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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滴司机又行凶，一乘客被砍伤

恶恶性性事事件件频频发发，，网网约约车车““病病””难难治治

乘客遭司机砍伤
滴滴付医疗费并赔偿

据NEWBEE电子竞技俱
乐部官方微博消息，6 月 3 日
晚，电竞选手马玺清在长沙乘
滴滴专车前往机场时，声明不
拼车并承担这部分费用，司机
表示同意。但在行驶过程中，司
机违背协议转接其他乘客，且
与机场方向相悖，马向司机提
出下车要求，司机不予理睬。下
车后，马玺清被司机追砍，背部
被刀具砍伤，伤口长达 50厘
米，左手两条手筋遭利器挑断。

4日下午，嫌疑人李勇投
案自首。据初步调查，3 日晚，

“滴滴”司机李勇与乘客马某因
拼车发生纠纷，持刀将马某砍
伤。警方已对嫌疑人李勇予以
拘留，并展开进一步调查。

5 日下午，滴滴公司回应
称，已经派专人去医院看望，并
垫付医疗费用。滴滴称，涉案司
机李某并非滴滴专车注册司
机，而是私下借用他人司机账
号和自己车辆接单。滴滴平台
对原司机账号永久封禁。除协
助受害者对行凶者进行制裁和
索赔外，滴滴还将全额垫付马
先生的医疗费用，并按规定给
予其他经济赔偿和补助。

网约车坏事不断
乘客被威胁乃至杀害

近期，网约车恶性事件接
连发生。5 月 9 日，天津女乘客

通过滴滴打到顺风车，行车中，
司机下身赤裸仅用短裤遮住关
键部位。该乘客向滴滴平台投
诉，而那司机竟又发来短信威
胁。滴滴方面表示，男车主问题
确实存在，已被永久封号。

5 月 3 日，广州女乘客因
车资不合理与滴滴司机发生争
执，对方威胁要剁掉其父两根
手指。4 月，重庆女乘客遭优步
司机扇耳光并咬伤胳膊。更早
前，还有女乘客被司机强奸。

在国外，打车软件也时常
发生恶性事件。早在2014年，优
步就在美国就被爆发生两起性
侵案。在 2015 年 8 月的一次调
查中，在美国有 25 名优步司机
被查出有犯罪记录。今年 2 月，
美国卡拉马祖县一优步司机犯
罪嫌疑人在三个地点作案，朝
路人肆意扫射，造成七人死亡，
杀人间隙还不忘接单……

在国内，比起威胁、殴打、
抢劫乃至强奸等，更为严重的
一起事件发生在今年5月初，
深圳一名小学女教师乘坐滴滴
网约车被司机抢劫并杀害。

此外，乘坐网约车，即便司
乘人员没发生不愉快，一旦遇
到事故，也需费不少周折。

2014 年 1 月，北京市民徐
先生使用 e 代驾提供的约车软
件约到李师傅驾驶的车。乘车
时因李师傅闯红灯遭遇交通事
故，两人都被撞成重伤。事后又
发现李师傅车的号牌和保险均
已过期，徐先生将李师傅和 e
代驾公司告上法庭，要求赔偿
损失。今年 5 月底，北京三中院

对此案二审宣判，李师傅和 e
代驾公司被判承担连带赔偿责
任，赔偿徐先生各项损失共计
55 万多元；e 代驾公司因在审
理过程中作虚假陈述，还被法
院顶格处罚 100 万元。

注册司机门槛低
乘客隐私难保障

网约车频出事故，主要原
因在于网约车平台自身管理不
力。一方面是司机不好监管，普
遍存在把关不严的问题；同时，
一些约车软件平台仅在注册时
审查车况，注册后就不再跟踪
车辆状况，亦存在安全隐患。

