分 10 秒， 而南 2 进站

口仅需用时 1 分 30 秒， 差异显著。 类似的情况在 2

号线中山公园站也同样存在。

（四） 安检工作缺少宣传

无论是安检员自身还是乘客， 对安检工作的认同

度均不高，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对安检工作的宣

传不到位。 最近的一起典型案例就是发生在地铁 9 号

线肇嘉浜路站的乘客与安检员冲突事件， 网上仍然可

以搜索到该安检员踢飞了鞋子的视频。 然而检索这起

事件的后续报道， 发现有关方面并没有做任何公关，

即引导舆论对地铁安检的积极评价。 对于该安检员的

处理也只看到 “已停职”， 而未借此机会做一些希望

乘客主动接受安检的正面宣传。

三、优化安检的对策和建议

（一） 明法析理， 提升安检透明度

加强法律法规的体系化构建， 理顺安检人员的执

法地位和执法权限， 尤其是公开具体的操作性规定。

轨道交通安检管理部门应当在安检口显著位置， 展示

其安检的具体标准及整个案件的规范操作流程， 便于

乘客依照标准对照自身情况， 明确其在整个安检过程

中需要配合的具体事项， 以增强互信。

（二） 加强宣传， 提升安检认同度

轨道交通安检管理部门需要通过各类媒体， 传递

安检相关常识， 及时宣传近期的安检工作成果， 使得

广大群众能够从这些信息中认识到安检的重要性， 理

解并支持轨道交通部门推进安检工作。 针对乘客提出

的有关安检问题的投诉， 应当及时处理， 并且积极进

行回复， 特别是在新媒体领域， 搭建起与乘客坦诚交

流、 互相理解的沟通平台。 设置专人对于出现的突发

舆情进行跟进调查， 并作出妥善回复。

（三） 改善环境， 探索安检新模式
一些重点站点在高峰时段容易出现长时间排队进

站的情况， 有必要均衡同一站点不同安检口的安检压

力， 即设置更优的引流策略。 另外要充分发挥不同类

型安检机的功能， 做到效能最大化。

探索在实名制乘车的背景下， 给予常驻旅客或者

信用级别较高的乘客具有认证功能的通行证。 符合授

予标准，并持通行证进站的乘客，能够享受“免检进站”

