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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地使用无人机执法引争议

律宣传法法

舆舆 ·视点

茂名“民生与法治”
普法宣传活动举行

本报讯 2月27日上午，由茂名市委依法治

市办和普法办主办、茂名供电局承办的“民生与

法治”普法宣传活动举行。活动分为互动区、展

示区、咨询区三个区域。在互动区，供电局员工

以演讲和小品表演等形式，结合工作实际以案

说法，讲述供电人秉承“好心”精神服务，宣传茂

名供电局“8996”法治文化品牌。在展示区，供

电志愿者通过电流感应模型与群众互动，增强

群众安全用电的意识。在咨询区，供电法务人

员提供相关法律服务和法律指引。 （黄舒娴）

5G首次试水远程庭审
全国人大代表视察广州互联网法院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马大为 通讯员潘玲

娜 林北征）5G首次试水远程庭审。3月1日下

午，广州互联网法院法官胡剑敏对一起网络传

播权纠纷案公开审理并当庭达成调解协议：被

告同意支付原告赔偿款 1000 元。20 名全国人

大代表现场旁听。

长方形的法庭里，法官端坐审判台前，对面

是清晰的大屏幕，传统法庭的原告、被告席不见

了。屏幕里，当事人在法官引导下有序答辩、举

证、质证……基于 5G 网络的 4k 超高清音视频

传输实现三方信息同步。

据介绍，基于5G网络，互联网智慧法庭可确

保超高清晰的音视频传输，完成高质量庭审。

5G网络全新的加密技术，可使当事人隐私得到

更有效保障。此外，庭审采用智能语音识别技

术，形成“视频＋音频＋文字”多种媒体、实时同

步的智能记录体系，真正实现“无人智能记录”。

旁听结束后，代表们参观了诉讼服务大厅，

全天候自助立案云平台、导诉机器人引来围观，

还现场体验了“一键立案”“一键调解”“一键调

证”“一键审理”“一键送达”的线上诉讼服务系

统。“真的是实现了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甚

至不跑腿”“网络纠纷很多很新，新审判方式顺

应了时代发展，有助于安全、及时、有效保障维

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代表们纷纷点赞。

据了解，广州互联网法院自2018年9月28

日成立至今，审结案件 1575 宗，法官人均结案

93件。搭建了功能集成的网上诉讼平台，发布

了全国首个关于在线庭审规范化若干问题的规

定，探索涉互联网纠纷“一站式”解决模式，深入

司法审判与前沿科技全面融合，探索5G司法应

用场景，推进金融纠纷快立快审，不断积累技术

标准、诉讼规则、裁判规则、治理规则等方面的

“广州经验”。

梅州梅江区总工会
开展农民工法律服务行动

本报讯 3月1日，梅州梅江区总工会携手

工会律师团、梅州市法律援助中心深入梅江区

东升工业园区开展“尊法守法·携手筑梦”服务

农民工公益法律服务行动，为农民工提供法律

咨询，解决农民工权益维护问题。活动通过律

师现场解答、发放宣传资料等形式进行，引导农

民工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增强法律意识，以

理性合法的方式维护自身权益，督促企业经营

者依法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和谐稳

定。 （李俊博）

据了解，2013 年 11 月，中国民用

航空局下发了《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

系统驾驶管理暂行规定》。从2014年

8月起，我国已经开始对无人机驾驶人

和无人机培训机构颁发相应的执照。

3月1日，中国政法大学传播学研

究所副教授朱巍认为，无人机目前应

用广泛，使用无人机可能涉及隐私问

题，虽然是政府部门用于执法，但不少

市民仍担心，无人机的运用，对市民的

安全和隐私都有威胁。

朱巍认为，使用无人机抓拍违法

行为，同时存在风险。“有些无人机能

飞到三四百米，涉及航空问题，一旦发

生碰撞，非常危险。万一坠毁了，往地

上掉可能会砸到人。”朱巍还指出，无

人机受干扰很大，出现故障后，隐私安

