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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GB 17761—2018)实施一年后，中国城市道路电动自行车交通

安全形势依然十分严峻。基于近年全国城市道路电动自行车、自行车以及共享单车等交通方式的交

通事故数据，从电动自行车整体交通安全形势，事故量与保有量、区域的关系，交通事故时空分布

特征，事故伤亡人员的人数变化、受伤部位以及年龄等方面总结电动自行车的交通事故特征。探究

造成电动自行车交通事故以及死亡事故的主要成因，包括未按规定让行、违反交通信号通行、逆

行、酒后驾驶等。最后，分别从骑行者安全教育、法律法规、车辆管理、执法、道路管理等多角度

提出改善电动自行车交通安全与交通秩序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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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raffic safety issues of electric bicycles on urban roads in China remains significant after the

Safety Technical Specification for Electric Bicycle (GB 17761—2018) has been implemented for one

year. Based on recent traffic accident data of electric bicycles, regular bicycles, and shared bikes on ur-

ban roads in China,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raffic accidents of electric bicycles

from several perspectives: general traffic safety situation of electric bicycl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number of accidents and the ownership or locations, the spatial/tempor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

tics of traffic accidents, changes in the number of injuries and deaths from accidents, injured body re-

gions and age of victims. The paper includes discussion of major causes of non- fatal and fatal acci-

dents associated with electric bicycles, such as failing to yield to cyclists, passing through in violation

of traffic signals, traveling on the wrong side of roads, and driving under the influence. Finally, the pa-

per provides suggestions to improve traffic safety and operation of electric bicycles with respect to cy-

clists' safety education, laws and regulations, vehicles management, enforcement, and road manage-

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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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引言引言

随着城市交通拥堵加剧，电动自行车作

为一种便捷、灵活的短距离出行方式深受人

们喜爱。根据中国自行车协会数据，近年

来，中国电动自行车年销量超过 3 000 万

辆，社会保有量接近 3亿辆。然而，电动自

行车在为人们出行提供便利的同时也给城市

道路的交通安全带来挑战，根据公安部数

据，2018—2020年全国城市道路电动自行车

交通事故共造成 7 642人死亡、66 861人受

伤、直接财产损失达 1.2亿元。鉴于中国电

城市电动自行车交通安全发展趋势及应对策略城市电动自行车交通安全发展趋势及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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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2016—2020年不同交通方式事故年平均增长率

Fig.1 Annual average growth rate of accidents associated with different travel

modes from 2016 to 2020

资料来源：根据公安部交通管理局2016—2020年城市道路一般交通事故数据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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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非机动车为包含电动自行车、自行车在内的所有非机动车交通方式，机动车
为包含汽车、摩托车在内的所有机动车交通方式。

动自行车交通事故频繁、通行秩序差、超标

车多、使用不规范等突出问题，部分城市政

府明令禁止超标电动自行车上路行驶，引起

广大市民不满。

针对电动自行车交通安全问题与居民需

求的矛盾，近年来有学者对电动自行车开展

交通安全特性以及管理对策研究：王卫杰

等[1]、秦月等[2]分别运用二项Logit模型与广

义有序Logit模型探究电动自行车驾驶人在

电动自行车与机动车碰撞事故中伤害程度

的潜在影响因素；吴剑雄等 [3]、马社强等 [4]