的便利待遇。这样的分流措施，有利于将有限的安检资

源投入到重点风险旅客上， 同时也能提高安检口的通

行效率，节约日常通勤的乘客不必要的等待时间。

□记者 陈颖婷

本报讯 昨天， 市十五届人

大常委会第 14 次会议书面审议

了 《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

委员会关于市十五届人大二次会

议代表议案审议结果报告办理情

况的报告》。 王秋月等 11 位代表

提出的 《关于加快无障碍环境建

设立法 》 的议案 ， 得到市交通

委、 市住建委等相关部门的研究

办理。

无障碍环境建设是保障残障

人士、 老年群体等平等参与社会

活动的基础条件， 也是社会文明

进步的重要标志。

王秋月等代表提出， “无障

碍” 早已超越残障群体的需求，

而是与每一个人的生活息息相

关， 因为每一个人都可能因为年

龄、 文化、 身心障碍等情况， 在

某个时间面临 “障碍”。 对 “无

障碍” 需求较高的群体往往也是

容易陷入困境和弱势的群体， 比

如儿童、 老人、 孕期妇女、 残障

群体等。

据统计 ， 上海现有残疾人

94 万， 持证残疾人 51 万。 老年

人口也在快速增长 ， 60 岁及以

上常住人口 539.12 万人， 65 岁

及以上常住人口达到 345.78 万

人 ， 分别比上年增加 37.6 万人

和 26.99 万人。 65 岁及以上老年

人口增量自 2010 年第六次人口

普查以来首次高于新出生人口。

伴随着老龄化时代的到来和社会

生活方式的新变化， 未来， 人们

对于 “无障碍” 的需求将会越来

越多。

然而目前上海的无障碍环境

建设仍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

方。

仅以盲道为例， 市路政局的

调研结果显示， 上海的道路无障

碍设施总量不缺， 但对标精细化

要求， 仍有待改善之处， 公共服务

区域无障碍设施建设不够； 盲道连

续性较差， 破损也比较严重； 目前

很多公共服务区域缺少无障碍设置

类便民设施 ， 特别是道路与周边

公共建筑物交界处的坡道口 ， 缺

少必要的缘石坡道或者提示性盲

道 。 盲道连续性较差 ， 被截断是

常见现象 ， 一般会被人行道上的

固定物 （如市政立杆 、 消防栓 、

亭棚设施等） 所截断， 亦或是临街

商铺的随意堆物、 非机动车的随意

停放， 让原本的盲道呈现出了 “非

连续性”。

此外， 上海中心城区支小人行

道普遍较窄也是盲道连续性差的原

因之一。 为此市人大代表建议加快

本市无障碍环境建设立法， 强调社

会公平和城市可持续发展。

据了解 ， 本市十分重视无障

碍环境建设 ， 在管理工作中 ， 把

公共空间无障碍设施 、 标牌管理

纳入日常网格化管理范畴 ， 对巡

查中发现的设施破损等情况及时

进行处理 ； 依托 “美丽街区 ” 建

设工程和 “智慧城管 ” 等指挥平

台 ， 重点开展全市道路环境综合

治理 ， 加强对损坏 、 占用盲道等

行为的发现率和处置率 ； 不断提

升交通基础设施无障碍配置水平，

加大无障碍公交车辆的更新改造及

投放力度， 适度、 有序推进无障碍

出租车辆更新。

在制度设计层面上， 由市住房

城乡建设管理委会同市残联等部门

针对实际情况， 启动了对 《上海市

无障碍设施建设和使用管理办法》

的修订研究。

据悉， 本市将进一步加大无障

碍设施的建设力度 ， 提升城市精

细化管理水平 。 同时 ， 认真研究

代表议案中的意见建议 ， 配合市

人大方面扎实推进相关立法研究

工作， 推动本市无障碍环境建设更

好发展。

□记者 陈颖婷

本报讯 2019WeLegal 亚洲

法务峰会暨第二届公司法律人影

响力飞跃大会日前在上海召开。

来自亚洲 （中国 、 缅甸 、 印度

等） 及加拿大、 南美、 澳大利亚

的近 700 名公司法务合规人、 优

秀律师代表 、 法律科技专家齐

聚， 共同探讨全球视野下的公司

法律人如何突破职能圈， 参与企

业战略和决策， 护卫商机， 化险

为夷， 同时提升自己的商业贡献

力和职业影响力 。 本次大会由

CCA 公 司 法 务 联 盟 主 办 ，

AceLaw 法培学院、 LawInn 罗英

人才等协办， 并得到了上海市律

师协会的支持。

在 CCA 公司法务联盟的四

位创办人马强、 王刚、 胡佳彦、

王静的开场仪式后， 上海市律师

协会季诺会长致辞， 并预祝大会

成功举办。 随即， 上午主会场正

式进入 “公司法律人演讲 ” 环

节， 中国远大集团法务总裁史迎

春、 阿迪达斯大中华区副总裁兼

法总和合规官益晨旭、 博世亚太

区总法律顾问杜戈立 、 金拱门

（中国） 副总裁兼法总和公司董事

会秘书郑可菊 、 雅居乐集团法务

部总经理尚东宁 、 史密斯集团亚

太区副总裁兼法务及合规总赵震

宇等六位优秀法商人 ， 各自用时

20 分钟， 讲述自己的职业故事和

成长经历 ， 分享亚太区法务团队

的管理经验， 和在座的近 700 名听

众共同探讨法务的商业贡献力和职

业影响力。

最后， 由上海市律师协会特邀

会员工作委员会主编， CCA 公司

法务联盟参与编辑的 《公司法务实

务操作指引》 一书也在亚洲法务峰

会现场揭幕。

下午的四个分会场分别围绕

“TMT， 新经济和科技”， “投融

资并购、 争议解决”， “金融、 合

规、 反垄断” 和 “跨境交易、 合规

及争议 （英文 ）” 四个主题展开 ，

来自法律科技公司、 律所的优秀法

商人分别以圆桌论坛和主题演讲的

方式向听众奉献了一场专业而充实

的前沿知识盛宴。

CCA 公司法务联盟希望通过

峰会等形式不断加强行业精英的交

流、 探讨、 沟通， 共同将上海打造

成 “亚太区法律中心”。

2019亚洲法务峰会在沪召开
探讨共同将上海打造成 “亚太区法律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