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妨害安全驾驶犯罪论略 
◆余爽悦 

（中共贵州省委党校  贵州贵阳  550028） 

 
摘要：司法实务对妨害安全驾驶行为的定性处罚极不一致，严重损害了

法律权威。文章在现有刑法框架下，对妨害安全驾驶犯罪进行了分析研

究，并详细的论述了妨害安全驾驶犯罪的构成特征及其与同类犯罪的界

限，为司法实践正确处理同类案件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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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目前，在公共交通工具行驶过程中妨害驾驶危害公共交通安

全的违法犯罪时有发生，有些还酿成车毁人亡重大事故，严重危
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产生恶劣社会影响， 例如 2018 年重
庆市万州“10•28”公交车坠江事件。据中国司法大数据研究院
统计，2015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10 月 31 日，全国各级法院一
审审结且裁判文书已上网公布的涉公交车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
安全犯罪案件共计 242 件，占全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案
件的 11.32%。在这些案件中，多数仅仅是因车费、补票、找零、
路线变更、错过站点、要求随意停车等琐事，引发口角、争吵、
推搡、厮打、殴打、抢夺方向盘等行为，触犯的罪名主要涉及以
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寻衅滋事罪等。鉴于上述情况， 高
人民法院经与 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共同研究，决定起草《意
见》，以指导各级公安、司法机关依法正确处理妨害公共交通工
具安全驾驶违法犯罪案件； 同时，积极发挥司法裁判的价值导
向作用，营造人人遵守规则、共同守护公共交通安全的社会氛围。
由于新增妨害安全驾驶罪没有定论，为叙述方便，本文将以妨害
安全驾驶的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行为简称为妨害安全
驾驶行为。 

1 妨害安全驾驶犯罪认定中应注意的问题  
强调犯罪场所是正在行驶中的公共交通工具上， 这是构成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前提条件。 
行为方式包括抢夺方向盘、变速杆等操纵装置， 殴打、拉

拽驾驶人员等，其他妨害安全驾驶的行为方式则未逐一列举。从
实践案例来看，有的行为人朝驾驶人员突然投掷杂物、泼洒热水，
只要具有妨害安全驾驶的危害性， 就属于此处规定的其他行为
方式。就抢夺方向盘、殴打、拉拽驾驶人员等行为类型而言，单
纯考察行为的暴力性、剧烈性程度，似有别于放火、决水、爆炸
等行为类型。但如果同时考虑公共交通工具搭载不特定乘客，正
在道路上行驶，其安全行驶关系到车内及车外道路上不特定人员
的人身、财产安全的特殊因素，实施类似攻击性妨害行为，其危
险性就远远超出了行为本身的危害，而具有扩散性、不可控性，
驾驶人员、公众难以抵御防范和控制其危害范围，直接危及不特
定多数人的人身、财产安全，易引发实际安全事故。 

2 妨害安全驾驶犯罪的行为性质及后果 
强调行为要妨害安全驾驶，危害公共安全，这是以危险方法

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本质所要求的。此类危害公共安全犯罪，其危
害性主要体现在危及公共交通工具上不特定人员的人身安全，以
及道路上及周围不特定人员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因此，刑法对
此配置了严厉的刑罚，只要妨害公共交通工具安全行驶的行为足
以导致车辆不能安全行驶，车辆失控，随时可能发生乘客、道路
上行人、车辆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现实危险，该行为就属于以危
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中的“其他危险方法”，不要求必须造成
人员伤亡、财产严重损失等实际后果。 

在《意见》起草过程中，有一种观点认为，考虑以危险方法
危害公共安全罪 低法定刑即 3 年，入罪门槛应设置得高一些，
对那些妨害司机驾驶的殴打、辱骂行为，通常手段、情节不是很

严重，也不会造成严重后果，可考虑以寻衅滋事罪追究刑事责任。
我们认为，目前 为突出的是针对行驶运营中的驾驶人员进行暴
力干扰，在该情形下，驾驶人员不同于普通乘客，其肩负保障公
共交通工具安全行驶的重大职责， 对驾驶人员实施人身攻击或
者抢夺方向盘等妨害行为，直接危及公众的人身、财产安全，不
同于单纯扰乱社会秩序或者伤害公民身体健康的犯罪。因此，妨
害驾驶人员安全驾驶危害公共安全构成犯罪的，应当以以危险方
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例外情形下，如果妨害驾驶的行为
确属显著轻微、不影响安全驾驶，也不足以危害公共安全的，可
不予定罪。换言之，考虑殴打、拉拽等妨害行为针对的是驾驶人
员这一特殊对象，又系发生在公共交通工具行驶过程中，与公共
交通安全息息相关，如果行为本身论罪可构成寻衅滋事罪或者故
意伤害罪，其危害性必然符合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无疑。
因此，对类似行为不宜认定为寻衅滋事罪或故意伤害罪。 

3 关于从重处罚情形和缓刑适用的把握 
对于乘客妨害公共交通工具驾驶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

安全罪的，从调研梳理的案例来看，多数存在未造成人员重伤、
重大财产损失，也有相当比例的被告人具有自首、积极赔偿、取
得被害人谅解等情节，一些法院据此对被告人从宽处罚，包括宣
告缓刑，呈现出一定宽缓化倾向。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
刑法规定的一种重罪， 低法定刑即为 3 年有期徒刑，故对论
其行为已构成该罪，同时又具有法定或酌定从宽处罚情节的，如
何确定在总体上从严还是从宽处罚，以及从严、从宽的幅度，实
践中存在一定争议。 

