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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司机强收小费

@侯家赋：我和同事去济南办
事，为了赶时间，在段店汽车站门口
用“快的”叫了一辆出租车。到达山
东大厦下车时，除了正常的票价之
外，司机还要加收5元钱的小费。我
们问其原因，司机说，“嘀嘀”软件的
补贴多，“快的”补贴少，要我们补上
差额。听了司机的话，我们感到很纠
结。

不用软件难打车

@郭汉杰：7日中午，在北园大
街一家医院门前打车，好几位的哥
虽然空着车，却都摆了摆手离去，咱
心中那个郁闷啊！可也没办法，咱知
道人家可能答应了别人要车软件的
预约。好在一辆出租车送客后停在
医院门前，我立刻坐了上去。司机师
傅指着前面的手机告诉我，他刚听
到“嘀嘀”通报了一个很顺路的好
活，可我已经上车了，只好先送我
了。

同事们争相装软件

@冯勇：前段时间，单位上几个
年轻的同事都用上了打车软件。无
论是上班还是下班，只要轻点手机
键盘，出租车就会适时赶来，坐上车
绝尘而去，可谓潇洒！其方便快捷的
程度，令人艳羡不已，其他同事纷纷
效仿，整个办公室掀起了一股安装
打车软件的热潮。无论是“嘀嘀”，还
是“快的”，这两款打车软件确实是
不可多得的打车利器。日常生活中，
大家争相使用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叫车痛快等车心烦

@刘曰章：上午出去办事，第一
次使用了打车软件叫车，叫得痛快，
等得心烦。好不容易出租车来了，司
机问这问那，知道我还要顺路去稍
远一点的地方时，心里颇为不快，嘟
嘟囔囔地也不知道说了什么。由于
办事心急，我也没太在意。商家推广
打车软件自有目的，司机使用打车
软件也要有个良好的心态。

打打车车付付小小费费
这这钱钱该该不不该该掏掏

收不收小费市场说了算

@王杰：两大打车软件的风行
和另外一些打车软件的受冷落，说
明市场有其自身的规律，支付与收
取小费也是这些规律之一。因此，
我们的某些部门、机构或组织不能
为了一己之利，用行政手段打压打
车软件，而应采取公平措施保障其
健康地向前发展。同理，出租车司
机该不该收小费也应由市场说了
算，任何人、任何机构都不应干涉。

停止补贴后会怎样

@黄伟民：两大打车软件不可
能一直赔钱赚吆喝，他们之间的恶
性竞争，已经造成出租车行业一连
串的不良反应。眼下，补贴减少了
的司机想法转嫁“危机”，一旦补贴
停止，他们又会怎样？所以，坏毛病
不能惯，司机接单收取小费不是应
不应该的问题，而是坚决不能允
许。

司机逐利冲动被放大

@冯勇：对于一些出租车司机
强索小费的不良行为，两大打车软
件公司难辞其咎，是其不完善的运
作方式无限放大了一些出租车司
机逐利的冲动。企业在竞逐市场份
额的同时，更应引导市场消费向良
性发展。

【刘丽】

通过对来稿质量、数量统计,刘
丽获得了本期“杠子头”称号 ,获得
杠子头津贴1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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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辩@刘建国：出租车司机需要生存，需要
养家糊口，多赚点钱也符合市场规律的基本要
求。所以，收取一点小费来补足软件补贴的下降
在情理之中。况且，即便收取5元的小费，对于享
受软件补贴的乘客而言，还是省了一部分打车
费，并没有什么不妥之处。

二辩@刘丽：面对打车软件提供的补贴，司
机和乘客都想抢食这块蛋糕。在这种情况下，二
者就要找到一个利益平衡点。因此，只要司机和
乘客能达成共识，付小费无可厚非，只要不是强
行收取就行。不过，希望打车软件能尽快完善，
谁都不希望因为打车软件的出现让打车变得更
困难。

三辩@李洪嵩：花钱买服务，是市场经济通
行的准则。需要打车时，如果多付几元钱就能得
到及时周到的服务，还是值得的。但是，必须强
调的是，乘客多付小费，相应的服务必须得到保
证。反之，小费不必付，常规的打车费也不应该
全付。

四辩@甘泉：随着打车软件补贴的缩水，部
分出租车司机接单时挑肥拣瘦，甚至要乘客付
小费才接单。对此，根本用不着大惊小怪。一句
话，司机愿收，乘客愿给，是“周瑜打黄盖——— 一
个愿打一个愿挨”，大家无须“吃不到葡萄说葡
萄酸”。至于司机强迫乘客付小费以及不给小费
就拒载的，显然损害了乘客利益，另当别论。

一辩@李梅杰：司机不应该加收小费。如果
收小费成为常态，给少了，司机不高兴；要多
了，乘客耷拉脸。久而久之，会成为一个大问
题。出租车管理方应该明文规定，司机不得向
乘客伸手要碎银子。如有投诉，定罚！

二辩@台应新：收小费的结果是挑肥拣瘦、
舍近求远、老人打车更难。应该改进打车软件
设置，阻止小费计入打车费用。出租司机边开
车边看手机信息，已经属于危险驾驶了，如果
再专挑有小费的接单，势必过多地分散开车注
意力，所以不赞成另加小费的行为。

三辩@庄秋燕：使用软件打车，给司机付小
费不应得到支持。两大打车软件的烧钱大战，
在实际操作中激发了出租车司机“金钱至上”
的意识，真正引领潮流的消费观念未必如愿以
偿地得到实现和培养，反而制造了新的服务乱
象。相关部门应该适时介入，尽快维护好广大
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任何服务行业都不能有附
加小费这样的不平等条款。

四辩@彭磊：付小费打车是一种变相加价
行为，把补贴司机的成本转嫁给了乘客，损害
的是乘客的利益，更会诱使司机挑活干，会让
打车变得更难。出租车本是公共资源，却成了

“出小费高者优先得”，这不公平。因此，对商业
打车软件推出的加小费行为，我觉得顾客不要
盲目选择，而是要理性并谨慎对待。

最近，“嘀嘀”、“快的”两大打车软件的“烧钱大战”呈现“鸣金收兵”之势。市民
在使用打车软件时，有一项“加小费”功能，不少市民需要付上5元乃至10元的小费
才有司机愿意接单。出租车司机该不该“挑活儿”？该不该在乘客付小费时才接单？
对此，剪友们纷纷表达自己的看法。

电话：96706
邮箱：qlwbjzx@163 .com
QQ群：107866225

使用打车软件时，页面下方有一项“付小费”功能。（资料片）

开杠

精论

亲历

本期杠子头

只要不强收无可厚非 额外付费属于变相加价

建议

降低出租车管理费

@王平昌：政府相关部门应协
调出租公司，适当降低向司机收取
的管理费，或采取明码标价适度增
加起步价等举措，防止司机随意向
乘客加收小费。

不要再给司机补贴

@王乐良：建议有关主管部门
责令两大打车软件立即停止给出
租车司机补贴的规定，根除不正
当竞争，还打车软件市场公平自
由的竞争氛围，净化出租车打车
市场。

开通老年人打车平台

@可顺：建议相关部门抓紧开
通老年人打车平台，规定相应的出
租车公司专门用于老年人招车，并
设立老年人招车专用电话或与
12345联动，对核实的、最先接单的
出租车司机给予一定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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