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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酒驾的认知：

按刑法，醉酒驾驶，将可入刑，并可面临
最高拘役的时间是几个月以下？

一个月

三个月

六个月

一年

驾驶员盲区的认知

你认为哪里是驾驶员的盲区？

前方

后方

侧方

以上皆是

城市： 上海、天津、盐城、重庆

对象：  18—22岁的学生

抽样方法： 每座城市的综合性重点高校与综合性普通高校；分布： 1 : 1

样本量:   总量 3560份 （上海：850、天津：749、盐城：1082、重庆：873）

调研目的:  1. 了解青年人对道路交通伤害的认知现状

                     2. 了解青年人对驾驶安全行为的认知与其行为的现状

调研基本情况

调研主要发现

知道

不知道

是否知道“全球道路安全行动十年”？

对交通事故的看法最接近哪一项？

道路交通是全球青年人的第几位死因？

第一位

第二位

第三位

青年人对道路交通伤害的关注与认知：

关于减速的认知：

在上海，幼儿园和小学门口的限速是多少？

20公里/小时

30公里/小时

40公里/小时

50.5%

49.5%

39.3%

28.5%

22.3%

9.9%

21.5%

35.6%

28.7%

14.2%

43.8%

41.3%

14.9%

道路交通事故是
可以被预防的

道路交通事故
主要是人为的

道路交通事故以车辆
安全性为主要因素

道路交通事故的
偶然性非常强

一、认知

81.0%

87.6%

54.6%

42.2%

42.6%

15.2%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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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过酒驾车

有过酒驾

关于酒驾的行为：

是否有过酒驾或坐酒驾车的经历？

 驾驶员避免盲区的行为：

你是否在驾驶车辆前（或是否观察驾
驶员） 先绕车一周？

总是

偶尔

很少

从不分散注意力的行为：

驾驶中，你会接电话或看微信（或观
察到驾驶员这些行为）吗？

每次都不接

靠边接或查看

车内安全的行为：

你驾驶（或乘车）时，是否使用安全带？

总是使用

曾经不用

讨论与建议

25.7%

41.7%

55.3%

25.8%

二、行为

其他（蓝牙耳机
或他人查看）

每次或有时接
或查看

仅 39.3% 的受访青年人认为： 
交通伤害可以预防

仅 43.8% 的受访青年人意识到：
交通伤害是青年人的第一大死因

仅 28.7% 的受访青年人认识到：醉酒驾驶
会入刑法，并最高可拘役6个月以下时间

仅 42.6% 的受访青年人了解：
校区车速为30公里/小时

仅 22.2% 的人会通过绕车一周来避免驾驶员的盲区

18.6%

0.3%

22.2%

29.5%

49.9%

50.1%

32.1%

16.2%

加强青年人对道路交

通伤害与法规的认知

给予避免事故的具体

行为指导

（受访者为有驾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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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59%的道路交通死亡发生于15-44岁青年人中

在中国：15-44岁青年人的第一位死因是道路交通伤害

关于青年安全驾驶培训项目：

      青年安全驾驶培训项目以青年人为主导，通过青年人同伴教育和行为指导的方式，促进青年人积极参与

道路交通宣传，成为道路交通安全宣传的引领人和安全行为的践行者。自2012年起开展至今已有5年。足迹

已遍布9个城市，覆盖青年人超过58,600名。

道路交通伤害， 青年人面对的巨大挑战

安全行为指导：

拒绝酒驾 减速慢行 注意力集中

使用安全带 起步前绕车一周 拒绝路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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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儿童安全组织 (中国)       地址：上海市徐汇区宛平南路521号A座303室 www.safekidschin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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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受访青年人都了解醉酒驾驶违法，但是仍有 25.7% 
的受访者曾酒驾；41.7% 的受访者坐过酒驾人开的车；

安全带的每次使用率在受访青年人中仅有 49.9%

受访的青年人中驾驶时或观察到驾驶员使用手机

或查看微信等达到 55.3%

促进从认知到

行为的改变

1. 《全球道路安全报告2013》 世界卫生组织 

2. 《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年鉴2015》

＊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