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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驾车人说话难，这是我在《现代司机报》主持“司驾热线”6年的深刻体会。
驾车人特别是职业司机，他们有话要说，但少有畅言的平台；他们有苦要诉，却难遇职业以外的知音
。
写这本书，就是想为他们说句话，就是想让各界朋友了解驾车人的苦衷，关注那些长年奔波在路上的
兄弟姐妹，促进用车、行车境况的改善，让司驾群体成为社会和谐的可靠链环。
　　20世纪90年代以前，“方向盘”曾是被人羡慕的职业。
那时，车少，能开车的少，司机掌握着供不应求的出行和运输工具，人们有求于司机的多。
而今，车如潮涌，驾驶员比比皆是，职业司机风光不再。
　　2003年，中国闹过一次“非典”，道路上消停了，有车族走不出本地，憋得难受。
但他们不知道，靠开车吃饭的许多大货车司机回不了家。
那时，不许他们进城、进村，没人让他们留宿。
他们只能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路上，在驾驶室里煎熬。
　　当时，报社的热线电话，接听到大量诉说，作了5期“谁来关心大货车司机”的专题报道。
我到北京五环以外的几处物流集散地采访，接触到许多大货车司机。
从事新闻工作20多年，我还是第一次真正了解这个群体。
　　我在采访中发现，职业司机的艰辛不仅仅在特殊时期，而是伴随着职业生涯。
他们从事着安全风险大的劳动，长年奔波在外。
他们遇到的难处与侵害远远多于其他群体。
　　无论是自驾车人还是职业司机，驾车出行遇到乱扣车、乱扣证、乱罚款、乱收费，往往处于弱势
地位。
人在路上，车在路上，不像在家那样有依靠，不像在家那样可以从容维权。
驾车出行，遇到抢劫、偷盗、泼皮要挟、无赖纠缠等无法预料的侵害，又难以及时求得援助。
　　特别是长年奔波在外的司机，即使为自己的权益申请复议或依法诉讼，在现实中也很难，不像“
坐地商”或者居民那样可以在家门口打官司。
他们的诉讼往往要到千里之外，要到被告家门口去申请。
哪怕是十天半月的等待，都是在背井离乡的境遇中煎熬。
司机打“道路官司”的难度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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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作者岱岩从事汽车与道路交通新闻报道十余年。
近六年一直主持“司驾热线”新闻栏目。
通过“热线”搜集了大量新闻线索。
经过艰难细致的调查采访，报道了各地驾车人特别是职业司机的反映，问题集中在用车、行车中的合
法权益被侵害。
作者对其中的典型案例进行了归纳整理，用事实说话，用法律分析解绎，为倡导道路交通和谐、倡导
公平正义作出了尝试。
    《为驾车人说话》全书26万字，图文并茂，收入典型案例近百件，分为14个部分，133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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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岱岩是我的笔名(请读者谅解)。
 
    1950年，生于北京。
 
    1968年，进北京汽车厂当工人。
 
    1971年，“支援三线”到陕西汽车厂，做过钳工、锻工。
 
    1979年，任厂报编辑，开始新闻生涯。
 
    1983年，进中国摄影家协会陕西分会。
后考入甘肃工业大学，专科毕业后任厂报总编。
 
    1993年，进中国汽车报社，任记者部主任。
取得主任编辑技术职称，并参加中央党校函授学习，本科毕业。
 
    2003年，加盟现代司机报社。
 
