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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关于交通监管的刑事法与行政法的交互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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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京大学教授 川出敏裕 

  一、前言 

  在日本，机动车的行驶是受相关道路交通法（1958年制定）约束的，违反了此项法律就要受

到相应惩罚。例如，包括违章停车在内的大部分行为都被视为犯罪，会成为刑罚的对象。此外，

与此不同的是，如果伴随人员伤亡的话，在刑法中，有机动车过失驾驶致死伤罪（刑法211条2

款）和危险驾驶致死伤罪（同208条2款）对其进行约束和定罪。本篇报告中，主要是就违反道路

交通法的行为为对象，从行政法与刑事法管理的交错入手，目的是从宏观解析日本的道路交通监

管机制。 

  二、违反道路交通法的应对 

  伴随获得机动车驾驶执照的驾驶者人数和机动车数量的增加，违反道路交通监管法规的情况

理所当然也会增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汽车的普及成为迅速发展的世界各国的一个普遍现象，

日本也不例外。从检察厅所记录的被受理人员人数来看，战后1946年违反道路交通法前身——机

动车管理条例的人数只有2686人，但是5年后的1951年就增长到了41万870人，此后1956年增长到

165万1540人，1961年增长为291万4288人，1965年到达了496万5062人，至此迎来了战后最高峰。 

  因为违反道路交通法规本身就是犯罪行为，所以应将之视为刑事案件处理，但是作为刑事案

件处理投入的人力和物力是有限的，如此多数量的案件作为犯罪行为处理是不太可能的。 因此从

早期阶段就开始运用和实施特别的管理制度。这样一来刑事处理过程的简略化和自主回避刑事处

理就可以更好地区分开来。 

  三、刑事手续的简略化 

  1. 交通事件即裁决审判制度 

  为了处理激增的交通事件，1953年设立了一项针对交通事件的随即裁决的处理办法。此办法

是在交通违法事件中，被告人对自己所承受的处理手续没有任何异议的前提下，认同并遵守随即

裁决办法的履行。适用于本办法的情况：提起公诉的同时，由检查官提供相关材料及证物，法院

以证物为参考选择适宜的方式进行调查，如此审理过程变得迅速且高效。但是，审理过程中被告

人出庭是必要的，法庭也必须采取公开的调查，不能只根据书面审理做出最后的判决。然而，面

对激增的交通案件无法以此种方式一一应对，当1962年到达大约40万件交通案件的高峰时已经无

重要通知

会员专区 更多>> 

·社会团体章程示范文本

·第六届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

·中国犯罪学研究会会员登记表

·中国犯罪学学会入会条件、...

·中国犯罪学学会入会申请表

·中国犯罪学学会会员管理办法

·中国犯罪学学会会员费收缴...

犯罪学学人 更多>> 

雷洁琼     康树华 

郭 翔     刘灿璞 

冯树梁     王 岱 

王名迪      

 