平台管理不力带来更多问
题。今年3月底，深圳市交通运
输委员会联合多部门约谈五家
网络约租车平台，通报了网约
车平台管理存在的五个问题，
包括驾驶员招录把关不严、违
法和事故多、异地牌车数量多、
乘客投诉得不到及时有效处
理、妨碍公平竞争等。

深圳女教师遇害后，滴滴
新增了车主驾驶证、车辆行驶
证的拍照认证要求。之后，曾有
人用假名字、杜撰的车牌和车
型、胡乱填写的身份证号，及真
实的驾照和驾驶证注册滴滴司
机，一晚过后，居然也可接单。

此外，乘客通过网约车平
台叫车与司机发生纠纷后，往
往不敢撕破脸维权。因为司机
掌握了太多个人信息，如手机
号码、住址、工作单位等，为保
障安全，乘客只好忍气吞声。

又是网约车司机。6月3日
晚，一位乘客在湖南长沙搭乘
滴滴“专车”时，司机违背口头
协议转接其他乘客。下车后，
乘客被司机追砍，背部伤口长
达50厘米，左手两条手筋被挑
断。这是网约车近期爆出的又
一恶性事件，再次挑动人们对
其安全性的担忧。分析人士认
为，对网约出租车（以下简称

“网约车”）的行政监管快要到
“尘埃落定”的时候了，并且，
考虑到恶性事件频出所引发
的安全困境，监管力度可能会
不松反紧。

葛延伸阅读

从舆论声援到四面楚歌

安安全全漏漏洞洞或或致致监监管管加加强强
去年10月中旬，交通运输部“专车新政”征求意见稿出台。那

时，行政主管部门虽然具有法理权力，却不占据道义基础。社会
大众、专家学者都认为管理过严，应允许市场自我探索。当时滴
滴更是上述陈情，希望“下放管理权”。

网约车业态在中国存在两年多时间里，重构了社会出行形
态，广受拥趸。它所获得的道义支持，甚至一度对行政权力的试
图介入产生舆论压制。人们乐见这一新兴业态蓬勃发展，甚至因
此暂时搁置了安全考虑，愿意给予其更大的自由生长空间。

不过，与很多行业一样，安全始终是所有客运行业的生命
线。近期，一方面恶性事件频发且不断升级，另一方面，网约车平
台除了永久封号、赔付等“马后炮”举措外，在对其漏洞的填补上
一直无所作为，比如注册一名滴滴快车司机门槛之低难以想象，
且不用上岗培训，这些不断削弱着社会的信任感和宽容度。

事实上，即便打车软件平台想对专车进行全方位监管，也面
临一个天然的 BUG（漏洞）：只能通过手机监管到人，而不能监管
到车辆。乘客根本无法确知专车司机到底是不是可靠。

于是，C2C 网约车似乎走到了一个四面楚歌的窘境。去年 10
月公布的“专车新政”征求意见稿是一个尚未生效的办法，过去
七个月，用来进行“自由探索”的时间已经不短，遗憾的是，危及
乘客人身安全的恶性事件正在日益密集地发生。如今人们对网
约车的关注重点，已经从模式可行性转到了安全可行性上。

此外，对网约车平台来说，除了管理不严，“补贴大战”也是
其硬伤。为抢占市场，打车软件一直打“补贴战”。2015 年易到用
车、优步和滴滴快的等“烧掉”约200亿元。交通运输部有关负责人
表示，现在网约车消费体验好，是因为有双向补贴，但资本是逐
利的，补贴可随时取消，届时服务和价格未必比出租车好。

分析人士估计，“专车新政”很快将正式出台，而在此紧要阶
段所爆发的一系列行业恶性事件，很可能使监管部门更加坚持
一些原本受到质疑的监管条款，加强制度化管束。业内人士表
示，只有将平台监管这种企业行为融入国家对营运车辆的监管
体系之中，才能最大限度地降低发生安全事故的概率。

本版据北京青年报、南风窗、新华社等

近年，网约车发展迅速，图

为乘客在付款。（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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