    1983年，漫画作品曾获陕西省首届漫画展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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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部分  谁还在实施公路“三乱”　一、“烟草检查”查车成瘾　  1.检疫器具只有一把刀　  2.纠风
部门作过调查处理　  3.上路查车成瘾，换个地点又设卡　二、拦路收税，司机被迫缴两次　  1.外县拦
路收税在前　  2.本市只认本地税单　  3.上级对拦路收税没表态　三、高速路上“过滤式”查车　  1.“
过滤”查车点都有“路托”　  2.“紧急公务”莫成常态　四、城管有权上路罚“超载”吗？
　  1.以“超重”为由罚钱　  2.城管执法权限有哪些？
　  3.谁能对“超载”执行处罚　五、城管罚“限行”比交警罚款高20倍　  1.罚3000元算是“照顾”　 
2.对东来的车，指证西边的标志　  3.限重4.5吨，长途货车都被卡住　六、城管拦路罚车，成地方特色
　  1.城管罚车，警察“调解”　  2.僵持两小时最终没罚　  3.城管罚“超重”事出有因　  4.法律与条
例，罚款相差百倍　七、工商拦路罚款，格式“笔录”设套　  1.拦车检查营业执照　  2.工商无权上路
查车　  3.没看清文件就找借口　  4.“笔录”设下的圈套　  5.圈套到底藏在哪儿　八、混淆概念，滥用
高额罚款项　  1.超车被罚2000元　  2.什么是“交通管制”　九、管得太宽，乘务“上岗”与运管何干
　  1.司机没乘务员证被罚款　  2.超范围“执法”，就是违法　十、谁在借“煤管站”敛钱　  1.新疆10
名司机的来信：　  2.投诉没有回音　  3.“煤管站”暴露3个问题第二部分  司机呼吁人性化管理　一
、B证被D证“吃”了　  1.有了摩托车就别开汽车　  2.问题在电脑，还是在人　二、不经意的疏忽就
被注销驾证　  1.媒体宣传偏重“不再年检”　  2.寥寥几字，非同小可　  3.老司机习惯“条形章”的被
动提醒　  4.不是处罚，却比处罚还冷酷　  5.“人性化”管理终于回返　三、更换驾驶证换丢了“饭碗
”　  1.司机轻信了“B1能开大货车”　  2.管理部门的解释　四、潜伏五年的信息，“出手”惊人　  1.
陈年老账堵了验车路　  2.在哪违章去哪清，难住车主　  3.“吊”着车主，两地扯皮　五、“复活”老
账找上无辜车主　  1.刘克峰的遭遇　  2.高长清的遭遇　六、违章信息网上“耍赖”，司机无奈　  1.两
次往返两地没解决　  2.经不起折腾，想重交罚款　  3.洛阳司机跑到河北c县洗“清白”　  4.开封司机
难往广州洗“清白”　  5.网络“过失”谁“埋单”　七、信息不报“家门”找谁处理自己猜　  1.我得
一段一段沿路打听　  2.数千公里路，让我去哪问　  3.“网迷”、“网赖”都让我赶上了　  4.执法信息
，别“玩帖子”　八、电子眼“露怯”，公信力降低　九、信息错录3字，司机枉费3000元　十、信息
“张冠李戴”司机被阻京门　十一、电子眼让“连坐”车主为难　十二、大上坡测低速，过一次罚一
次　  1.偷拍人利用地形罚款　  2.车属单位的质疑　  3.只偷拍不纠违，背离执法目的　十三、交警偷着
拍，司机轮番告　  1.先把限速降低，然后偷拍罚款　  2.限速半年官司多，被迫放宽10公里第三部分  
随意扣车扣证，让人无奈　一、陈世杰状告交警讨公正　  1.轻微事故被扣驾证18个月　  2.经济损失举
证难，一审败诉　  3.法院转交驾证，诉求失去了意义　  4.终审判决只获“说法”，未获赔偿　  5.行政
维权——司机的软肋　二、追尾事故调解不成，交警下狠招　  1.强拖两车，逼人“出血”　  2.步步“
就范”屈从签字　  3.“生米成熟饭”复议无门　  4.签字一定要慎重　三、路遇连环“扣”，安徽车被
困敦煌　  1.交警扣了行驶证、交通要查行驶证　  2.往返七百公里接受两头处理　四、指认“假车牌”
