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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速都被“定格”在25公
里/小时

说起电动自行车的超速问题，很
多人心有余悸。根据《电动自行车安
全技术规范》的标准要求，电动自
行车最高设计时速必须小于等于
25公里/小时。不过，路上的电动自
行车大部分速度很快，明显不止这个
速度，都不符合新国标当中的限速
标准。

邓女士最近购买了一辆电动自
行车，选车时商家告诉她，这款车解
限速以后最快能开到40至50公里/
小时。她付款后，商家轻车熟路地拿
出一个解码器，插到车子的一个插孔
上，不到半分钟，即解速成功。商家
随后演示了一番：在停车状态下扭动
开关，车轮快速转动起来，“您看，无
论车速多快，显示屏上的速度显示都
不会超过限速的25公里/小时。”果
然，记者看到显示屏上一直显示着

“25”。“您开到时速50公里都不是问
题。”商家表示，现在顾客购买电动自
行车，一般都要求解限速，销售商也
几乎把“解速”当成了常规操作。“解
速了的车辆除了速度快，其他没有任
何变化。”

仅仅20秒就把其他车甩在
了后面

邓女士骑着新车上路，当她使用
快速挡时，即使开关拧到底，显示屏上
的速度数字也不变。为了测试车速，
邓女士特意让朋友开了一辆没有解速
的电动自行车，两车同时起步，邓女士
骑得风驰电掣一般，仅仅20秒就把朋
友甩在了后面。

与线下销售商相比，线上的商家
相对“规矩”一些。记者咨询线上两
家品牌店能不能给电动自行车解速
时，都得到了否定的回答。

“用不上”的脚蹬子上完牌
就拆掉

“不装脚蹬子也算改装！”市民欧
先生听说后吃惊不已。他家里有两
辆电动自行车，因为觉得脚蹬子用不
上，他压根儿就没有安装。而根据
《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的标准
规定，电动自行车的定义为“以车载
蓄电池作为辅助能源，具有脚踏骑行
功能，能实现电助动或/和电驱动功能
的两轮自行车”。由此可见，具有脚
踏骑行功能是新国标电动自行车基

本标准之一。
新国标电动自行车与电动摩托

车在外观上差不多，尤其是现在商家
为了促进销售，将外形设计得花样频
出，有些乍一看根本分不清是摩托车
还是电动自行车。为了更好地管理
电动自行车，同时在发生交通事故
时，能更好地确认车辆的属性，所以
新国标要求电动自行车必须安装脚
蹬子。如果车主私自拆下脚蹬子，这
就意味着电动自行车已经不符合新
国标，变成了“超标”车。

非法改装电动自行车为何
禁不住

记者采访发现，电动自行车“新
国标”，一方面从技术上设置了最高
限速，另一方面又增大了电机功率，
给“超速”留下了口子，两者矛盾。很
多市民买来新车，上牌之后首先做的
就是解限速、拆脚蹬，这无疑让电动
自行车成了不用考驾照就能上路的

“电动摩托车”。
一些商家声称要满足骑行者需

求，但却忽略了高速度所带来的制动
效果降低、行驶反应时间缩短等问
题，也没有更多地告知骑行者超速行
驶，会给自身和行人带来安全隐患。
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
指出，2019年开始实行的“新国标”把
两轮电动自行车的车重从40公斤放
大到55公斤，电机功率从250瓦提升
到400瓦，实际上为“提速”打开了通
道。随着速度的提升，电动自行车出
现意外事故后造成的死亡概率也会
大幅增加。

如今电动自行车的乱象，与多种
因素有关。既有骑行人对速度和性
能的追求，也有商家迎合市场需求的
利益驱动，更有监管部门面对的现实
困境。对厂家而言，严格限制解除限
速，车就卖不出去；对消费者而言，合
规的电动自行车速度过低，“改装”又
增加了危险系数；对管理者而言，监
控探头并不监控非机动车车速，交警
也不能仅凭肉眼判断电动自行车是
超重还是超速。

电动自行车超速屡禁不止，实际
上反映的是市民出行的多样化需
求。想要解决“速度”所带来的问题，
不能仅从治理电动自行车单方面下
手，应该多方合力，找准出行中的痛
点和难点，才能更好地满足当下越来
越多样的出行需求。

据《北京晚报》

解限速拆脚蹬 国标形同虚设

车速想多快都能给解码

如今电动自
行车非法改装成
风，符合国标的车
辆并不受消费者
欢迎，存在诸多不
安全因素的“超标”
车更受欢迎，这种
怪象使得改装电
动自行车成为“公
开的秘密”，国家标
准形同虚设。

多地频现“钓标”乱象

今年上半年，东莞市公安局治
安巡警支队接到涉嫌赌博的线索，
对沙田镇义沙村水都钓鱼场进行了
调查。经查，该钓场以钓鱼中标返
利的形式，“以小博大”利诱钓客前
往钓鱼，行为涉嫌变相赌博。

“钓标”是近年来新兴的一种钓
鱼玩法，垂钓者需交高额入场费，钓
上“标鱼”后根据等级兑换标金，有
的“标鱼”标金高达数十万元。

东莞市公安局治安巡警支队二大
队大队长陈启美说，钓场先在鱼背上
绑上小胶标，分别标注“标王”“1等标”

