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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驶员证三年增加167%，有的地区日均接单量已低于10单

多地发饱和预警，网约车如何驶入下半程
徐宁 见习记者 胡玲玲 济南报道

多地按下“暂停键”：
僧多粥少，收入下滑

今年以来，苏州、重庆、景德镇等
多地发布网约车行业风险预警。这仿
佛是去年的“情景再现”，济南、长沙、
三亚等城市也已发出过类似提示：当
地网约车运力已趋于饱和，或者远超
实际需求。

济南市城乡交通运输局在《关于
对网约车市场实施总量动态调控的通
告》中规定，自今年4月16日起，暂停受
理网约车车辆运输证核发业务。

交通运输部网约车监管信息交互
系统统计，2020年10月底，各地共发放
网约车驾驶员证254 . 5万本。截至今
年3月底，各地共发放网约车驾驶员证
679 . 1万本。三年多的时间里，网约车
驾驶员证的数量增加了167%。

网约车平台公司的数量亦在加速
增长。2020年10月底，全国共有207家
网约车平台取得经营许可，截至2024
年3月底，这个数字上涨到345家。

用户规模的增速则较为迟缓。《中
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
截至2020年12月，我国网约车用户规
模为3 . 65亿人。到了2023年12月，用
户规模达到5 . 28亿人，3年间增长约
44 . 7%。

在多地发布的网约车饱和预警
中，有地区网约车单车日均接单量甚
至低于10单。足以可见，网约车市场供
给与需求出现明显不对等。

淄博网约车司机徐师傅表示，大
约四年前，他一天出车八小时便能挣
到三百元，而现在至少要工作十三四
个小时，才能保证与此前收入持平。

在济南开网约车的亓先生对此感
同身受，一公里的单价从两元下调至
将近一元，使他十分焦虑。两年前，亓
先生刚入行时，觉得开网约车算得上
一份好工作，“跑顺的话，一天可以挣
四五百元，现在最多只能赚三百元。

‘一口价’单不挣钱，甚至不如休息来
得划算，不接又影响平台派单量，只能
硬着头皮顶上”。

为了维持生计，亓先生不得不持
续延长每天出车时间，如今只是开车
两三个小时，他就感觉到颈椎和腰椎
不舒服，更难忍受的是手臂发木时产
生的无力感。在他看来，平台本身抽成
比例就维持在较高水准，如今频繁的
平台价格战，让司机们身心俱疲，苦不
堪言。

交通运输部2022年“交通运输
新业态平台企业抽成‘阳光行动’”
中，各主要平台公司公布的最高抽
成比例为30%。央广网于今年年初的
调查显示，平台抽成比例被精准控
制在了29%。

为此，不少司机选择购买“免佣
卡”（使用后平台将不再抽取佣金）。

“买了两个小时免佣卡，没接到单，过
了时间后，立马接到一单。”司机的普
遍感受是，即使熟知平台的各项规则，
但能挣到多少钱，似乎是被提前标记
好般，维持温饱不成问题，但要养活一
家人还是捉襟见肘。

困在算法里：
网约车司机的“升级之路”

多数司机在进入网约车市场之
时，主要被入职门槛低、工作时间灵
活、收入与接单量挂钩等条件吸引。

根据智联招聘发布的《中国企
业招聘薪酬报告》，今年一季度，客
货运司机/乘务，招聘职位数同比增
长71 . 5%，在蓝领岗位中排名第二。
从排名看，10 . 2%的人对于网约车
司机的岗位感兴趣。这其中，不乏因
租车公司“只要肯干，月入过万”等
花式宣传，选择成为网约车司机的
人。

一位曾经在广州租车公司工作
的业务员告诉记者，细算一笔账后
可以发现，这份工作实际到手的工
资并不高，大部分收入所得需用于
租车、购买保险，因此实际收入低于
其他零工薪资。退车时，公司也会找
到各种理由扣钱，因此很多人是被
迫与车辆“绑定”在一起。

“租车时，强调低门槛低风险，
精准拿捏司机心理，入行后，你会发
现 这 里 面 都 是 坑 ，甚 至 可 能 倒 贴
钱。”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和网
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是从事网
约车服务的必要条件，缺一不可，而
审批流程多由租车公司代为办理，
一些驾驶员直到车辆被扣押后，才
发现自己的违规载客行为，甚至有
司机反映，“无证”司机初期更容易
从平台接手“大单”；有司机租车被
套路为贷款买车；租赁到期，车辆的
所有权该过户时，司机才发现租赁
公司早已跑路……

让司机困惑的还有平台的派单
规则，因此，“养号教程”成为圈内广
为流传的秘籍。“每天保证在线时间
1 0个小时以上”“早晚高峰一定要
跑”“出收车时间要固定，就和上下
班打卡一样”……这些精心总结的

