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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到到了了““身身份份””，，融融合合不不会会远远了了
网约车和出租车“暗战”之后，携手发展成趋势

本报记者 刘飞跃

网约车来了
出租车载客率首破60%

2014年8月19日，滴滴打
车宣布推出提供中高端服务
的专车业务。9月下旬，滴滴
专车在济南上线。由于价格
太高，当时滴滴专车在济南
没有迅速打开市场，沉浸在
高额补贴中的出租车司机并
没有意识到网约车对行业的
冲击将会如此之大。

在稳固了出租车用户之
后，为争夺专车市场，滴滴打车
和快的打车从12月开始又展开
了烧钱大战。

“2014年12月份，我挣了两
万三四。早上七点多起来，干到
晚上十一点，虽然辛苦但是干
起来非常起劲。”专车司机王云

（化名）说。专车软件发放大量
补贴的方式来增加用户最终让
出租车司机明白过来，为专车
软件培育了客户的出租车司机
不过是为他人作嫁衣。

日前，济南客管中心为齐
鲁晚报记者调取了2014—2016
年三年来全市出租车日营业
额、载客率等数据，从营业额上
看，2014年每辆出租车日营业
额为485 . 75元，2015年日营业
额为445 . 34元，2016年截至7
月初日营业额为412 . 92元。从
载客率上看，2014年每辆出租
车的载客率为64 . 50%，2015年
是61 . 57%，2016年截至7月份
为58 . 61%。

“从济南出租车2011年安
装车载GPS统计出租车营运数
据来看，载客率从来没有低于
60%”省城一出租车公司负责
人透露。

当然，跟出租车遭遇类似
的还有济南本土开发的打车软
件爱召车。2015年1月6日济南
交通局客管中心对外公布，由
客管中心负责监管、浪潮集团
研发的自助召车系统“爱召车”

将进行全面升级，但到目前为
止该软件尚无最新进展。

烧钱大战熄火
监管查处力度加大

让市民高兴的烧钱大战并
没有持续多久，2015年2月14
日，国内打车巨头滴滴和快的
正式合并，经常打车的市民突
然发现，合并后的“滴滴出行”
发放的补贴明显少了。

2015年5月19日，“滴滴快
车”登陆济南市场，加入门槛越
来越低，平台内混进了大量私
家车。当年9月底，优步正式杀
入济南，主打平民路线。

至此，滴滴、优步以及神州
易到等专车平台齐聚济南，彼
此展开竞争，争夺济南市场。

“当时济南各种专车和快车数
量为6万辆，数倍于正规出租车
数量，而且呈逐渐增长的趋
势。”省城一汽车租赁公司负责
人介绍。

整治也由此加强。日前，记
者从济南市客管中心获悉，
2015年共查处“非法营运”车辆
398辆，其中网约车125辆。2016
年截至7月7日，济南共查扣“非
法营运”车辆357辆，其中网约
车265辆。

通过上述数据分析，2016
年前七个月济南查扣网约车
的数量是2015年全年的两倍
多，而且今年7月前打击非法
营运车辆的数据几乎与2015
年全年持平，说明了2016年打
击非法营运的强度明显高于
2015年。

出租车公司找买主
或成融合契机

目前，在省城济南，据业内
人士透露，巡游车与网约车的
融合发展已有迹象。

记者了解到，济南目前有
38家出租车公司，国有企业仅
有6家，剩下的绝大多数是个
企，这些公司数量十几年来变

化不大，公司退出机制也是形
同虚设。

变化出现在今年3月份，当
月恒通出租车公司吞并鲁能出
租车公司，此前山东已多年未
见国营出租车公司转让案例，
此类企业转让在全国亦属罕
见。恒通一跃成为全省最大的
出租车公司，在全国来说规模
也是少有。

“在专车的冲击下，好多出
租车公司的哥都不满，那些管
理比较混乱的公司、财力较小
的公司好多车都没人要，如果
这种情况持续下去，用不了多
久一些公司可能就关门了。”相
关人士透露，济南出租车公司
那么多，又分属不同单位，利益
也是错综复杂。

“其实，现在不少出租车公
司已经把自己摆到了‘货架’
上，积极寻找买主，如果大的出
租车公司不能接手，那么这些
公司很有可能会投向专车平台
的怀抱，而且，这样对网络平台
来说也有好处，因为他们能够
直接获得牌照。”省城一出租车
公司负责人透露。

6月28日在京举行的“出
租车与网约车融合发展研讨
会”是出租车公司与网约车
平台第一次坐下来，开诚布
公 地 交 流 双 方 如 何 和 谐 共
处、共同发展业务的具体措施。

在该次研讨会上，滴滴出
行方面称将投入1亿元人民币，
建立出租车与网约车融合发展
基金，用以扶持出租车和网约
车的融合发展。北京一家出
租 车 公 司 负 责 人 吴 亦 军 表
示：“作为一个出租汽车企
业，现在已经没有抱怨的时
间了，所以我们还是应该顺
应大势。尽管我们在前期没
有跟滴滴形成合作，但是我
期待我们在其他的项目上能
够和滴滴或者跟更多的平台更
深入地合作。”