分析合肥、北京电动自行车事故情况及管

理方面存在的缺陷，并针对问题提出对策；

S. Haustein等[5]使用回归分析对丹麦685名电

动自行车使用者的调查数据进行处理，证明

了电动自行车驾驶人在骑行时能够感知到的

安全性以及在参与安全关键事件时，其骑行

方式和态度起着重要作用。为提高电动自行

车的安全性，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积

极修订并实施《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

(GB 17761—2018)(以下简称“新国标”)，对

电动自行车的重量、车速等进行约束，并对技

术标准提出强制性规定，以保障其安全性能。

虽然目前对电动自行车的交通安全特性

和管理研究较多，但其事故数据主要集中于

“新国标”实施之前。“新国标”实施后中国

电动自行车的管理进入了新的阶段，也将面

临新的难题。因此，本文试图通过分析近两

年电动自行车事故数据，将电动自行车交通

事故与其他交通方式进行对比，探究电动自

行车交通事故特征及其成因，最后提出管理

建议。

11 城市道路电动自行车交通事故特征城市道路电动自行车交通事故特征

城市道路上，电动自行车成为仅次于小

型客车、摩托车，排名第三的交通事故肇事

方式。近年来，电动自行车肇事导致的交通

事故在城市道路交通事故总量中约占 10%，

相当于每10起城市道路交通事故中有1起是

电动自行车肇事导致的，也是自行车交通事

故量的8倍。

1） 电动自行车交通事故连续 5 年出现

增长。

城市道路非机动车交通事故在事故总量

中的占比虽然不足两成，但其近五年交通事

故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6.03%，远超机动车

的 3.76%。而超过 75%的非机动车交通事故

是电动自行车交通事故。同时，电动自行车

交通事故不仅连续 5年(2016—2020年)出现

增长，且增长幅度较大，其年平均增长率高

达17.17%，远超其他交通方式(见图1)。

2）华东、华南地区电动自行车交通事

故量较大。

2020年，华东、华南地区发生的城市电

动自行车交通事故均超过 3 000起，分别占

全国城市电动自行车交通事故总量的 30.6%

和23.7%(见图2)。全国城市超过50%的电动

自行车交通事故集中在华东、华南地区，这

与其地理条件以及电动自行车保有量较大相

关。2020年，广西、河南、浙江三个省级行

政区电动自行车交通事故量排名前三，分别

占全国的10.4%，8.6%和8.4%，三地的电动

自行车保有量均位居全国前列。同时，广

东、湖北、江苏、山东、安徽等电动自行车

保有量大省的城市电动自行车年交通事故量

也超过了800起。

值得关注的是，上海市电动自行车保有

量已达到 1 158 万辆，与四川、安徽相当，

但其交通事故量仅是四川的1/3、安徽的1/7。

这体现出电动自行车交通事故量与其保有量

之间没有必然关联，在道路骑行环境、基础

设施较好，执法严格的城市，虽然电动自行

车数量较多，但其通行秩序、通行安全仍相

对较好。反之，在一些电动自行车交通安全

状况与通行秩序已较为棘手的城市中，电动

自行车数量的快速增长无疑会增加城市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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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隐患。

3）电动自行车交通事故集中在通勤出

行高峰时段。

结合 2010—2020 年城市非机动车交通

事故时段分布(见图 3)，可以看出城市电动

自行车交通事故集中在两个时段，8.40%发

生在 7:00—8:00，14.4%发生在 17:00—19:00。

与自行车、共享单车以及其他非机动车相

比，电动自行车交通事故的高发时段呈现以

下特点：①早上电动自行车交通事故高发时

段持续时长较短，而 14.8%的自行车交通

事故、16.1%的共享单车交通事故发生在

7:00—9:00，比电动自行车延长1 h。②其他

非机动车早晚事故高发时段的事故量基本一

致，而电动自行车事故高发时段事故量晚上

少于早上。③从交通事故时间分布规律看，

电动自行车交通事故高发时段与城市通勤高

峰时段相重叠，体现出电动自行车主要承载

市民通勤服务需求。

4）电动自行车交通事故多发于机动车道。

电动自行车虽然是非机动车，但是其交

通事故却主要发生在机动车道上，达到事故

总量的 51.46%(见图 4)。电动自行车交通事

故死亡人数中有60.35%集中于机动车道，而

其非机动车道上死亡人数仅占总死亡人数的

15.40%，显示出电动自行车在机动车道上发

生死亡事故的概率远高于其他道路。

探究其背后的原因不难发现，电动自行

车交通事故及高死亡比例多发生在机动车道

上与骑行者自身违法行为多发以及电动自行

车行驶环境受限有关。一方面，电动自行车

行驶时不按规定让行机动车①，或是在交叉

口时跟随机动车交通信号通行均会加大其与

机动车碰撞的概率进而造成伤亡事故。2020

年电动自行车未按规定让行、违反交通信号

是造成交通事故的前两大原因，占比均超过

16%。另一方面，随着城市发展速度加快，

大部分城市改扩建城市道路，但非机动交通

基础设施建设远远跟不上道路交通发展的需

求，突出表现是缺乏非机动车道或非机动车

道不连续、宽度不足，同时针对非机动车交

通的标志、标线、安全设施严重缺失，迫使

电动自行车只能上机动车道与机动车混行，

易发生交通事故。

22 电动自行车骑行者伤亡特征电动自行车骑行者伤亡特征

1）电动自行车死亡人数近 10年首次出

现下降。

电动自行车骑行者是城市道路交通事故

图2 2020年全国各区域城市电动自行车交通事故占比分布

Fig.2 Regional distribution of electric bicycle accidents in cities of China in 2020