法按部就班使用此办法，因此到1979年以后这种制度就完全不被采用了。 

  2.省略式手续 

  现在日本的实际情况是，对于交通事件大部分都是采用省略式手续来办理。省略式手续，即

以采取最简单迅速的处理方式为目的，法院一般会对被告进行100万日元以下的罚款处理。省略式

手续可以在嫌疑人同意的情况下，由检查官在起诉的同时向法院提出省略手续的请求，并向法院

提出相关文字材料和证物。由此，法庭只根据书面审理就可以判断起诉事实是否存在，并由此作

出罚款决定。 

  2006年，在所有道路交通法违法事件中，采取正常公审的案件仅有7086件，而51万3322件案

件都是通过省略式手续进行处理的。一般采取公审的情况是被告人多次违反交通法，或者是采取

罚款形式进行处罚欠妥当的案件。 

  3.运用的合理化 

  在以上述内容为前提的条件下，根据道路交通法的规定，在运用法律时尽可能使其合理化。 

  （1）交通票据制 

  1963年率先导入的交通票据制度（正式的名称为，《道路交通法违法案件迅速处理书面制

度》）。交通票据包括，通知单、免许证保管单，交通事件存单，征收费用存单，处罚存单，交

通法令违反事件薄等交通违法事件必要的处理票据构成。导入此种规则，使得交通警察可以在现

场进行简单的处理和记录，此记录会成为检查官、法院判决的最原始依据。但是这种制度并不意

味着使交通违法审判过程自身变得省略和简单。 

  （2）三者即日处理方式 

  1964年，在操作层面更为简略的“三者即日处理”处理方式逐渐被应用。此办法要求交通违

法嫌疑人出庭，警察方面提出事发材料，检察院方面提出省略式请求，法院方面受理省略请示并

送达被告人，罚款及处理结果在同一地方一天之内完成。因此，在同一办公区内设有警察局、检

察院和法院三个部门的人员和设施，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交通法庭遍布各地。 

  例如，东京交通仲裁所，在这个建筑中，一层是警察办事处，二层为检察厅办事处，三层为

法院办事处。被要求出面的被告人，首先到一楼的警察办事处确认被疑事实，得到确认者会被通

知到二层检察厅办事处，在那里与检察官共同确认并提出省略式手续请求，如果同意可以直接到

三层法院办事处，在那里进行书面审查，并在相应窗口缴纳罚金，并完成全套手续。这样，一种

流水作业方式可以顺利将繁琐的事件以简单的形式处理。 

  4.省略化的极限与问题 

  像这样，为了处理大量的交通违法事件而建立的制度，被反复的执行与重复，事件能否被处

理另当别论，单说每天违法人中的大多数人不问违反法律的轻重，只知道一味的缴纳罚款。长久

以来，刑罚所具备的威慑力和感召力变得乏力。此外，惩罚的威慑力和感召力对于违法者来说并

不是违法本身，而是办理各种手续和缴纳罚款，随着三者即日处理方式等手续的推行和简化，更

使得通过这些处理办法而体现法律的感召力变得软弱无力。管理道路交通法的警察厅指出，这种



简单的刑罚被过度使用势必引起法律的感召力大大下降，无论是轻微的违法，还是含有罪恶的本

质的行为，对于道路交通违法事件广泛并一视同仁的惩处起到了相反的效果。摘选自（警察厅

《违规金通告制度相关》369号（1967年）92页）。 

  四、交通违规通告制度 

  1.制度的内容 

  出于此种考虑，1967年，道路交通违法制度进行了补充和更正，增加了违规通告制度。在原

有违法行为被视为犯罪的基础上，对于并非恶意犯罪，并且危险性较低的违法行为被定义为违规

行为，并采取特殊的处理手段。首先，由肇事现场警察告知违法者其行为属于违规行为，随后由

警察局负责部门与违法者依据法律进行定额的违规金缴纳通知。在此之后，接到通知的违法者在

规定期限缴纳罚款，或者在此之前接受告知起，到通告日期期间按时将罚金缴纳者，便无须履行

公诉手续。相反，如果到期没有缴纳罚款，还要按照刑事手续追究其法律责任，检查官还会对其

提起公诉并交由法院进行判决。正如前面所说，非恶劣或者危险性低的行为会成为该制度的对

象。但是违反道路交通法规的恶劣行为，例如，酒后驾车，无照驾驶等重大违规行为，或伴随交

通事故的违规行为还要按照通常的刑事案件依法进行判处。 

  根据这种制度，对于道路交通法违反的行为，不是以违法随意支付罚金为条件进行审理，而

是必须通过警察的处理使违法者支付一定的罚款。由此可以看出违规金并非刑罚，而是具有行政

处理的性质。因此这种制度，是基于一定履行条件为前提，将犯罪事件与刑事处理分离的。此法

规的导入效果明显，1967年检察厅受理违反交通法规的人数大约460万人，到了1968年减少至286

万人，1969年数字减少至147万人。 

  针对此种制度，尽管违反道路交通法被视为犯罪行为，为什么将不是刑罚的违规金处罚不被

允许作为公诉提出呢？支付违规金要比接受刑罚惩罚更具有良好的效果，究其原因得出，违规金

制度是一种反省机制，向大众释放了一种介于法律起诉边缘的一种缓期起诉和斟酌的信号。但是

日本的检查官这种缓期起诉的权限，是建立在被起诉者担心再犯的基础之上的，对于那些个别事

件，不考虑以上情况，认为只要交付一部分罚款就不会受到起诉，这种现象是否应该放在缓期起

诉的延长线上成为了一个矛盾。这样一来就与缴纳违规金同时也是反省的初衷相违背了。综上所

述，轻微违反道路交通法的最终结果如何，与其为了履行处罚而接受罚款，倒不如本着将这个事

