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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车软件不过是“互联网+”对传统
出租车行业的嫁接，而“互联网+”的浪
潮却让整个出租车行业尴尬不已。等
待、犹豫、抱怨甚至卸载软件成了迫不
得已的应对，但“互联网+”的趋势并不
因此改变，没有比正视和拥抱它更好的
应对方式。

出出租租车车““互互联联网网++””
尴尴尬尬了了谁谁
都在为难都在叫苦，谁真正为乘客考虑过

6月2日，对出租车行业来说又是极度
“纠结”的一天。北京市交通委等三部门约谈
“滴滴专车”平台负责人，明确指出“滴滴专
车”及“滴滴快车”业务违反法律法规。

如果说约谈还是动动嘴，当天披露的几
个数据则显示，动手从没有停止过：北京交
通部门宣布，今年已查处滴滴专车平台非法
运营车辆207起，其中私家车161起；成都宣
布查处专车34台，济南这一数据为35台，厦
门查处私家车利用软件平台非法营运案20
多起。

也就是在这一天，滴滴快的公布了前一
天“免费坐快车”活动的数据。“滴滴快车”
24小时全国总订单创纪录地达到了385万
单，较上周同比暴增80%。

此外，仅5月以来，全国已有16个城市出现
抵制专车事件，不少地方主管部门都陷入“内外
交困”的局面。一方面，各地为维持行业秩序甚至
社会稳定，费尽力气查处专车，却收效甚微；另一
方面，商业大鳄砸重金拼命开拓市场，又时刻为
难有名份惴惴不安。双方关系似乎陷入死结。尽
快出台相关方案，规范并引导市场健康发展
呼声成为各界的主流。

实际上，地方交通部门并非全都无所作
为，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副司长王水平透
露，出租车行业改革初稿已经形成，正征求
各方意见，抓紧修改。浙江义乌逐步放开出
租车牌照，上海也与打车软件合作建设新平
台，广州也推出了在线约租车服务平台“如
约”。

而在济南，早在2013年4月，滴滴打车
软件进军济南前4个月，官方主推的本地叫
车软件“爱召车”就已面市；2015年初，济南
大众出租车公司投资的首批10辆别克商务
预约车投放，被称为“官版专车”。

但更多地方的主管部门都在观望，以简
单查处了事。“国家迟迟不出台针对专车的
政策，没有上级政府和领导的强力支持，我
们只能等着。”记者采访某地交通部门时，相
关负责人如是说。

“其实城市出租车管理本质是地方性事
务，无须上升到国家层面解决。各地城市发
展差异巨大，在享有立法权的情况下完全可
以通过制定地方性法规规范本地的出租车
和专车市场，从而把游离于法律规范之外的
专车纳入法治化轨道。”山东省政协委员、山
东法策律师事务所主任张法水说。

有业内人士也表示，与其坐等中央政
策，还不如像义乌那样积极探索适合本地的
出租车和专车政策，为中央改革提供经验。
迟迟不动，更多的还是官本位思维在作怪，
没有真正从百姓利益角度考虑问题。

而且不得不说的是，即便是一些“有所
作为”的地区，一些做法也值得深思。以济南

“爱召车”和“官版专车”为例，爱召车一直未
打开市场，官版专车更是因各种原因连停靠
都成了难题。

“不能像滴滴快的一样发放优惠券 ,政
府更不能给乘客补贴，势单力薄的爱召车怎
能跟全国性的打车软件竞争？”相关部门工
作人员说。而对此，知名学者魏新的评论一
针见血：在“互联网+”的时代，偏要用“互联
网—”解决问题，这根本不能阻止什么，更不
能改变什么。

地方能否

迈出改革第一步

6月2日晚，省城的徐女士首次使
用打车软件电召一辆出租车，聊到目
前出租车与专车的竞争，的哥王师
傅的一番话让徐女士深感意外。本
以为王师傅会大骂专车，但他坦言，
在服务上出租车与专车还有很大的
差距。“高峰期，乘客打车不用再等
那么久了；下雨天可以提前预约好
车直接到楼下来接；第二天出行，提
前一天就能预约好车辆。”王师傅说，
互联网给生活带来的便利才是乘客选
择专车的原因，而不仅仅是因为软件
发了几张代金券。

知名媒体人闾丘露薇问一个出租
车司机，生意是否受专车影响，得到的
回答令她意想不到，“别信这套，里程
数摆在那里，有没有专车也只能拉那
么多客。只要降点油价就好了。”

6月3日，济南客管中心为记者调
取了2014年和2015年部分月份的全市

出租车空驶率。其中，2014年全年平均
空驶率为35 . 5%，而2015年3—5月的
空驶率分别为38%、38%和39%，数据
表明济南出租车在路上空跑的时间增
多了，不少人将此归结为活被专车抢
了，但有分析人士认为，城市拥堵的交
通状况，以及不少乘客添置私家车放
弃打车都可能是造成这种现象的原
因，把原因完全归咎于专车还缺乏充
足的证据。