资料来源：根据公安部交通管理局2020年城市道路一般交通事故数据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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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2010—2020年城市非机动车交通事故时段分布

Fig.3 Time period distribution of non-motorized traffic accidents in cities from 2010 to 2020

资料来源：根据公安部交通管理局2010—2020年城市道路一般交通事故数据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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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2010—2020年城市道路电动自行车交通事故发生位置分布

Fig.4 Locations of electric bicycle accidents on urban roadways from 2010 to 2020

资料来源：根据公安部交通管理局2010—2020年城市道路一般交通事故数据绘制。

最主要的受伤害群体，其死亡比例与死亡人

数增长率远高于其他非机动交通方式。研究

表明，2016年电动自行车死亡事故中因颅脑

损伤致死的比例最高[6]。同时经验证，未佩

戴头盔这一行为虽不会对事故率产生直接影

响，但却能深刻影响事故中电动自行车骑行

者的受伤程度和死亡率[7]。因此，2020年公

安交管部门开始在全国推行“一盔一带”安

全守护行动，规定电动自行车骑行者佩戴安

全头盔，并取得良好效果。2020年电动自行

车骑行者因头部损伤致死的比例与 2016年

相比下降了 15个百分点，同时 2020年电动

自行车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出现了近 10年的

首次下降，下降比例达到2%(见图5)。

2）近 30%的电动自行车伤亡事故造成

骑行者多部位受伤。

电动自行车伤亡事故中骑行者多部位受

伤、头部受伤以及下肢受伤较多，其中多部

位受伤占比最高，达到28.67%，头部受伤与

下肢受伤分别占 23.93%和 20.99%，其他部

位受伤占比相对较低(见图 6)。这与电动自

行车的车型条件相关。电动自行车普遍没有

设置防护罩板，在电动自行车与其他车辆发

生碰撞时，电动自行车因自身稳定性不足容

易发生侧翻，加之骑行者因缺少防护装置的

缓冲，在摔倒时容易造成多部位受伤。

3）电动自行车伤亡事故多集中于中老

年人。

电动自行车事故的伤亡群体与自行车相

似，主要集中于中老年人，51~60岁人群伤

亡数量最大，占24.5%；其次是60岁以上及

41~50 岁人群，占比分别为 20.6%和 20.3%

(见图 7)。而共享单车事故伤亡人员的年龄

分布则较为平均。

中老年人占电动自行车伤亡事故比例较

高的原因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中老

年人骑行电动自行车较多[6]。因为电动自行

车出行方便，骑行门槛低，价格低廉，能够

满足中老年人短距离出行需求。另一方面，

由于老年人反应速度慢、视力范围受限、操

作能力不强等原因，使其对安全风险感知不

敏锐、对采取应急处置措施不迅速。

33 电动自行车交通事故成因分析电动自行车交通事故成因分析

1）骑行者未按规定让行、违反交通信

号通行、逆行等交通违法行为是主要事故

成因。

2018—2020年，电动自行车交通事故原

因与自行车、共享单车等其他非机动车相

似，未按规定让行、违反交通信号、逆行等

交通违法行为较为突出，导致的事故占比分

别为16.22%，15.72%，14.13%(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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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2010—2020年城市电动自行车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变化

Fig.5 Changes in the number of deaths from electric bicycle accidents

in cities from 2010 to 2020

资料来源：根据公安部交通管理局2010—2020年城市道路一般交通事故数据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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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6 Distribution of injured body regions of victims from electric bicycle

accidents in cities in 2020

资料来源：根据公安部交通管理局2020年城市道路一般交通事故数据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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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进一步看，缺乏对骑行者交通法规以