件解决的态度去考虑问题，这样会更加切合实际。 

  2.实行的现状 

  根据2006年的统计，车辆违反道路交通法的事件有大约857万件，其中违规事件有786万件，

占全体违法事件的92%。此外，历年被告知的事件中有96%-98%的案件以违规金的形式得以解决。

与此同时，道路交通违法事件中大部分都是根据违规通告制度来处理，现状乐观。 

  但是，从如何能抑制交通法违法行为的观点来看，以往都是作为刑罚来进行处理，引入违规

金制度后，依靠行政处罚是否能够作用于驾驶员的心理，从而影响交通案件的发生率成为判断处

理方法妥当性的一大难题。从交通监管的取缔件数来看，1967年大约472万件，违规通告制度导入

的第二年1968年减少到390万件，但是到了1969年开始回升。这种上升并不是一时的，而是一贯的

连续现象，到了1977年已经增长到了1247万件，这与机动车数量的增加和驾照的大量发放有关。

如上所述，如果从违规通告制度导入前的罚金制度来考虑的话，不能单纯地说是由于实行了违规



金制度而导致管理效果的下降。  

  五、分数制度和行政处分 

  对于违反道路交通法的行为，和以上处罚不同，也有其他对应措施。行政处分结合分数的制

度也被实行和应用。机动车在过去三年间违反交通事故，积累一定的点数后，可以拒绝、取消、

停止违法者的驾驶权利。 

  对应违法情节的严重与否，根据危险性和恶意程度，从1分到25分给与区分。例如，酒后驾车

给与最高的25分的惩罚。或者造成交通事故的情况，根据违反法规的情况对应不同的分数，根据

事故的大小和责任的轻重，处以2分到20分不等的处罚。例如，死亡事故，驾驶员负有全责的情况

下，处以最高20分的处罚。此外，如果驾驶员肇事逃逸，会酌情增加分数。 

  在此之上，行政处分的点数不同，采取的相应手段也不同。比如，没有前科的驾驶员，到达6

分后30日之内无法使用驾照，15分吊销驾照，如果是酒后驾车一次便立即吊销驾照。被吊销执照

后根据不同的分数，驾驶员再次取得驾照的时间也不同，一般为1年到5年不等。 

  吊销驾驶执照的方法，是为了治理那些有危险驾驶习惯和经常违法的人，并不是单纯地以处

罚为目的。但是，除了罚款还有很多其他的处理方式，所以从驾驶员的实际利益来考虑的话，即

使不作出罚款处理也能大大地抑制违法行为的产生。  

  六、最新动向 

  1.道路交通法的非犯罪化论 

  正如上文所讲，违反道路交通法的行为被慢慢远离了犯罪的定义范围，大部分事件都是以违

规金的形式得以解决，除此之外的大部分情况也是以处以罚金的惩罚，再加之分数制度的配合。

这样一来，道路交通法的慢慢变得向非犯罪化发展，如果这个发展是必要的话，那么行政处罚金

将被取消的主张在很早之前已经被提出。根据如下： 

  第一、刑法是具有抑制力的一种法律，也就是说，刑法作为最终手段，是要用于处理那些值

得用刑法处理的行为的，用这样的观点看，轻微的道路交通违法行为是不值得用刑法来进行约束

的，只是用来处以罚金的过失并没有犯罪的本质，如果这也算犯罪的话，那么刑法的适用范围也

过于宽广了。 

  与此相关的，支付违规金则没有必要对其提起公诉，那么反过来考虑，即使对其提起公诉也

会以罚款的形式处以行政处罚，还有没有用刑法来衡量罪行的必要性，成为了一个疑问。 

  第二、从对象的权利保护角度来看。违规金通告制度是以对象按照违规金要求支付违规金为

基础的，但是如果遇到对象对违规金判处有异议的时候，理论上讲，如果拒付违规金则要履行刑

事手续。但是如果这样的话，一旦提起公诉，对象就要伴随着承担刑事责任并承担一切手续，最

终，很有可能是以刑法的形式进行罚款。为了避免此类事件的发生，道路交通违法非犯罪化，遇

到有争议的情况不再刑罚相结合是最好的办法。 

  第三、从政策上的论据来讲，如果定为非犯罪化，那么调查不会进入到搜查这一环节，这样

的话就可以委派警察以外的人去执行，因为警察有限的人力资源要放在破获重大犯罪案件上。许



多国家也有类似情况，在这一点上，特别是在处理违章停车的问题上，被广泛的讨论。 

  尽管有各种各样的理由，而且一度这种讨论在警察厅内部也引起轩然大波，但是至今为止，

仍然没有实现交通违章非犯罪化。如若解决这一问题，首先要解决违反数字过于庞大这一问题，

但是现在仍然没有订出以解决此类问题为目标的迹象。 

  首先，在道路交通违法事件中，在什么范围内是属于非犯罪化的范畴会成为一个首要的问

题。其次，如果要是非犯罪化并独立于刑事诉讼法之外，那么又要建立一个怎么样的调查手续来

针对此类案件，并且，非犯罪化实施之后，对于违反者如何履行违规金和别的行政处罚金办法。

甚至存在更大的问题，与违规通告制度不同，与刑事手续结合方能体现限制力的行政处罚金制

度，靠什么来约束其执行呢？ 

  2.违章停车的对策 

  由于非犯罪化的推进受到阻力，针对违章停车，在2004年交通道路法改正案当中，围绕相关

条款，创设了新的框架。城市中心违章停车常态化容易引起交通事故和交通堵塞，对国民生活产

生影响，以此为背景，在对原有既存制度的基础上进行改革，将违章停车金制度和违章停车相关

事务委托民间方式一并导入。 

  （1）违章停车金制度的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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