网约车平台
为出租车引客流

经过了这两年多的交锋
和争论，“网约车”这种新事
物 逐 渐 被 行 业 主 管 部 门 接
受，最终合法化，取得了合法
身份，顺应了共享经济发展的
潮流。

28日公布的“指导意见”中
提到，行业主管部门要抓住实
施“互联网+”行动的有利时
机，坚持问题导向，促进巡游出
租汽车转型升级，规范网络预
约出租汽车经营，推进两种业
态融合发展。

“总体上指导意见和暂
行办法对专车非常宽松，并
把顺风车引进来了，这是非

常好的思路。同时，一个出行
平台上既能叫顺风车，又能
叫专车，也能叫出租车，这对
市民出行来说非常有帮助。”
东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交
通法治与发展研究中心执行
副主任顾大松认为。

由于出租车行业是属地管
理，本次指导意见和暂行办法
把权力下放给了地方，由地方
政府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具有本
地特色的网约车政策和出租车
改革方案，这无疑极大地刺激
了地方的积极性。

今年6月初，省城的哥对记
者表示，目前济南出租车能够
注册快车。不过，记者在采访中
了解到，滴滴平台目前在济南
不允许出租车注册专车。

不过，滴滴出行工作人
员透露，目前滴滴正试图把
网约车的管理模式和技术经
验，逐步融合到出租车体系
中，通过网约车的入口为符
合条件的出租车引流，并用
智能拼车算法进一步提高出
租车的运营效率。“也就是
说，未来快车单子将会调配
给传统出租车。”

“同时，传统出租车公司在
员工培训上有优势，专车平台
可以借助他们进行员工培训等
等。”山东大学交通规划设计研
究中心主任张汝华说。

■网约车转正·融合开启

本报济南7月28日讯（记者
刘飞跃）“我们每天睁眼就

要缴纳150元份子钱，不管是征
求意见稿还是暂行办法，都提
到了要减轻出租车司机的负
担，这让我们看到了希望！”28
日晚上，对出租车改革非常关
注的王师傅说。

28日公布的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深化改革推进出租汽车
行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明
确要求，新增经营权无偿使用
且有期限，已实行经营权有偿
使用的，要逐步取消有偿使用
费，减轻行业负担。由各方协商
确定并动态调整承包费标准或
定额任务。通过改革经营模式、

降低过高的承包费标准和抵押
金等，降低驾驶员负担。

在28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
的发布会上，交通运输部副部
长刘小明表示，这么做有两个
原因：“一是要使得巡游车和网
约车在一个公平的市场环境下
进行竞争，二是要减轻乘客的
负担。”

“份子钱调整涉及多个部
门，而且从目前来看降低的可
能性不大。不过，考虑到行业遇
到的困境，济南一些出租车公
司开始通过给驾驶员发放补贴
的形式减轻负担，以此安抚出
租车驾驶员的情绪。”省城某出
租车公司负责人透露。

据了解，在自愿的前提下，
省城出租车驾驶员可以跟公司
协商更改合同，把双班改为单
班，这样每月可少交200元。的
哥赵师傅说，省城不少出租车
公司都开始取消双班费了，这
200块钱是包含在份子钱之内
的，这就变相减少了份子钱。

此外，目前处于出租车行
业的淡季，省城不少出租车公
司 通 过 其 他 途 径 补 贴 驾 驶
员。比如，一些公司通过组织
优质服务百日竞赛的方式，
对无违章、无投诉以及无事
故者奖励500—800元。一位出
租车司机表示，“这是之前从来
没有过的。”

7月28日晚上，全国专车
第一案代理律师李文谦对齐
鲁晚报记者表示，“对于陈超
案，我们之前一直是持有较
为乐观的态度，目前从出台
的新政来看，我们持续保持
该乐观态度。”

2015年1月7日，济南专
车司机陈超使用滴滴打车软
件，将两名乘客从八一立交
桥送至济南西客站，被济南
市客管中心的执法人员认定
为非法运营，罚款2万元。因
不服处罚决定，陈超向济南
市市中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
诉讼，要求济南市客管中心
撤销处罚。2015年3月18日，
法院正式受理该案，于4月15

日开庭。
由于双方对作出行政处

罚所认定的事实及证据争议
较大，法院当庭未作出宣判。
由于案情复杂，此案分别在
2015年6月、9月以及12月三
次延期。今年7月初，负责审
理此案的市中区法院行政庭
庭长陈卫东介绍，全国“专车
第一案”再次被延期。

外界人士猜测该案之所
以不判，是因为新政尚未出
台，李文谦表示对此不便发
表意见，“但新政本身对网约
车这种出行方式还是积极肯
定的，这确实是我们持续保
持乐观的一个理由。”

本报记者 刘飞跃

降降份份子子钱钱看看来来要要提提速速了了
省城出租车公司开始协商夜班费

专专车车第第一一案案四四次次延延期期
律律师师对对结结果果乐乐观观

28日，备受关注的网约车监管办法终于出炉，网约车也如愿拿
到了合法的身份。人民日报评论认为，作为世界第一大网约车市
场，结束了“躲着开”的尴尬。呼应市场，尊重民意，专车新政在利
益平衡中释放出最大的善意。不过，专车能否一路畅行，仍取决于
各地如何“放行”。但不论怎样，融合发展将是避不开的问题。

7月28日，在北京南站，旅客准备乘坐网约车离开。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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