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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

代表车型：上海牌

20辆

200辆

1988年

1993年《济南市客运管理办法》实施

1997年

1999年

公司176家

15700辆

黄面的退市 停止新增运力

2002年红夏利退市

代表车型：红夏利

2007年“彩的”上街

代表车型：桑塔纳3000

2010年

公司36家

主城区

8043辆

全
市8990

辆

2014年

主城区

8500多辆

代表车型：黄面的

垄垄断断何何来来
从20年前的“满城尽是黄面的”，到现在对互联网专车的街谈巷议；从令人艳羡

的“万元职业”，到如今叫苦连天的辛苦活儿，社会大步前进，出租车行业再次走到改
革转型的十字路口。

出租车行业的垄断局面是如何一步步形成的？分蛋糕的主动权又是如何一次次
易手的？30年不长，却述尽出租车江湖的沉浮。

本报记者 王皇 本报见习记者 刘飞跃

至去年9月新增500辆出
租车后，如今济南的街面上
跑着8500多辆出租车。可你
知道吗？1 9 7 9年济南刚兴
起出租车时，全城仅有20
辆，即便9年后，全城也仅有
200多辆。

“那时没有管理部门、没
有专用牌照，个人或单位有

车就能上街拉客，和现在的
黑车差不多。”济南出租车行
业资深人士田永（化名）说，由
于出租车少，又缺乏监管，漫
天要价的情况很多，从火车站
到解放桥，有的司机能收一
两百元。

1 9 8 8年，济南成立了
客运管理处，但管理并不

顺利。“车都是自己的，谁
也不想被管。”

这种情况持续到1993年。
那年，《济南市城市客运管理
办法》颁布实施。同时，政府发
文鼓励国营、集体单位将闲置
车辆经营客运出租。

由此，出租车行业进入
空前的繁荣期。

“那时济南市政府鼓励
国营单位搞客运出租，记得
当时的一位市长还写信呼吁
国有骨干企业带头‘收编’个
体，大中专院校、公安、消防、
人民商场都成立了出租公
司。”田永说。

如今的大地出租车公司
就是那时由物资部门成立
的，成立之初共购买了50辆
车。而更多的车则是个人购
买后，挂靠到出租车公司。

“有点像现在的专车，自
己买一辆黄面的，然后找个
出租车公司挂靠，公司负责
办营运资质，司机每月交几
百元管理费。”田永说，当时
开出租车月收入可达五六千
元，远远高于工薪阶层。

那时的客运管理处主要
工作是建章立制，推行统一
计价收费，不做行政限制。

“政府不限制营运证的发放
数量，对出租车公司的规模

没有要求，也不收取运营牌
照费。”田永说。

济南街头的黄面的因此
暴增，至1997年时，全城出租
车已达15700辆，出租车公司
176家。

1994年入行的刘师傅很
怀念那段不交份子钱的时光：

“我当年花了四万五买了辆二
手黄面的，每月交不到1000元
的管理费，每天纯挣350元，第
一年就把车钱赚回来了。”

转变发生在1999年。
仅160万人居住的济南

城区，跑着1 . 6万辆出租车。
司机月收入降至一两千，罢
工事件发生了。

私家车挂靠模式弊端凸
显，1999年，济南市政府下
令，取消50辆车以下的小规
模出租车公司，鼓励大公司
兼并。同时，不再增发营运
证，全城淘汰黄面的。

“我们公司原来有150辆
面的、50辆夏利，当时是面
的、夏利二换一，算上兼并的

另一家公司的约100辆车，最
终是换了159辆新车。”另一
位出租车业内资深人士刘成

（化名）说。
刘成说，当时，能否兼并

主要看公司经济实力，且
2000年左右更换新车不再允
许私人购买，而改由公司购
买。“鲁能公司就是那时兼并
了很多小公司后，车的数量
增多到了800多辆。”

截至2010年底的数据显
示，济南总共8990辆出租车，
其中主城区8043辆。这一数字

自1999年减产后基本稳定。
“司机不能自己买车，要

干只能租公司的车。这样，就
开始有了承包费。”刘成说，在
出租车公司眼中，承包费主要
是管理费和租车费；但在出租
车司机眼中，承包费意味着市
场应该只对自己开放。

承包费最初并不统一，
各个公司有高有低。2 0 0 7
年，因为有的公司承包费
太高，济南市物价局就针
对具体车型做出核算，确定
标准，直至现在。

然而，至2014年新增500
辆车，15年间，济南的出租
车虽一车未增，但城区人
口却翻了番。这直接导致
了打车难成为一个普遍的
社会问题。

根据国家住建部的标
准，城市出租车总量应按照
每万人拥有20辆且上座率不
低于70%的标准确定。现实
是，济南实际水平仅15辆/万
人，缺口2000辆。

那么，城区出租车为

何始终数量紧张？交通业
内人士介绍，由于出租车
市场是政府许可，政府决
策需要听证。“听证会就有
各方诉求。”该人士说，出
租车公司希望增车，但司
机不希望，政府也希望能
增，但要考虑出租车司机
的利益和社会稳定，还要
在规划可控的范围内。

对此，社会意见确实是
难以统一的。

“根本没必要增加车，我

们的份子钱一直没减，凭什
么增车分我们的一杯羹。”出
租车司机刘师傅说，现在干
黑车的很多，还有现在的专
车，这个市场已经被瓜分了，
但正规出租车司机却要背负
沉重的份子钱，若再增加车，
对司机不公平。

事实上，济南市去年新
增的500辆车便屡遭难产。原
本2013年8月便已听证，却经
历两次流标，直到2014年9月
才得以分配得当。

在总量控制的前提下，
出租车指标变得金贵。

目前，申请成立出租车
公司门槛并不高，只要有资
金、有经营规模、停车场地、
管理场所、管理人员、合格的
出租车驾驶员和资信财务及
偿债能力就可以，难的是出
租车指标。“指标都被现有的
36家公司分了，想要只能内
部竞争兼并，因为国家鼓励
公司化、规模化经营。”出租
车行业资深人士说。

如此一来，指标就更加
珍贵。据悉，在济南市物价局
1999年下发的一项文件中，
明确每辆车可以收取3万元
的经营权有偿使用金。此外，
刘成说，2000年左右，出租车
公司还要为新车交每辆5万
元的城市配套费。

后来，国务院下文禁止
收取这项费用，但2013年，
济南新增的500辆车还是收
了 3 . 1万元/辆的指标费。

“很多公司不愿意，为此与主

管部门打官司，但是败诉
了。”刘成说。

而在更多的三线城市，
出租车运营权并未完全收归
各公司所有，私人可以转让，
费用更是被一炒再炒。

德州出租车司机魏先生
说，8年前一辆车的营运手续
转让费才6万元，此后越来越
高，目前已到40多万元，高的
接近50万元，市场上甚至出
现来自威海、内蒙古等地的
炒价团。

20年前出租车完全没人管

的哥曾是月赚万元职业

一纸政策，私人不能再买车

各方掣肘一车难增

总量控制，指标被爆炒

1999-
2003

起
步
价6

元

2
0
0
3
-
2
0
0
6

起
步
价7

元

2006-
2010

起
步
价7

.5

元

2010-
2014

起
步
价8

元

2014

至
今

起
步
价9

元

30年沉浮，由全自由到全垄断

15年人口翻番车却一辆没增

1999年之前，济南“满城尽是黄面的”。 （资料片）

1

2

3

4

5

济南市客运管理处成立

新增500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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