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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头族”无处不在，“马路低头族”更是
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各地因此引发的交通
事故屡见不鲜。

5月26 日，浙江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
三次会议批准通过了《宁波市人大常委会关
于修改〈宁波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的决定》，
针对过马路看手机等行为，增加“行人通过路
口或者横穿道路时不浏览手持电子设备”的
规定。

马路马路““低头族低头族””成安全新隐患成安全新隐患

移动互联网时代，手机成为生活中必不可
少的工具。数据显示，中国市场2022年拥有
超过9.5亿智能手机用户。目前，我国道路交
通安全法实施条例只是规定了驾驶机动车不
得拨打和接听手机，没有禁止过马路用手机。

马路“低头族”已成为交通领域的新隐
患。在诸多不分场合、随时随地低头玩手机
的人群中，有的因为走路分心而摔倒甚至掉
进沟里，有的在公共场所“看丢”了孩子，还有
的逼停了机动车甚至引发了交通事故。

2022年10月20日晚，东莞一男子步行横
过马路时，一直在低头玩手机，与一辆货车发
生碰撞，事故造成胡某头部损伤，身体多处肋
骨骨折及车辆损坏。

2021年11月，深圳的欧阳某迎面撞上赖
某，赖某当即倒地不起，经医院诊断为胸椎椎
体压缩骨折与全身多处软组织挫伤，事后，经
盐田法院审理，判步行看手机的欧阳某赔偿2
万元。

国内已有多地立法予以禁止国内已有多地立法予以禁止

随着现象以及事故的普遍，各地政府部
门也陆续注意到了并出手治理。

2019年开始实施的《温州市文明行为促
进条例》规定：禁止“行人通过路口或者横穿
道路时低头看手机、嬉戏等”，违反者处警告
或十元罚款。《条例》施行后不久，当地便开出
了第一张行人过马路看手机的罚单。

2020 年 1 月起实施的《嘉兴市文明行为
促进条例》也针对“低头玩手机”过马路的行
为作出禁止性规定。《条例》指出，禁止行人通
过路口或者横穿道路时浏览手持电子设备、
嬉闹，违反规定者处警告或五元以上五十元
以下罚款。

2021 年 4 月修订的《杭州市文明行为促
进条例》在原来“斑马线前礼让行人”的基础
上增加了对行人的要求，规定行人在通过路
口或者横过道路时，不浏览手持电子设备，快
速通过、不停留不嬉闹。

2022年11月，河南就已经立法禁止行人
“低头玩手机”过马路，违者最高可罚二百元。

今年3月，《厦门经济特区斑马线安全管
理规定（草案）》公开征求意见。其中，最受关
注的，是对行人的通行要求：行人不得在斑马
线上坐卧、停留、嬉闹或浏览手持电子设备，
违反相关规定，妨碍车辆合法通行的，将被处
以警告或五十元罚款。

专家专家
目的不是罚而在于规范目的不是罚而在于规范

在交警部门及专家们眼中，规范出台的
目的不是“罚”，而是唤醒市民的文明通行意
识，并能够在长期的执行中形成习惯。

中国地理学会城市与区域管理专业委员
会副主任张文忠表示，马路“低头族”现象的

治理必须多管齐下，特别是将法律约束和宣
传教育结合起来。其中，机动车辆驾驶过程
中使用手机的问题，需要交管部门严格执法，
查处此类违法行为。相比之下，行人、骑电动
车者看手机的问题则缺乏相关惩处规定。对
此，张文忠认为，应首先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确立此类行为的管理规范，提高惩处力度。

重庆江北区公安分局交巡警支队高级工
程师、博士王辉曾从学术角度对人车的互动
关系进行过分析，他认为，城市通行需要平衡

效率与安全，参与交通的机动车、非机动车及
行人都会对这一动态系统产生影响。

王辉表示：“交通系统是一个大家互动
的系统，单方面的参与肯定不行，需要大家
都参与进来，不可能让机动车完全礼让行
人，因为城市的交通系统除了安全之外，还
有一个畅通的评价指标，不能一味地追求安
全，降低速度来礼让，还要考虑到整个城市
交通系统的运行效率。我们处理交通事故
的时候，肯定处罚行人的难度大，因为不好
取证，但是我们也会根据情况进行批评教
育。有些城市在斑马线、人行横道路段有交
通劝导员，让车辆停车让行，也可以督促行
人加快通行，我觉得肯定是一个综合的过
程，哪一方面都不可缺。”

一道刺眼而顽固的一道刺眼而顽固的““城市风景城市风景””