“2等标”等字眼，对应高低不同的标
金，其中“标王”的标金高达30万元。
该钓场总流水超百万元，有“赌钓”性
质的区域入场费有时超1000元。

“这种模式与正常的休闲钓鱼
有明显区别。钓场经营者及相关工
作人员伪装经营休闲钓鱼场所，实
则是纠集人员进行变相赌博。”陈启
美说，该钓场股东陈某、法定代表人
殷某以及相关工作人员等16人被抓
获，目前警方已对其中13人采取强
制措施。

法律界人士表示，区分“赌钓”
和正常钓鱼活动的标准包括是否设
置有高价的“标鱼”、是否有相应的

“博彩”规则、是否存在以小博大的
赌博形式、是否收取高价入场费等。

“这一钓场经营者假借钓鱼的
形式，收取高价入场费，设置高价的

‘标鱼’和相应的‘博彩’规则，钓到
‘标鱼’即高额返还现金，符合对赌
博的定性。”陈启美表示。

记者注意到，近期其他一些地
方也针对“赌钓”乱象开展了相应的
执法活动。陕西警方发布的一起案
例显示，今年6月，西安市公安局临
潼分局成功打掉了一个竞标钓鱼非
法赌博团伙。警方查明，经营者刘
某在鱼池内投放带有特殊标记的

“标鱼”，然后向垂钓者宣称，交纳
1000至1500元的费用后，如果钓到

“标鱼”，就可以按照不同的标记兑
换3万至5万元的现金奖励。

“赌钓”背后套路多

“钓标”活动在短视频平台上有
较大流量。在一条网民发布的“钓
标”短视频中，钓场 4个小时收费
1180元，钓到“标鱼”最低奖励1000
元，最高则达16.8万元，需先进行钓
位抽签。这条短视频获得20多万点
赞，评论近万条。

记者调查了解到，“钓标”活动
看似靠的是钓客技术、运气，谁能钓
上谁是赢家，其实钓场经营者作为

“庄家”，暗中设置了种种套路。
办案民警说，有的钓场老板会先

录制一段放“标鱼”入塘的视频广撒
“英雄帖”，转身就将高标金的“标鱼”
捞上来，钓客实际上根本没有机会钓
到那些天价“标鱼”。有的钓场会一早
就把鱼喂饱，又限定客人钓鱼时只能
使用钓场提供的鱼饵，或者通过抽签
来确定钓鱼位置，以此增加钓鱼难度。

此外，有的钓场用扎带反扣鱼
标，导致鱼标易脱落；有的甚至使用
水溶性扎带，这种扎带在水中几个
小时会自动溶解脱落。

在一家销售水溶性扎带的淘宝
店中，店主打出“2小时断开”“6小时
完全溶解”的广告语；扎带单价42元
一根，“环保材料”制作，起到“临时
性捆扎锁扣作用”，月销超50个。类
似店铺在电商平台上较为多见。

陈启美说：“那些抱着以小博大
的心理、想试试手气的垂钓者，往往
会一无所获。”有媒体报道称，有钓客
3个月里输光了为数不多的积蓄，甚
至有人“刷爆”信用卡；与此同时，有
的钓场老板仅4小时即进账数万元。

今年4月，武汉黄陂警方端掉一
个组织多人竞钓“标鱼”赌博的窝
点，现场抓获86人，查获赌资10万
余元。嫌疑人郑某在鱼塘投放高价

“标鱼”，赌客交纳2480元入场费后，
钓中“标鱼”可获得相应奖励，单条
金额最高达60万元。郑某交代，60
万元的“标鱼”仅仅是噱头；每天能
钓上“标鱼”的人数最多五六人，大
部分赌客都血本无归。

加强宣传警示，防范新型赌博

“十赌十输。‘赌钓’不仅会影响
社会风气，还会败坏垂钓运动的名
声，于情、于理、于法皆不容。”陈启美
呼吁，钓鱼爱好者应警惕赌博的“鱼
钩”，不要成为被人钓起的那条“鱼”。

多位受访者认为，应进一步完
善相关监管治理规则，加强宣传警
示工作，引导广大钓鱼爱好者抵制
赌博，不参与“赌钓”活动。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
海表示，相关部门宜加强对各种新
型赌博现象的研究，进一步厘清娱
乐与赌博边界，严厉打击违法违规
行为。

北京奥肯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
李传文建议，对可能涉及竞标赌博的
工具，要加强对相关企业生产、流通
情况的监管，电商平台等应对相关产
品的销售情况给予关注和规范。短
视频平台等要压实主体责任，警惕
可能涉及赌博宣传的“钓标”视频在
网上流传产生不良导向。

新华社记者孙飞

钓场经营者暗中设置了种种套路

“赌钓”乱象调查
“在这个池塘里，钓到这条鱼可兑换30万元。”广东省东

莞市一家钓场发布的一条短视频，吸引了不少人前来钓鱼。
但很多人在交了不菲的入场费后，血本无归。

近年来，一些地方的钓场频现天价“钓标”乱象——钓客
在规定时间内钓到做了记号的“标鱼”，可获巨额奖励，有的

“标鱼”奖励高达60万元。这是“钓鱼”还是“赌博”？记者对
相关现象进行了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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