及驾驶技术培训，导致了电动自行车骑行安

全问题突出。相对机动车，电动自行车骑行

者没有驾驶资格的约束。由于没有经过专门

的交通法规以及交通安全教育，骑行者交通

安全意识淡薄，文明出行观念不强。因此在

遇到应由“电动自行车让行”的情况时，骑

行者容易因缺乏法规培训、安全意识淡薄而

出现违法行为并引起事故。骑行者不能正确

理解和掌握电动自行车的特性，在道路上违

规操作，不仅危害骑行者的安全，也给道路

上其他交通参与者的生命财产带来危险。

同时，非机动车道设计不合理、后期缺

乏有效管理等也影响了电动自行车的骑行安

全。近年来虽然各城市开始意识到非机动车

道的重要性，但又出现了新的问题，例如部

分城市非机动车道进出口间隔过长、交叉口

缺少过街设施。骑行者过街或驶出非机动车

道经常需多绕行上百米的距离，为节约时

间，部分骑行者选择逆行。部分城市虽然设

置了非机动车道，但由于后期缺乏管理，非

机动车道被机动车停车占用，使非机动车道

沦为“路内停车带”，导致电动自行车被迫

占用机动车道行驶。

最后，超标车辆同样也为骑行者违法驾

驶带来机会。“新国标”要求电动自行车最

高设计速度不超过25 km·h-1，而超标车辆最

高速度可以达到40 km·h-1。过高的设计速度

在一定限度上降低了超标电动自行车骑行者

对车速差的感知，使骑行者形成能与机动车

“并驾齐驱”的错觉，最终造成骑行者超速

行驶甚至违法占用机动车道行驶。

2）骑行者违反交通信号、未按规定让

行、酒后驾驶是死亡事故主要成因。

从 2018—2020 年电动自行车死亡事故

发生的主要因素来看，违反交通信号、未按

规定让行、酒后驾驶是导致驾驶人死亡的主

要原因。未按规定让行、违反交通信号导致

的死亡事故分别占 16.76%和 17.25%。酒后

驾驶造成电动自行车的交通事故比例虽然不

足 6%，但其导致死亡事故的比例却高达

10.79%，是造成死亡事故的第三大违法成因

(见图8)。

深入来看，目前中国对非机动车酒后驾

驶的检查与处罚力度与机动车相比相差甚

远；对电动自行车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较

小，部分处罚条款与违法行为的严重性不匹

配，没有扣留车辆等强制措施。而地方性法

规又无法设定强制措施，仅靠几十元的罚款

金额对部分骑行者无法起到震慑作用。

44 对策建议对策建议

基于前文对电动自行车交通事故特征及

其成因的分析，不难发现解决电动自行车安

全问题的关键在于骑行者和各部门的共同

努力。

1）加强交通安全宣传教育与驾驶技能

培训，强化骑行安全意识。

表1 2018—2020年城市3类非机动车交通方式事故违法成因前10位分布

Tab.1 Top 10 illegal factors of accidents of three travel modes in cities from

2018 to 2020

序
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电动自行车

违法成因

未按规定让行

违反交通信号

逆行

违法占道行驶 1)

酒后驾驶

超速行驶

违法上道路行驶 2)

违法超车

违法抢行

违法装卸

比例/%

16.22

15.72

14.13

11.26

5.71

4.31

4.05

3.52

1.52

0.49

自行车

违法成因

违反交通信号

未按规定让行

逆行

违法占道行驶 1)

违法抢行

违法上道路行驶 2)

违法超车

酒后驾驶

超速行驶

违法装卸

比例/%

19.08

17.18

16.72

10.43

3.90

1.56

1.54

1.50

0.72

0.24

共享单车

违法成因

逆行

违反交通信号

违法占道行驶 1)

未按规定让行

酒后驾驶

违法上道路行驶 2)

违法超车

违法抢行

超速行驶

违法装卸

比例/%

21.83

19.80

12.94

8.63

4.79

2.79

2.28

2.54

1.27

0.55

1)违法占道行驶指非机动车在允许其使用的道路上违法占用其他车道行驶，例如
违法占用机动车道、人行道；2)违法上道路行驶包含两种情况：一是非机动车自
身不符合规定，例如超标电动自行车；二是非机动车行驶的道路类型不符合规
定，例如非机动车在高速公路、快速路等非机动车禁止使用的道路类型上行驶。
资料来源：根据公安部交通管理局2018—2020年城市道路一般交通事故数据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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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2020年城市3类非机动车交通方式事故伤亡人员年龄分布

Fig.7 Age distribution of injured victims and fatalities from accidents

of three non-motorized travel modes in cities in 2020

资料来源：根据公安部交通管理局2020年城市道路一般交通事故数据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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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广播、互联网等媒介加大对电动自