全与技术安全可能无法保证，因此，他

表示，无人机的飞行要符合当地管控

制度。

此外，有业界人士指出，相对于目

前无人机市场的火热，无人机监管方面

还是远远不够的，政府应尽快明确相关

的执法机构和监管部门，只有这样才能

更好地保障市民的安全和隐私。

中国航空法律服务中心首席专家

张起淮表示，虽然此前有相关暂行管

理条例出台，但就目前国内无人机使

用现状而言，是远远不够的，比如生

产、销售的行业标准，以及监管、使用

规范等，不断有声音呼吁制定对无人

机的专项管理法规，“此外，无人机的

使用，还会受到空域管制、飞行禁区等

方面限制，全国尚无统一标准，已有办

法也待进一步明确、细化”。

（本报综合）

“开车还敢违停吗？连无人机都

加入抓拍违法行列了。”2月28日，一

则网帖热传，文中指出，仅今年2月，

广西南宁利用无人机，就查处了438

起违停。此外，山东济南、陕西宝鸡、

海南等多地也陆续将无人机应用到

了城市交通管理当中，对开车玩手

机、违停等行为进行抓拍。

有声音指出，执法中引入新科

技、新技术，体现执法部门创新，但

“执法覆盖面能否全域覆盖”“所拍画

面清晰度是否会对处罚判定产生影

响”“飞行过程中如何保障安全性”等

问题发了讨论。还有专家学者指出，

无人机航拍执法，还可能会侵犯到个

人隐私，无法做到安全、规范操作。

2 月 27 日，南宁市长虹站北三支

路口，显眼位置被竖起了“严禁停车”

的指示标志。一辆机动车因违停被正

在上空执法的无人机拍了个正着。

3月1日，记者从南宁交警部门证

实，前不久，该市首个无人机“邕城飞

鹰”小组正式入编南宁市公安局交警支

队七大队，抓拍违停、驾车拨打电话、不

系安全带、不礼让斑马线等违法行为。

记者从南宁交警部门获得的一份

文字材料显示，在2月份上千份“违停

罚单”中，交警七大队利用无人机，查

处机动车违法乱停438起。

3月1日，南宁一位车主蒋先生告

诉记者，自己就曾因无人机被开出过

违停罚单，“没看到贴条，就打电话咨

询，得知是无人机拍的”。

蒋先生对这样的执法方式表达了

自己的担忧，“拍得不清晰或者监控不

到的，岂不是就可以逃之夭夭，公平性

得维护住，才能让人信服”。

记者检索发现，无人机在全国各

地，正被政府部门越来越多地运用到

了执法领域。

济南主要是对司机开车玩手机、

打电话行为，进行抓拍。公开资料显

示，2018年7月31日上午7点，济南交

警队 4 架无人机首次亮相配合执法，

半小时内就抓拍到 5 起违法行为。

2019年2月2日，海南省公安厅交警总

队启用无人机开展空中巡逻执法，延

伸执法覆盖面，共计抓拍到 130 起交

通违法行为。2019 年 2 月 27 日 10 点

30分至11点，宝鸡交警启动无人机现

场抓拍违反限行规定车辆，半小时内

拍到4辆。

无人机被引入城市交通管理，新

执法手段受到关注的同时，也引发相

关讨论。受不同省区市空域限制政策

影响，执法覆盖面能否做到公平公正，

是否存在“执法盲区”，以及影像清晰

度是否会造成对执法结果的影响等，

均引发广泛讨论。

3月1日，南宁交警支队第七大队

工作人员就相关问题给出解答。

作为执法依据，画面清晰度能否

保证？南宁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七大队

李指导员介绍，无人机抓拍违停操作，

是在飞行时录一段视频作为证据，交

警再对视频进行截图，交通平台审核

通过后，才会录用作为证据。

第七大队一工作人员称，无人机

抓拍并非“一拍了事”，无人机传回的

数据，后台还将进行人工辨别，最大限

度减少误判率。从无人机拍摄的画

面，能清晰地看到违法乱停车辆的车

牌号。

无人机在执法时是否会受到限

制？李指导员称，确实存在一些禁飞

地区，如南宁市火车东站、飞机场和部

分党政机关，无人机到了禁飞区域，就

得飞回来。

“使用无人机抓拍取证的效果还

是比较好的，通过科技化手段，解决警

力不足的问题”，李指导员说，他们仍

在挖掘无人机的其他功能，“想将无人

机功能扩大化，如事故现场的处理，以

及今后与我们的分中心，实施远程监

控等。”

声音“利用无人机执法需警惕侵犯隐私”

追访 无人机抓拍的视频 需经平台审核通过

现象 多地将无人机运用到执法领域

■交警操作无人机进行拍摄 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