只为收罚款　五、怀疑假章，难为司机　  《关于坚决制止乱收费、乱罚款和各种摊派的决定》(摘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摘录)　  《机动车驾驶员交通违章记分办法》(摘录)　  《机动车
登记规定》(摘录)　  《道路交通违法信息系统使用暂行规定》(摘录)　  《110接处警工作规则》(摘
录)　  《关于进一步加强车辆超限超载集中治理工作的通知》(摘录)　  《关于加强治超站点管理规范
治超执法行为的通知》(摘录)　  1.交警扣了证，我能找谁开证明　  2.我若盖假章，真章往哪盖　六、
扣车7天，只为试一脚刹车　七、高速路上让司机徒步1.5公里接受处罚　  1.追堵处罚的过程　  2.执法
方式违规了　  3.当事交警受到处分第四部分  罚款心切，把手段当目的　一、开大货车未系安全带，
罚款无依据　二、清理法规滞后，给随意执法留空间　  1.“未填运单”成滥罚借口　  2.矛盾的规定长
期并存　三、牌照灯不亮扣“两证”，误船期让司机着急　  1.不交足罚款就扣证不还　  2.把《道路交
通法》第二十一条当成“筐”　  3.如此扣证，是刁难司机　四、罚“污牌”，不问情由　  1.车牌掉漆
，被罚款200元　  2.趁着路泥罚“污牌”　  3.有否“故意”是界定基础　五、不仅乱罚款，还要“追
车费”　六、刚停稳就被罚“违停”　  1.怀疑胎漏关照一眼，被罚200元　  2.停车换人驾驶，被罚200
　  3.“内急”停车，尚未解决被罚300元　  4.上前问路，被罚200元　  5.人在呢!不能罚　七、乱用票据
乱罚款，上级敷衍　八、休假封车误“季审”，罚款5000凭哪条　  1.车没上路先罚钱　  2.高额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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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划档次无细节　九、湿沙无扬撒也罚款　十、安装“防盗车牌架”，处罚规定在哪　十一、让司机
糊里糊涂被罚　  1.司机怎知那条路不让走　  2.吊后箱挡板违反了哪条规定　  3.车门没写吨位，处罚无
据　十二、认定违章、不沾边际　  1.把无关项按“外廓尺寸”罚款　  2.用作废法规罚钱　十三、遇到
交警没停车也要罚　十四、新规推行中，罚款抢在前　  1.无“记录仪”被罚　  2.罚款太提前了　  3.“
分步”有因　十五、“高效”罚款——不问情由第五部分  与行政权捆绑的乱收费　一、每项处罚都
收“考试费”　  1.未满12分，也不考试，凭何交费　  2.无颜面对，还是横眉冷对？
　二、声称“不强制”，不买就不行　  1.指定产品强卖司机　  2.投诉的结果让人糊涂　  3.管理方拒收
，却罚司机“滞纳”　三、管理站强卖“广告”灯标　  1.标志灯频繁更新，该谁“买单”　  2.质问者
被记下了车号　  3.不明不白的“公证费”　四、执法成本虚高，却让司机埋单　  1.交罚款还收“监控
费”　  2.罚违章还收照相费　五、屡被司机起诉、悄然终止学习费　  1.原来的规定　  2.法院对司机的
诉请不支持　  3.这一做法悄然终止　六、提前验了车，却收“延误费”　  1.检测合格不发证　  2.两诉
两败，的姐不服　  3.告状期间“逾期费”再翻番　  4.“逾期费”在公示手册中查不到　  5.谬在根基，
枉之千里　七、强收“登报费”，媒体与交警同遭指责　  1.处理违章先收“登报费”　  2.司机起诉当
地交警　  3.暴利高达25倍　  4.交警的“答复”回避了要害　八、换驾照，先交“伙食费”　九、借定
级年审敛钱，填证还要“手工费”　十、交警以权创收不避嫌第六部分  道路收费与赔偿的怪事　一
、站位巧设置，四百米路收5元　二、强收“超时费”，借机卖“证明”　  1.司机史亚平的经历　  2.
