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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威海

主打

打打车车软软件件火火了了，，““招招手手停停””难难了了
用软件的司机和年轻乘客方便了，“招手”的乘客不方便了，它对出租车业的影响才刚刚开始

今年1月，“嘀嘀打车”和“快的打车”两大打车软件，先后以“补钱”方式插足公共出租汽车服务业。其实，它们背后的““大鳄”意不在此，他
们盯上的是公众选择支付宝还是微信支付的消费习惯，以及由此带来的资金流。

持续一个多月的“你坐车，我给钱，你拉客，我也给钱”，两大软件赚足“眼球”，开始见好就收，10日零时起，“嘀嘀打车”对乘客的奖励已
降至5元每次。背负商业远谋的打车软件插足威海公共出租汽车服务业，时间不长，却已造成“有人欢喜有人忧”的传统出租租服务市场分化，
居民习惯的“招手停”难了。

扬这种商业“神器”之长，避对本该无差别公共出租服务的“挑肥拣瘦”，这一公共事务治理的考卷才刚铺开。

2月10日，原定停止“立减10
元”的“嘀嘀打车”以补贴减半形
式开始了新一轮优惠。优惠虽有
但明显“缩水”，出租车司机和乘
客的返现金额折半，即使用微信
支付，给司机5元奖励，每天也最
多5笔，乘客车费减5元，每天也
最多3笔。

“快的打车”优惠依然，且比
“嘀嘀打车”更优惠，迅速抢占市
场份额。1月22日开始，“快的打
车”和支付宝联合投入5亿元。出
租车司机每次用支付宝成功收
车费后，就能再收入15元，同时，
用支付宝付车费的乘客将获得
每天两次10元的返现优惠。

谁都跟钱没有仇，乘客和出
租车司机的小算盘打得更快。

“10日就开始用‘快的打车’了，
它的优惠大。”市民马先生先用
了“嘀嘀打车”，虽已习惯，但“快
的”那实实在在的利益使他转向

“快的打车”，“对咱老百姓来说，
哪个优惠多就用哪个”。

和乘客态度一样，出租车
司机也“变了脸”，纷纷开始安
装“快的”软件。的哥张师傅和
老婆用一辆车，手机都安装下
载了快的软件，“快的打车”每
天前5单都有15元奖励，自家每
天多进账150元。张师傅说，“嘀
嘀”的优惠折半后，使用的乘客

明显减少，“从10日下午开始，
高区几乎没乘客用‘嘀嘀’，只
有市中心还有少数人用，一天
下来只做了5单，仅是平日的零
头”。

截至2月11日，市区注册使
用“嘀嘀打车”软件的出租车司
机超过3000人，按照一台车注
册3名司机，市区已有1000余出
租车安了“嘀嘀打车”，而威海
市区的出租车是1500辆左右。

与“嘀嘀打车”的自助注册
不同，安装使用“快的打车”软
件，出租车司机必须经过严格
的审核，司机须提交姓名、电
话、公司、资格证号和车牌号并

上传监督证件，通过系统审核
通过后才能接单。11日，记者来
到位于万家疃的“快的打车”注
册服务点，看到三四十名出租
车司机正在等待办理注册申
请，两名工作人员正忙活着帮
出租车司机安软件、绑定支付
宝账号。“年前就推出优惠活
动，但最近几天来注册的出租
车司机暴增。”工作人员吴先生
介绍，现在每天能接待200多位
出租车司机。

截至 2月 11日，市区已有
1000余名出租车司机注册使用
“快的打车”软件，其中部分为
“嘀嘀打车”用户。

“嘀嘀”PK“快的”>> 实惠都是暂时 百姓：眼前哪个实惠就用那个

12日上午，北洋大厦公交
站点，市民吴先生抱着一堆材
料挤上公交车，“等了十几分
钟，过去了十几辆空出租车，没
一辆停的。”吴先生很生气，他
认为出租车空车拒载违规。

感觉到这种不便的不止一
人。大年三十晚上，市民孙女士
等了30多分钟，也没打上一辆

出租车，最后和别人拼车绕了
大圈才回到家。

为多挣钱，出租车司机安
了打车软件，也就有了比较挑
客的平台。“起步价内，用软件
抢单至少能挣10块钱，正常招
手上客只能赚7块”，11日，一刚
刚注册“快的打车”软件的出租
车司机，直接拒载一欲从万家

疃小区到小商品批发市场的招
手乘客，“积极”转战软件抢单
拉客。

出租车司机孙师傅认为，
打车软件让出租车空车率降
低，少跑冤枉路，但也有弊端，

“抢单后，路上有招手的乘客也
不能拉，否则就算违约”，一旦
订单乘客投诉，补贴就没了，显

然，他第一考虑的是多
挣补贴，不是招收乘
客。

的哥张大勇认为，

打车软件似乎在一定程度上是
为年轻人“量身定做”，“用软件
打车的基本上都是二三十岁的
年轻人，年纪大一点的根本就
不会用。”他说，自从用打车软
件抢单以来，他搭载的基本上
都是年轻人。这样一来，不安装
打车软件的尤其是老年人，就
很难打车，因为很多出租车不
再“招手即停”。

“优惠活动结束后，我还会
继续使用打车软件接单。”的哥
徐师傅称。

不该有的后果>> 空车也不停 司机：难道它为年轻人“量身定做”？

本报记者 孙丽娟 王震

11日11时许，在万家
疃某联通营业厅，几十名
司机排队申请安装“快的”
打车软件。作为公共交通
服务的提供者，出租车司
机们热衷这一“神器”的背
后，必然有着诸多即期和
远期的利益考量，而这种
考量，关乎每一个居民的
切身利益。

记者 王震 摄

两款打车软件在付费程序
设置上，都有“小费”这一操作功
能模块。

“嘀嘀打车”设置了“5元”、
“ 10元”、“ 20元”三档，“快的打
车”则设置了底限5元、上限为50

元的十个选项，5元递增。
打车软件该不该设“小费”

功能，是否应该通过行业监管部
门？这一“小费”是否违背出租车
服务定价必须接受听证、接受外
部监管的公共服务产品定价原
则，它到底会在未来演化成什
么？市民质疑挺多。

反对支付小费的市民认为，
出租车作为公共事业，不同于一
般商业服务，它是城市公共交通
的一部分。它的价格构成必须经
过听证等程序，那种“价高者得”
的纯粹商业原则不适用，“小费”
恰恰为“价高者得”开了后门，这
已为目前出现的“招手停难”现
象变相印证。

更多的市民的担心，“小费”
程序的安装变相为出租车司机
挑客、变相涨价提供了貌似双方
意思自治的商业性平台，一旦付
小费成了风气，不付小费就很难
打上车。在一定程度上，乘客对
于小费的支付能力成了他们能
否取得出租服务的筹码，“谁出
的小费多，谁就能最先打上车”，
这完全违背“服务必须无差别、
就近对待的”出租车运营法则。

支持付小费的市民认为，这
是乘客自愿行为，给自己便利，
多花钱也是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记者了解到，到目前为止，
愿意支付小费的乘客非常少。

“使用‘嘀嘀’20多天，一共就收
到 3笔小费，其中最高一笔是 20

元，因为是空车跑到合庆山庄那
边拉的客。”的哥刘师傅坦言，没
有特殊情况，一般人不会加小
费，与大城市相比，威海出租车

“够用”，除偏远地段、交通高峰
期存在短时、局部打车难，一般
情况下还是空车多。

值得关注的

“小费”选择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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