《意见》第 2 部分明确规定，要深刻认识维护公共交通秩序
对于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与社会和谐稳定的重大意义，充
分发挥刑罚的震慑、教育作用，充分彰显强化保障公共交通安全
的价值导向，并在第一部分详细列举了在公共交通工具行驶过程
中 7 项应当从重处罚的妨害安全驾驶情节，即在夜间或者恶劣天
气条件下(如冰雪天气)，在临水、临 崖、急弯、陡坡、高速公路、
桥梁隧道等易发生危险路段，在人员、车辆密集路段，载客人数
达 10 人以上或者时速达 60 公里等特殊情况下实施妨害安全驾驶
行为的；持械袭击驾驶人员，或者经劝阻无效仍然实施妨害等情
形。《意见》所列这些情形的危险程度相对较高，此时妨害驾驶
人员安全驾驶， 更加危险，一旦酿成后果，就会造成车毁人亡，
甚至造成群死群伤的重特大事故，故应体现从严惩处。当然，《意
见》所列 7 种从重处罚的情形，对公共交通安全的危害程度并不
完全相同，有时也需要结合路段、车速、妨害手段等因素综合考
虑。 
缓刑不是独立刑种，而是刑罚的执行方式，其适用的一个重要前
提条件是犯罪分子依法被判处拘役、3 年以下有期徒刑，同时还
需要满足犯罪情节较轻、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
响等条件。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尚未造成严重后果，
即应判处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罪行的严重性由此可见
一斑。妨害公共交通工具安全驾驶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
罪，如果没有造成严重后果，情节不是十分严重的，虽可能会判
处 3 年有期徒刑，符合宣告缓刑的前提条件，但鉴于该类犯罪属
危害公共安全的严重性质，《意见》要求从严把握缓刑适用，一
般不适用缓刑，这符合罪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也是发挥刑罚震
慑、教育作用，充分保障公共交通安全的价值导向所要求的。当
然，鉴于妨害驾驶情况的复杂性，对确属情节较轻、宣告缓刑更
有助于体现罪刑相适应的，也不绝对排除适用缓刑的可能，但要
严格把握。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对妨害安全驾驶导致车辆发生碰
撞等一定实际损害后果，被告人积极赔偿的，或者群众报警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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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人在现场等待，抓捕时无拒捕行为，并如实供述罪行，符合
自首认定条件的，可以从轻、减轻处罚，但亦应遵循《意见》要
求从严控制缓刑适用的法律政策精神。 

4 关于乘客针对公共交通工具上驾驶人员以外的其他人实
施的犯罪行为 

行驶过程中的公共交通工具是需要特殊保护的公共场所，如
果发生随意殴打其他乘客，追逐辱骂他人，情节恶劣， 或者起
哄闹事造成公共交通工具上秩序严重混乱，符合寻衅滋事罪构成
特征的，应当依法定罪处罚；情节显著轻微，不构成犯罪的，可
予以治安处罚。如果上述行为同时妨害公共交通工具安全行驶，
危害公共安全的，应当按照从一重罪处断的原则，认定为以危险
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例如，在一起案件中，被告人趁公交车行
驶至路口等红灯时，无故殴打公交车司机致轻微伤，并抢夺公交
车钥匙、松开车辆手刹试图强行驾车，在与司机争执中被旁边其
他公交车司机上车及时制止，被告人实施的行为虽未危及公共交
通安全，但情节恶劣，法院对被告人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 

5 关于驾驶人员妨害公共交通安全行驶的行为 
驾驶人员在驾驶公共交通工具过程中肩负高于普通人的安

全保障职责，遇到突发情况也需要遵循从业要求的处置流程。实
践中，有些乘客因不文明行为与驾驶人员发生争执、厮扯。如果
乘客的干扰行为较为轻微，尚未妨害安全驾驶，没有危及公共安
全，但驾驶人员不能正确、理性处置，违规操作或者擅离职守，
如离开驾驶室与乘客厮打、互殴，足以危害公共安全的，对驾驶
人员就应当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意见》对
该情形的明确，有助于从规范驾驶人员行为的角度进一步保障公
共交通安全。 

6 关于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的认定 
《意见》对正当防卫作了原则性规定，旨在起到宣示、导向

作用，鼓励公民同危害公共交通安全的行为作斗争，为公民见义
勇为解除思想顾虑，以弘扬社会正气。《意见》对紧急避险也作

了原则性规定，以起到倡导作用。 
7 加强法治宣传教育 
实践中对妨害公共交通工具安全驾驶类案件虽不乏定罪判

刑的案例，但宣传不够，影响刑罚对犯罪的一般预防效果。《意
见》要求，在依法办案的同时要视情向社会公众发布案件进展情
况，以各种有效形式开展以案释法，选择妨害安全驾驶犯罪的典
型案例进行庭审直播，或者邀请专家学者、办案人员进行解读，
以充分发挥司法的引领、规范、预防与教育功能，倡导社会各界
增强规则意识，文明乘车、安全驾驶， 远离伤害，共创美好、
和谐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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