什么车25分钟能跑580公里　  3.山西是怎样“限时”　  4.具体条文难查到　  5.管理者有“福尔摩斯”
的想象力　  6.司机要求时间支配权　  7.按全程收费的机会更多了　三、大桥超标收费，找了哪些理由
　  1.规定50元，却收240元　  2.你说是“月票”他说是“统交”　  3.“统交”到底是对谁　四、“绿
色通道”成了摆设儿　  1.司机和三个收费站较真　  2.像我这样较真，司机难承受　五、利用磅秤误差
，套取高额“超重费”　  1.这个收费站称重实在高　  2.计量监督敷衍了事　六、撤了7个收费站，添
了9个代收点　  1.把“还贷”钱提前到高速路上收　  2.整合方案使收费“全覆盖”　  3.“整合”别再
弄玄虚　  4.弄钱不怕遭质疑　七、“整车装载”被歪曲为“必须没装满”　八、该拆的不拆、谁碰着
谁赔　  1.刮了收费亭，要价8万元　  2.“拆不拆不是我的事儿”　  3.国家规定限期拆除　  4.路方最终
收了5000元　九、定损夸大事实，道路无伤索赔1800元　  1.柑橘滚落面积都算“路损”　  2.“明细表
”不明细　十、掉落碎煤赔6000元，路政如何算计事故车　  1.掉落碎煤被指“污染路面”　  2.公路局
是怎样回复的　  3.在“模糊”项上要高价　  4.司机考察了修复状况　十一、“路损赔偿”猫腻在哪　
 1.空白笔录先签字　  2.碎撒面积随意定　  3.复核只依价格，不问事实　  4.路政人员行为谁来监督第七
部分  权力衍生的利益链　一、“交警拖车不收费”让人高兴早了　  1.能拖拽，非找吊车　  2.不需拖
拽，也收“清障”费　  3.指定天价拖车，事主无权选择　  4.事主知情权和选择权被剥夺　二、停车场
借势乱收费　  1.交警执法有“帮手”　  2.路上交罚款，还要到停车场绕一趟　  3.扣进“停车场”最少
交200元　三、交警找人撬车门，停车场收“开锁费”　四、路上查车，夺车开走，赚取“移动费”　
 1.三位司机的反映　  2.违规被曝光，检查站垫付了退款　  3.事隔半年，故技重演　五、延长扣车时间
，收费没谱不开票　  1.交完罚款还要扣车3天　  2.停车3天收500元不开票　  3.物价局斡旋，停车场退
了300元　  4.难解的“执法停车场”现象　六、为收拖车费，被追尾车也扣押　  .1.事故双方无争议，
交警硬要拖走车　  2.耽误了两班运营　  3.处理方式复杂化，图啥　七、交警找的拖车，收费比市价
高20倍　  1.拖“小面”8公里收2630元　  2.警方称，拖车费高与交警无关　  3.媒体曾报道：9公里
收1040元　  4.“权威”说法如隔靴搔痒　八、事故车遭遇警商利益链　  1.不花钱别想离开此地　  2.警
车拖车，汽修厂收钱　  3.交警“定损”，汽修厂收“鉴定费”　  4.公安部是怎样规定的一　九、探秘
扣车场——设陷阱“钓鱼”洗劫司机　  1.“欢迎”牌坊下的无助司机　  2.严密防范的“窝点”　  3.夜
幕下的“黑”交易　  4.没人敢在这里“奓毛”　  5.两小时“洗劫”数万元　  6.同一伙人的另一个扣车
场地　  7.司机被“钓鱼”的经过第八部分  如此“治超”难见效　一、有争议不让复秤，假卸载只为
收钱　二、重复处罚难纠正　  1.行驶92公里被罚三次　  2.三次重复罚款，只纠正一起　三、源头不控
制，中途找麻烦　  1.不称重就罚，想赶路就认罚　  2.先把空车证扣下，等着司机来超载　四、登记“
节外生枝”，空车也被罚　五、多装10公斤被罚1800　  1.不称货只推算　  2.实称货重只有1吨　六、
审批部门相互不认，超限许可谁说了算　  1.交警的“三超通行证”交通局不认　  2.交通局的“超限运