针对“低头玩手机”过马路等行为立法，
此事引发网友热议，超八成受访者表示，立法
处罚很有必要，也有人认为属于小题大做。

老实说，这项地方立法不是该不该的问
题，而是出台够不够及时的问题。从人体的
生理机能看，一边看手机一边过马路，必然带
来观察力、判断力、反应力的削弱。而在车水
马龙、情况瞬息万变的公共道路上，本来就需
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如此三心二意、沉迷
手机，一旦出现车辆变道、有人闯红灯等突发
情况，势必做不到从容应对。

从现实情况看，近年来因过马路低头玩
手机而引发的交通事故，可谓时有发生，教训

极其深刻。2012年4月，江苏常州两名青年走
到斑马线中间时，绿灯变为红灯，但他们仍低
头盯着屏幕径直向前，一辆小轿车正常驶来将
两人撞飞；2015年5月，广东中山一女子边横
穿马路边看手机，被一辆白色货车撞倒在地
后，又被迎面而来的一辆车碾压过去……这些
惨烈刺眼的事故无不证明，过马路玩手机，实
乃“事故陷阱”和“生命杀手”。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一边是事故频发，
一边是陋习依旧。过马路玩手机，已成为一
道刺眼而顽固的“城市风景”。在一些人看
来，过马路玩手机，是自己的爱好，与别人无
关，由不得他人置喙干涉。问题是，这种陋习
不仅危及个人生命安全，更在我行我素、任性
而为中，干扰正常的道路交通秩序，将其他车
辆和行人置于危险之中。

从现行法律看，对过马路低头玩手机，不
乏可以规范的条款。比如，《道路交通安全
法》明确规定，“行人应当按照交通信号通行，
不得实施妨碍道路交通安全的行为”，对违反
者可“处警告或者五元以上五十元以下罚
款”。其实，鉴于过马路玩手机“影响交通工
具正常行驶”，就算不拿《道路交通安全法》说
事，也可以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作出“处
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直至“处五日以
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
等处罚。如果情节更为严重，达到了交通肇
事罪的立案标准，还应追究刑事责任。如果
这些法规早点落地有声，过马路玩手机恐怕
很难蔚然成风。 本报综合消息

最近，可口可乐涨价的消息受到业内
关注，有网友直呼“肥宅快乐水不快乐
了”。事实上，不只可口可乐，受原材料成
本上涨等因素影响，今年以来已有多家饮
品企业对旗下产品进行提价。

记者近期走访线下超市、便利店等零
售渠道发现，除矿泉水外，低于3元的饮料
已寥寥无几，5元以上的产品正在占据饮品
区更多位置。

可口可乐不仅涨价还断货可口可乐不仅涨价还断货？？

近日，记者走访北京多家商超、便利
店、社区超市发现，可口可乐价格涨幅不
一，500毫升瓶装可口可乐，物美超市、永辉
超市的售价由 3.5 元涨至 3.6 元，某社区超
市则卖到了 3.8 元，但也有部分超市、便利
店仍维持3.5元的零售价。

可口可乐最近一次大面积涨价在2021
年11月，根据当时流出的调价信息，自2021
年11月1日起，500毫升可口可乐在中国区
的建议零售价由3元涨至3.5元，上涨0.5元。

除涨价外，近日还有媒体报道称，因原
材料问题供应不稳定，可口可乐系列产品
在北京市场的友宝无人零售渠道已断货一
段时间。友宝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整个
北京区域暂时断货，用百事可乐产品代替，
恢复时间不定。

对此，中粮可口可乐北京公司相关负
责人5月24日晚回应称，“我们的产品供应
一切正常，不存在供应不足的问题。”

多家饮品企业上调产品价格多家饮品企业上调产品价格

事实上，今年以来，已有多家饮品企业
对旗下产品进行了提价。

先是 2023 年 1 月底，有经销商在朋友
圈发布消息，称按照“华润怡宝关于经销
商终端价格调整通知”，自 2023 年 3 月 1
日起，怡宝纯净水上调 1 元一件；紧接着，
2 月 1 日，农夫山泉《杭州区域 19 升水调
价通知》在业界流传，自 2023 年 2 月 1 日
起，杭州市农夫山泉 19 升规格桶装水零
售价由此前的 20 元/桶提高至 22 元/桶，
调价幅度为 10%。

2月初，养乐多100亿活菌的原味和低
糖产品也开始涨价，单价分别从 11.7 元、
12.7元涨到12.8元和13.8元。

随后，被称为“乳酸菌饮料第一股”均
瑶健康也于2月12日发布公告，将对“味动
力”品牌部分产品出厂价格进行调整，上调

幅度约为3%至6%不等，新价格执行于2023
年3月1日开始实施。

另据媒体报道，自 4 月 1 日起，电解质
水品牌宝矿力水特陆续调价，其中 500 毫
升装产品是近23年以来首次涨价，上涨幅
度约为 0.5 元。在北京某连锁超市内，500
毫升宝矿力水特的售价为5.5元，便利店相
对贵一些，部分门店卖到了6元。