“城市近20年急剧扩张，市民乘坐
出租车意愿越来越强，可城市里出租
车的拥有量却难以增加，‘打的难’成
为中国大中型城市的‘通病’。”市民
王先生告诉记者，出租车公司还在
死守垄断所带来的红利，没有市场
和用户意识，滴滴等打车软件通过
互联网运营模式，高端的服务与更
低的价格满足了乘客需求，却冲击
到了出租车公司的利益根基，出行市

场正从一个完全的买方市场变成一个
自由竞争市场。

表面是专车司机让出租车司机吃
不上饭，但实际是消费者舒适价廉的
服务让出租车司机吃不上饭。济南出
租车公司通知出租车驾驶员在6月1日
卸载滴滴快的等各种打车软件，这种
做法对打车软件的抵制作用微乎其
微，相反不少驾驶员仍在使用软件。

从长远看，出租车利益受到冲击
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在用户心中形成
一种落后、陈旧、过时的印象。所以在
专车的竞争下，迫于生存，出租车行业
通过更有效的激励机制来让司机提供
更优质的服务来重新获取用户口碑，
反过来也会因此获得更好的收入。“未
来专车与出租车大战，并不会涉及同
一水平线的竞争冲突，国民出行，还是
会以出租车为主流，专车或将服务高
端。”分析人士告诉记者。

只享垄断红利没有市场意识，迟早要被打败

省城恒通出租车公司的赵亮（化
名）怎么也没想到，干了6年的出租车
司机居然在1个月内收入骤然减半，而
且是被时下呼声最高的“互联网+”抢
了饭碗。最近有出租车公司发出卸载
打车软件的通知，小赵说他很支持。

“我早就没有用了，对我们来说意义不
大。”小赵说他很讨厌这些扰乱了出租
车市场的互联网应用。

6年出租车司机的活儿，他都跑夜
班。2013年、2014年是他收入最高、干
得最轻松的两年。“去年前年夏天的4
个月，每天晚上9点半到11点半忙活一
阵，就能赚100元。下半夜顶多跑到3点
就能回家休息了，整个晚上净赚200
元。”小赵说，那两年只要好好干，旺季
跑夜班一个月净赚七八千没有问题。

去年11月左右，专车在济南出现之
后，他的生意并没有受太大影响。“易到
只有首单送50元的券，滴滴也只是最
开始的时候发券比较多，后来很快就
减少了。专车的价格比出租车高，大
家尝尝鲜之后，还是坐出租车，就是

图个便宜。”小赵原本以为，专车和出
租车之争，最终更低价的出租车就要
胜利了，但最近1个月却发生了剧情
大反转，互联网+又生出了快车，出租
车的价格优势也没有了。

“现在的快车，门槛很低。起步价
直接没有了，快车比出租车还便宜，将
来他们要推的顺风车还会更便宜，那
出租车的饭碗就彻底被抢走了。”赵亮
说，打车软件刚到济南的一个月，他也
尝过接单赢奖励的甜头，但好景只有
一个月，之后奖励锐减。但是同一个软
件，现在却在和他抢饭碗，他变得讨厌
这个软件。“现在卸载的量还不够，只
怪出租车司机人心不齐。”

同时，他发现和他一样的小伙伴
也被迫在改变。以前路上招手打车的
人太多，只有出租车司机挑客的份儿，
但现在很多出租车司机只要看到路面
有人，都会停一停，问问要不要打车。
晚上十点多只要到万达、泉城路、洪家
楼商圈看看，肯定能找到三四十辆趴
活的出租车。

“快车一上线，以前晚上跑二三公
里就能拉上客，现在经常跑十公里也
没有活儿。只能趴到人多的地方等客
了。其实就算拉到也都只是去周边的
一些起步价的活儿。”

对于这些改变，小赵说是被逼无
奈。在他看来，出租车和快车并不是在
公平竞争，所以改变效果不大。而且
出租车服务已经很不错，因为有投诉
电话，出租车公司管得也很严。“做
到不绕路、不拒载、车内整洁、驾驶
技术高已经很不错了。再要有什么提
升的地方，我真是想不出来。”小赵
说，在出租车改革政策还没有出来的
现在，他只能观望。“除了等政府查混
在里面的私家车之外，没有别的办法
了。”

而开了几十年出租车的刘铭娥则
看得更远，“专车快车能让出租车改革
来得更快，出租车的活力也会被激发。
开出租车是一个职业，存在了几十年，
司机的经验就是资本。公平竞争的话，
出租车还是有可能胜出。”

有的在等政府“撑腰”，有的已经拉客不挑人了

出租车在济南西站等待接活。
见习记者 刘飞跃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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