输证”交警不认　  3.处罚各方都有依据　  4.“一事两办”让司机糊涂　七、“超运证”一地一办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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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机　  1.省局的许可被阻在省界　  2.一站式办理难吗　八、办许可受尽磨难，往返千里未办成　  1.循
规蹈矩来申请　  2.受尽磨难没办成　  3.绕道北京才成行　  4.对审批机构有什么规定　九、后厢门敞开
半米，轿运车被按“超限”罚　  1.厢门没关严被测“超长”　  2.检查人员不让申辩　  3.“轿运车”上
路太难第九部分  是“超范围运营”还是超范围执法　一、把“包车”按“班线”罚　  1.扣车3天罚
款3万　  2.“结论”是怎样得出的　  3.认定无事实依据，引用条款无关　  4.复议超期，交通局不受理
　  5.判决结果——车队败诉　二、遇修路绕道被罚，交通局不问青红皂白　  1.绕行是迫不得已　  2.交
通局说：遇修路绕行，必须先申请　  3.交通局为何回避事实　三、棉包也算“危险品”　  1.警察非要
罚，运管不再干预　  2.搞不明白的“注释”　  3.审批者说，该办，但从没办过　四、开校车限50岁，
谁的主意　五、资格证填车型，给乱罚款预留空间　  1.超越职责的“设项”　  2.难舍的陈规旧律　六
、罚的哥“异地载客”没依据　  1.的哥被“钓鱼”，运管赔损失　  2.国家无此规定，地方无权擅定　
七、如临大敌，布控逮出租　  1.司机的投诉信　  2.申请复议未受理　  3.扣车难耐，的哥“认罚”　 
4.“被班线”有背景　  5.平衡利益不能暴力第十部分  认定“无证运输”被扩大化　一、运政不认可“
自用车”　  1.自用车哪有“非营运证”　  2.私家车何须办“运营”　  3.山高皇帝远，用权带偏见　二
、公路稽查堵了送车路　  1.带了点备件被指为“运营”　  2.交通局只究“态度”不究错误　三、自用
车拉自营商品算“运营”　四、找遍借口罚“危运”　  1.乘车的也要“押运证”　  2.听辩解，罚款又
出新理由　  3.被上级纠正才放车　五、乱罚“自用”车，歪理层出　  1.执法人说，皮卡都要办运营证
　  2.运管局说，不属于个人的车就是“运营”　  3.认定违法能“倒推”吗？
　六、私车接同事被罚，执法人如何取证　  1.在外企拿工资就涉嫌“黑出租”　  2.一趟趟上门遭拖延
　  3.让司机举证“不违法”，还要劳动合同　  4.听证不让证人说话　  5.笔录上的文字游戏　七、运管
和“路托”演双簧　  1.苗先生的诉说　  2.张先生和孙先生的诉说　  3.花店老板的诉说第十—部分  罚
“擅改”，认定太随意　一、指鹿为马滥罚无辜　  1.吉林司机彭振明的叙述　  2.运管所的反馈　  3.《
核查反馈》暴露的问题　  4.彭振明为何没起诉　  5.运管所的态度　  6.读者反映“幸亏我没去过那里”
　  7.改签“警告”仍留“杀机”　  8.事情并不简单　二、活动护栏又被指为“擅改”，司机被罚5000
元　三、被罚司机不服，交警让司机提供文件　四、测量基础不一，司机被罚8000元　  1.长度指挂车
还是全长　  2.不认罚就扣车，我耗不起　  3.生产厂说，12.46米只是挂车　  4.让司机兜底，公平吗　
五、敞开后厢也按“擅改”罚　六、不让改装，怎么拉猪　  1.不改栏板没办法，改了栏板屡遭罚　  2.