行车骑行者的交通安全宣传教育，以群众易

于、乐于接受的形式让交通安全意识深植心

中，提高群众懂法、守法的自觉性和主动

性。同时建议相关部门结合电动自行车交通

事故案例以及突出违法行为，开发线上培训

课程，加强对骑行者交通法规和驾驶技能培

训，并举行线上考试，有条件的城市可考虑

在为车辆登记上牌时进行线下技能考试。

2） 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提高违法成

本，加强保护措施。

建立交通违法信息通报机制，将电动自

行车严重违法行为纳入信用登记和社会福利

管理系统内，通过实施联合惩戒等方式提高

交通违法成本，进一步促进骑行者规范骑

行。出台相关规定强制骑行者佩戴安全头

盔，在进行事故认定时，因未戴头盔加重交

通事故伤亡情况的，骑行者应承担相应责任。

3）加强车辆源头管理，保障电动自行

车安全性能。

一方面，建议各地公安部门与市场监

管、工信部门等进行配合，严厉打击违规生

产超标电动自行车企业，交通事故调查时追

查超标电动自行车源头，对其生产企业采取

吊销营业执照或查封等处罚。同时加强对电

动自行车检测机构的资质认定。另一方面，

建议社区对电动自行车设置年检制度，进行

定期安全检查，保障车辆安全性能。

4）政企合作，加大执法力度和精度。

建议交通管理部门与科技公司进行合

作，创新实施非现场监管模式。例如依托射

频识别技术 (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

RFID)，通过在城市内重要道路交叉口、路

段建设RFID外场采集设备，甄别、录入交

通违法行为，完善非机动车非现场执法体系

建设。

建议结合电动自行车交通事故的高发时

段合理调配交通管理部门的路面勤务执法人

员，在 7:00—8:00 以及 17:00—19:00 两个时

段增派辅警、加大执法力度。同时加强对骑

行者未按规定让行、违反交通信号、逆行等

突出违法行为的查处。

5）保障非机动车路权，规范通行秩序。

机动车道是电动自行车交通事故的高发

地点，且多数城市存在缺少非机动车道或非

机动车道管理松懈等问题。因此建议相关部

门提高电动自行车路权意识，在设置非机动

车道时既要考虑电动自行车骑行者的安全，

又要兼顾其通行的便利性。一方面，要在道

路上保障电动自行车的通行空间，并用隔离

栏或绿化带与机动车道进行分隔，条件有限

的道路也应通过标志、标线明确电动自行车

通行区域，减少机非冲突。另一方面，对于

道路交叉口间距过长的路段，在设置隔离设

施时考虑预留一定的路段过街设施，方便

骑行者进出非机动车道，减少骑行者的逆行

行为。

55 结语结语

“新国标”时隔 19年的修订以及“一盔

一带”安全守护行动体现了近年来国家对电

动自行车交通安全的关注。本文从电动自行

车交通事故出发，结合 2010—2020 年电动

自行车交通事故数据，汇总分析电动自行车

发展现状及事故成因，研究剖析电动自行车

交通事故特征及骑行者伤亡特征。根据数据

分析结果可以看出，“新国标”实施后的第

一年电动自行车交通安全形势并未得到有效

缓解，基于此，本文针对目前电动自行车发

展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针对性对策建议。

城市道路交通事故与人、车、路以及环

境存在密切关联，未来有待对道路、环境等

因素开展更系统的分析，例如研究单侧双向

非机动车道对电动自行车交通事故的影响、

“新国标”背景下不同城市的具体实施方案

对其事故的影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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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2018—2020年电动自行车交通事故与死亡事故原因分布

Fig.8 Causes of non-fatal and fatal electric bicycles accidents from 2018 to 2020

资料来源：根据公安部交通管理局2018—2020年城市道路一般交通事故数据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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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Notes: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

例》规定了非机动车应依法让行机动车的

几种情况：1)非机动车通过信号控制交叉口

转弯时应让直行的车辆、行人优先通行。

2)非机动车通过没有交通标志、标线控制的

交叉口时，应在交叉口外慢行或者停车瞭

望，让右方道路的来车先行；3)在没有信号

控制也没有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口，相对

方向行驶的右转弯的非机动车应让左转弯

的车辆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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