除基础产品涨价外，各大饮品企业的
新品售价也普遍高于已有产品。以农夫山
泉旗下品牌东方树叶近期推出的新品黑乌
龙原味茶饮料为例，在北京某便利店内，该
产品售价为 5.8 元，而店内同品牌、同等规
格的茉莉花茶、绿茶、乌龙茶等较早推出的
原味茶饮料，售价为5.5元。

55元以上饮料占据更多位置元以上饮料占据更多位置

已有产品在涨价，新品价更高，饮料变
得越来越贵成为消费者的普遍感受。

“近两年，明显感觉到饮料越来越贵
了，尤其是新出的饮料，很多都是5元起了，
记得之前普遍都是3元左右。”随着夏天来
临，北京的赵先生想囤点饮料在冰箱，但动
辄5元起的价格让他毅然放弃了一些新口
味，最终还是选择了之前经常购买的产品，
但也能明显感觉到价格上涨了。

“像我两年前在电商平台上购买的
300毫升瓶装雪碧，12瓶只要15.9元，现在
涨到了19.9元。”赵先生说。

近日，记者走访北京超市、便利店发
现，5 元以上饮料正在占据饮品区更多位
置。

不仅是北京，在武汉多家超市、便利店
内也能看到，乳茶类、纯果汁、低糖茶饮料、
电解质水等饮料产品的售价多数均超过了
5元。其中，在某家便利店的冷藏冰柜里，
除碳酸饮料外，其余饮料的售价多在4元-6
元，最贵的一款卖到9元。

新闻观察新闻观察
饮料为何越卖越贵饮料为何越卖越贵？？

近两年，饮料越来越贵的一个重要原
因便是原材料价格上涨。

均瑶健康在公告中提到，上调公司“味
动力”品牌部分产品的出厂价，主要是因为
公司产品的主要原材料、运输、包材及辅材
等成本的持续上涨。

在2022年3月的一场分析师业绩会上，
农夫山泉执行董事周震华曾直言，成本压力

已经“超过企业单方面可以去消化的水平”，
农夫山泉的首选是通过提升经营效率消化
成本，而由于市场及成本端变动大，竞品也
有调价动作，农夫山泉也在持续观望。

养乐多方面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公司产品提价也是由于近年来原材料价格
等经营成本持续上升。

今年2月，瑞士雀巢公司首席执行官马
克·施奈德宣布，为应对原料价格上涨，该
公司旗下产品今年将不得不继续涨价，但
并未具体说明涨价幅度。数据显示，2022
年，雀巢产品已涨价8.2%。

而早在 2021 年 11 月可口可乐中国销
售区上调产品零售价前，可口可乐公司
CEO詹姆斯·昆西就曾于当年4月19日提
示消费者，可口可乐将提高饮料价格，以应
对大宗商品成本上涨的影响。

广东省食品安全保障促进会副会长、
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蓬向记者表示，近两
年，受疫情等因素影响，食品饮料行业的原
材料成本、物流成本、人员管理成本等均出
现了一定幅度的上涨，从而导致产品零售
端不得不采取涨价的措施。

战略定位专家、九德定位咨询公司创
始人徐雄俊也提到，在疫情等因素影响
下，饮品行业的综合效率下降，原材料成
本等在上涨，以至于企业纷纷通过涨价来
应对。

据媒体报道，2023 年 5 月 5 日，联合国
粮农组织发布的数据显示，食糖价格指数4
月 平 均 为 149.4 点 ，环 比 上 涨 22.4 点
（17.6%），连续三个月上行，创2011年10月
以来的新高。

在国内，糖价也在上涨。中国糖业协
会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4月底，甜
菜糖厂已全部停机，甘蔗糖厂除云南省有3
家尚在生产外，其他省（区）糖厂已全部收
榨。2022年/2023年制糖期，全国生产食糖
896万吨，同比减少39万吨。全国制糖工业
企业成品白糖累计平均销售价格 5865 元/
吨，同比回升129元/吨。

除糖价上涨外，饮料包装瓶的主要原
材料PET（一种高分子聚酯材料）的价格也
在上涨。农夫山泉在2022年年报中提到，
2022 年原油价格上涨，作为原油的下游产
品 PET 等原料价格也出现明显上涨，这加
大了以PET等材料作为产品包装主要原料
的饮用水和饮料企业的成本压力。

本报综合消息

多地立法处罚过马路玩手机

55元以下的饮料正在消失元以下的饮料正在消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