“经验帖”，正是为了传授如何成为
讨平台算法喜欢的劳动者，甚至有
司机索性直接睡在车里，直到系统
提醒司机强制休息。这样做，一方面
是出于距离考虑，另一方面则是为
了让算法看到自己的“忠心”。

供大于求困境下：
未来如何破局

对于网约车此类新业态来说，合
规化是治理的重要方向。曹操出行在
招股书中援引弗若斯特沙利文的报
告，透露在整个行业中，2023年的网约
车平台平均订单合规率约为67%。

东南大学交通法治与发展研究
中心执行主任顾大松曾在接受采访
时表示，需要根据社会经济发展形
势完善网约车的退出机制，让不合
规的网约车“出局”，对于行业来说
也是一次“洗牌”。

山东大学交通规划设计研究中
心主任张汝华表示，多地网约车饱
和的现状，指向了背后供大于求的
困境。大型聚合平台以及众多小型
公司共同构成了复杂的市场环境，
这要求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必须考
虑到不同经营主体的特点，更加灵
活和有针对性地实施管理，避免资
源浪费和价格恶性竞争。然而，调控
并非一味限制，而是需要在保障公
平、安全的前提下，给予市场一定的
自我调节空间。

“既要规范行业标准，又要关注
从业者的生存状态。”张汝华认为，
网约车行业的发展与社会就业压力
密切相关，如今，网约车成为许多人
不得已的过渡选择，在实施调控政
策时，需避免“一刀切”的管理思维，
建立科学合理的决策机制。

近日，“网约车市场饱和”的话题再
度引发关注。

网约车市场到底怎么了？数据最有
说服力。根据多地公布的情况，在众多网
约车平台中，有的平台没有
开展经营，有的平台接入车
辆低于50辆，有的平台日均
单量小于1000单；网约车从
业人员的经营状况同样不
乐观，多地网约车单车日均
接单量不超过20单，单均营
收在20元左右，单车日均收
入仅200多元。

其实，这不是最近才有
的情况。从去年开始，网约
车市场就步入了“供给过剩
期”，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
是网约车及从业人员数量
快速增加。根据交通运输部
的数据，2022年初，网约车
驾 驶 员 证 的 发 放 数 量 为
398 . 8万本。到了2023年8月，
这一数字已经上涨到605 . 9
万本。截至今年3月底，各地
共 发 放 网 约 车 驾 驶 员 证
679 . 1万本。也就是说，短短
两年多，网约车司机数量增
加了约7 0%。如此“人潮汹
涌”，市场必然供大于求，僧
多粥少。

各地发布风险预警，提
醒企业和个人认真调研市
场、深入了解政策、谨慎投
资市区网约车市场，应该说
初衷是好的，可有效保护现
有从事网约车行业的司机
和企业的利益。但也必须承
认，网约车因工作时间灵
活、门槛不高，对很多人来
说是过渡选择，是不得已的

“人生退路”。国家发改委曾
发文提到，外卖骑手、网约
车司机等都是吸纳就业的

“蓄水池”。如今，这些“蓄水
池”也快要满了，相关部门
更应该做的是挖潜、扩容，
而不能只是开源、节流。

同时也要看到，网约车
是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应
该交由市场自行调节。根据
媒体报道，一些地方不只是
单纯发布饱和预警，而是明
里暗里采取了冻结措施。比
如三亚、长沙等地，曾有一
段时间暂停受理网约车运
输证新增业务，还有很多城
市没有明确宣布，但都在实
际上限量审批或者干脆不批，以关掉新
增市场运力的闸门。这些试图减少市场
供给的做法，是非常不理智的，不但损害
了更多灵活就业人群的权益，也不利于
行业健康有序规范发展。

面对“供给过剩”，正确的做法不是
减少供给，而是优化供给。比如，现在不
少资质不过关的车辆混入网约车队伍，
造成网约车市场“观感饱和”局面，这就
应该发挥监管部门作用，加快清退不合
规车辆和人员，消除行业风险隐患。此
外，一些平台和企业走入了“卷”成本的
死胡同，互相比拼“一口价”“特惠价”“高
额补贴”等低价营销手段，非但没有提升
服务水平，反而恶化了乘客体验，这一情
况也需要引起重视，持续抓好服务优化，
扩大需求。

综合各方面来看，“网约车市场饱和”是
一种善意的提醒，其中蕴含的深层次矛盾，
也需要我们加以正视，努力改进。

据南方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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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多地对网约车实施总量动态调
控，网约车行业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不断增长的网约车司机数量与缓慢上升
的用户规模形成鲜明对比。与刚入行时
所预想的“时间灵活、月入过万”不同，许
多司机发现，自己似乎被迫与车辆紧密
地“绑定”在一起，收入也被算法暗中设
定好价格。过剩背景下，作为新业态代表
的网约车行业应当如何驶入下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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