路上被罚扣，死了七头猪　  3.能否善待“拉猪车”　七、货车运液罐也算“擅改”　八、以“未出厂
就改型”为由罚司机　  1.不检测就罚“改型”　  2.司机撤诉运管变脸　  3.不是假证，何来“违法”　
 4.章法成了“橡皮筋”　九、乱罚轿运车，“官”比“吏”狠　十、合理设计不让用，“私改”定义
太宽泛　十一、合法超限却按“擅改”要罚5000元　  1.这么重的设备，能空架在栏板上吗　  2.是法规
有问题还是执法不实事求是　十二、仅凭焊痕就判“擅改”　十三、把副油箱按“擅改”罚　十四、
杂志一篇“问答”，被罚司机剧增　  1.急剧增多的罚“擅改”　  2.杂志的“解答”怎样说　  3.“可罚
”由法定，“不可罚”无须定　  4.“读者”也在说谎　十五、从地面量车高罚“擅改”第十二部分  
挂靠收编中的利益失衡　一、的哥被“霸王”合同套牢　  1.曾指望“背靠大树好乘凉”　  2.单方拟合
同强加“合作”者　  3.合同中的“权属”埋下后患　  4.原来是暗箱操作贷款购车　  5.合同双方权利与
义务严重失衡　  6.车辆故障频发甲方无忧乙方难耐　  7.的哥企盼讨公道　二、借“更新”来收编，权
利收益失公平　  1.质疑“公开信”，的哥讨究竟　  2.官商联手，频频变脸　  3.何来8500元的追“罚”
　  4.指责告状者“煽风点火”　  5.权力利益不可取　  6.经营资格被剥夺　三、公司易主交接漏洞，让
司机填窟窿　四、本地驾证不能驾驶外地车　  1.稽查发警告：再发现就要扣车　  2.辽宁怎样界定“外
挂车”　  3.司机抱怨多　五、外挂车“回家”难在何处　  1.福建省打“头炮”　  2.水往低处流，地方
利益失衡　  3.拿司机“开刀问罪”不公平　  4.执行中产生新的不和谐　  5.“治理外挂”谁捞钱　  6.
“费改税”快刀斩乱麻　六、司机掏钱给挂靠公司买车　  1.车丢了，挂靠公司不着急　  2.渐入陷阱的
“买”车过程　  3.花钱买车，却当不了“车主”　  4.更大的“陷阱”在前边　  5.挂靠猫腻中的“行为
链”　七、公司“代办”专找高价　  1.指定保险商，不服从者扣“油补”　  2.“代办”变成利益强权
　八、承包人被“霸王合同”坑了　  1.不开报废车，要扣“风险金”　  2.达到报废期，继续收“份钱
”　  3.“风险抵押”被偷换了概念第十三部分  司机求助难与告状难　一、被盗后死咬线索，报警却
屡遭冷遇　  1.遭遇“粘车”盗货，报警费尽周折　  2.事主无力控制“线索”　  3.巡警索要出车费，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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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里五元　  4.谁为司机保安宁　二、无故扣车一年，为讨说法花两万　  1.司机不慎，错示票证　  2.扣
车又添新“理由”　  3.两次庭审，9个月无果　  4.征稽局的强硬答复　  5.法官“斡旋”，交停车费结
案　三、为何拒收投诉信　  1.投诉信被拒收　  2.虱子多了不咬，投诉多了不愁　四、法无瑕疵，用有
偏颇，的哥起诉受挫　  1.运管拦路罚出租，被五位司机起诉　  2.“超范围运营”被滥用　  3.为了支持
运管所，法院用法走了形　  4.找不到“异地返程禁止揽客”的规定　  5.“法律援助”的对象变了　五
、不“放弃申诉”就拿不到处罚决定书　  1.投诉电话泄露“玄机”　  2.既想随意罚款，又想不担风险
　六、是否“闯灯”交警说了算　七、被罚“违停”，地方规定重于法　八、蹊跷的处罚和判决　  1.
