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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两会在即，醉驾入刑再一次热了起来。

全国人大代表朱列玉计划提交建议，对情节

显著轻微的醉驾者的犯罪记录予以封存，并限制

记录查询和解封。这还没完，朱律师还抛出更重

磅的建议：取消醉驾罪！

唉，之前宣传醉驾危害的时候，都是强调“一

律入刑”“一律开除公职”，甚至所谓进入档案

影响三代“政审”，总之“醉驾一回、坑了三代”，

怎么现在有人说要封存醉驾的犯罪记录？刑法的

震慑效应如何实现？

不只是这一桩事，前不久，一起醉驾被不起

诉案也引发了网民的热议。

西 安 的 姚 某 被 警 方

查 出 醉 驾， 血 醇 浓 度 高 达

144.32mg/100ml，被移送至检察

院审查起诉。但是，检察官认为，

姚某犯罪情节轻微，系初犯偶

犯，而且，姚某酒驾是因父亲突

然晕倒，着急看望父亲，公司也

证实姚某工作表现良好，结果，

检察官决定不起诉。此事让一

些网友质疑：现在“工作认真”就免刑的吗？

的确，你如果关心一下相关新闻，或者身边

有亲友酒驾“中招”，就会发现很多醉驾案件正

在做“降格”（当然也是法律范围内）的处理，

有的不起诉，转为行政拘留；有的虽然判刑，但

是缓刑。很多网友并不认可“走回头路”，甚至

认为西安的不起诉背后肯定有猫腻。

那么， “醉驾入刑”这十多年到底走过了怎

样的历程？

2008 年，成都孙伟铭无证醉酒驾车，造成四

死一重伤，被追究相当于杀人罪的“以危险方法

危害公共安全罪”，一审被判死刑，二审被改判

无期，一时舆论哗然。当年多起类似血腥醉驾案

引发全民怒火，客观上推动醉驾入刑，因为当年

只有“交通肇事罪”，只有造成严重的伤亡结果

才可能构成犯罪，而醉驾哪怕喝得再多，只要不

出事，那就是行政拘留。

2010 年，刑法正式修订，明确规定：“在道

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拘役，并处罚金。”

醉驾不需要有“情节恶劣”的附加条件，只要是

醉酒驾驶就可以构成犯罪。而且为更好发挥震慑

作用，宣传时更多强调的是“一律入刑”。当时，

某著名音乐人撞到枪口上，醉驾出车祸，被快审

快判，结结实实地被判了顶格的六个月的拘役。

我当时的感受是，酒桌上再没有人敢劝酒了，逼

酒灌酒，少了，毕竟有“王法”在。

可以说，当年“一律入刑”

既起了普法作用，也堵上执法

的漏洞。

“醉驾入刑”11 年了，也

带来了新问题。首先，现在醉

驾取代盗窃，成了中国第一大罪，

截至 2020 年，全国法院审结“醉

驾刑”占刑事案件总数 25.9%。

法学家周光权提出“醉驾每年

让 30 万人入狱”，这就导致醉

驾严重占用司法资源，包括人大代表朱列玉提出

取消“醉驾入刑”，也是出于这个考虑。

但是，明显老百姓不太买账，认为就是应该“机

械执法”，大家都没漏洞可以钻，必须王子庶民

“一律入刑”，否则，让司法人员有了自由裁量权，

很容易被理解成“后窗程序”——上头开了口子，

基层可能成为一扇破门。法律成了橡皮筋。

这就形成了法律专业意见和民意朴素感情

的分野，应该说双方都没有错：专家想更精准

适用刑罚、节约司法资源，而民间怕的就是“执

法有空间”，毁掉之前用鲜血换来的“醉驾入

刑”。这两年来围绕着个案，围绕着修法动议，

一直有很大的争议。又到了两会时段，“醉驾入

刑”的讨论到十字路口，修法还有距离，但可以

讨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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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驾入刑”到了十字路口

　　专家想更精

准适用刑罚、节

约司法资源，而

民间怕的就是“执

法有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