因拒绝撤诉，罚款提高5倍　  2.两诉、两审、两结果　  3.对事实的诉辩　  4.八个滥“证据”，本是“
同根生”　  5.执法水平令人心寒附录  哪些法规涉及驾车人权益　一、治理公路三乱的有关规定　  《
关于禁止在公路上乱设站卡、乱罚款、乱收费的通知》(摘录)　  《关于认真贯彻执行(国务院关于禁
止在公路上乱设站卡、乱罚款、乱收费的通知)的通知》(摘录)　  《关于加大治理公路“三乱”督查
力度坚决遏制反弹现象的紧急通知》(摘录)　  《关于进一步做好治理公路三乱工作的通知》(摘录)　  
《关于取消公路基本无“三乱”地区资格的暂行办法》(摘录)　二、对交通警察执法行为的有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摘录)　  《交通警察道路执勤执法工作规范》(摘录)　  《关
于加强公安交通管理执法工作的通知》(摘录)　  《关于加强交警系统执法规范化建设的意见》(摘录)
　  《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摘录)　三、对路政和运管执法行为的有关规定　  《交
通行政执法监督规定》(摘录)　  《交通行政处罚程序规定》(摘录)　  《交通行政执法证件管理规定
》(摘录)　  交通行政执法检查行为规范(摘录)　  交通行政处罚行为规范(摘录)　  《交通行政执法文
书制作规范》(摘录)　  《关于2009年全国交通运输系统纠风工作的实施意见》(摘录)　四、对道路收
费行为的有关规定　  《关于治理向机动车辆乱收费和整顿道路站点有关问题的通知》(摘录)　  《收
费公路管理条例》(摘录)　  《全国高效率鲜活农产品流通“绿色通道”建设实施方案》(摘录)　  《关
于开通全国“五纵二横”鲜活农产品流通“绿色通道”网络的公告》(摘录)　  《关于进一步完善“五
纵二横”鲜活农产品流通绿色通道网络实现省际互通的通知》(摘录)　  《交通部关于进一步规范收费
公路管理工作的通知》(摘录)　  《关于公布取消公路养路费等涉及交通和车辆收费项目的通知》(摘
录)　  《关于2009年全国交通运输系统纠风工作的实施意见》(摘录)　五、涉及出租车司机权益的有关
规定　  《城市出租汽车管理办法》(摘录)　  《关于清理整顿城市出租汽车等公共客运交通的意见》(
摘录)　  《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出租汽车行业管理工作的意见》(摘录)　  《关于加强城市出租汽车管
理确保社会稳定的通知》(摘录)　  《关于进一步规范出租汽车行业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摘录)　六
、对其他管理和执法行为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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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4.终审判决只获“说法”，未获赔偿　　庭审后很长时间，中级法院才作出宣判，判定交警队“
以上诉人未参加学习即滞留、暂扣其驾驶证副证18个月之久没有法律依据，其行为违法。
原审判决对该行为认定确有不妥，表述不准确，但是，该行为在一审过程中，交警队已经进行了纠正
，将驾驶证还给上诉人。
但上诉人在一审中未能提交请求经济赔偿的证据，原审法院驳回诉请是正确的。
”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值得注意的是，判决书中另外提到：二审案件受理费400元由被告交警支队承担。
该字样引起人们热议。
人们习惯认为，输官司者掏受理费是常情。
或此案难以“输”、“赢”定论，或法官有恻隐之心？
　　关于一审败诉原因，义务代理律师分析说，行政赔偿诉讼中，确认行政行为违法是请求赔偿前提
。
法庭审理是由原告起诉启动的。
陈世杰的一审起诉，仅要求交警部门返还驾证和赔偿损失，忽略了最关键前提，没有要求法庭确认行
政行为违法。
而依据“不告不理”原则，法院不会主动确认行政行为违法。
　　关于二审败诉原因，代理律师说，因为律师介入此案已是二审，律师已无法对一审诉求的设定进
行变更，因此，二审法院最终维持一审法院判决结果。
　　假如陈世杰在起诉开始即提出确认被告行为违法，并能提供经济损失的证据，可能会有另一种结
果。
　　5.行政维权——司机的软肋　　陈世杰认为，二审法院对原审法院用法错误并未纠正，交警队违
法行政对其造成的经济损失事实存在，按行政诉讼法的规定，证据方式包括当事人的陈述，法庭应当
对他的陈述调查，未作调查就认定索赔请求无证据显然不公。
　　他向自治区高级法院申诉。
申诉两次被驳回后，他又提出第三次申诉。
并同时向市检察院提出申诉，请求对该案的审理进行司法监督。
但最终未胜诉。
　　⋯⋯

Page 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为驾车人说话>>

编辑推荐

　　驾车出行，遵章守法，依法维权，寻求公正，促建良好的交通软环境。
记者视角，道路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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