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地整治网约车，“顶层设计”望出台
交通部:网约车定位出问题，不应是让每个人都打得起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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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约车到底能不能有
身份证？ 在上海开了先例：
海博出租拿到了上海交委
批复的500辆网约车， 这批
车统一使用“沪A·M”网约
车专用牌照，均有出租车客
运资质。26日， 这批网约车
已有部分在滴滴专车平台
上线营运。

据记者了解， 这500辆
持照网约车以上海大众帕
萨特为主要车型，根据滴滴
专车设置的舒适、 商务、豪
华标准，海博网约车属于舒
适型专车。收费标准也与目
前滴滴舒适型专车一致，起
步价在15元至22元，乘客付
款在滴滴平台上完成，可支
持微信、支付宝绑定银行卡
支付。

上海交委相关负责人
也向记者证实，海博网约车
全部采用“沪A·M”网约车
专用牌照，均有出租车客运

资质，与普通出租车一样可
以实时提供营运发票。不同
的是“软件”：海博网约车不
再采用传统出租车的承包
制，而是招聘专职司机提供
专车服务； 司机不需要交
“份子钱”，每月只需交给海
博公司一定比例的管理费。

“海博有一套对司机的
薪资体系来管理，包括扣除
管理费等，可以类比于之前
底薪＋提成的模式， 不过
具体比跑普通出租车高多
少暂时还不清楚。”海博出
租相关负责人透露， 滴滴
会根据海博网约车司机的
服务星级、用户评价、流水
等综合因素决定分成比
例，“司机的口碑越好，收
入也会越多。”

海博还将为滴滴线下
管理提供培训服务，共同提
高专车服务标准。

■综合新华社、钱江晚报

记者调查发现， 各地对网约
车的整治措施主要集中在三个
方面：

———清理非本地车牌网约
车。

记者从广州市交通委获悉，
去年以来， 交通委4次约谈各网
约车平台企业， 其中3次要求清
理非广州车牌专车。 至今年1月
底，平台企业披露数据显示，广州
地区超过10万辆外地车牌网约
车被清理。

4月以来， 深圳市交管部门
重点查处异地牌照网约车从事
载客经营业务；4月20日，杭州市
交通运输局、公安局等四部门联
合约谈网约车企业， 清理非浙A
车牌。

杭州市交通运输局出租车
管理处处长肖敏说，大量外地牌
照车辆在杭州从事网约车服务，
增加了非限行时段的道路拥堵。

———审查司机身份。
由于有些地方出现了网约

车司机侵犯乘客人身安全的事
件，深圳、杭州等地将监管重点放
在司机身份的审查上。

3月，深圳市交通委在约谈平
台企业后披露， 网约车驾驶员中

发现有不少吸毒及重大刑事犯罪
前科人员，要求各平台在4月10日
前完成对这批驾驶员的清退。

据杭州市交通运输局介绍，
公安机关对运管部门查扣的约
300辆私家车接入网约车平台的
司机进行背景审查， 发现其中9
名司机有违法犯罪记录。 各平台
企业被要求于4月30日前将提供
网约车服务的所有车辆和司机信
息报给网约车专项治理工作办公
室， 公安机关将据此进行全面背
景审查。

———按非法营运查处私家车
主网约车。

据平台企业统计，目前，市场
上超过85%的注册车辆是私家
车。记者从交管部门了解到，自网
约车诞生以来， 各地时有以非法
营运为由的查处整顿。

上海市交通委执法总队官方
网站披露， 在近期开展的非法客
运重点整治中， 私家车从事网约
车受到查处，被查的驾驶员面临1
万元至5万元的罚款。与此同时，
交通执法部门加强了对平台企业
的监管，滴滴再次收到10万元罚
单。据介绍，上海对优步、神州等
几大平台企业也将开展调查。

记者调查发现， 虽然地方
政府频频“出手”整治，但实际
上却对网约车平台和司机的影
响有限，多方期待中央“顶层设
计”尽快落地。

广州、深圳的平台企业称，
非本地车牌已被清理， 一方面
不给新注册， 另一边对于已注
册的不给派单。但记者在广州、
深圳约车发现， 外地车牌车辆
仍然不少。 一位在广州从事网
约车服务的惠州车牌司机告诉
记者， 像他这样身为广州周边
地区的车主来广州拉客的很
多，他同时注册了优步和滴滴，
“可能被查，但毕竟概率小”。

不少网约车司机对记者表
示，希望尽快出台《网络预约出
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
法》，明确网约车的身份。

根据征求意见稿， 私家车
加入网约车须变更为运营车
辆，意味着报废年限会缩短至8
年。对此，多位车主表示，如果
真的实施可能就不做了。“现在
赚点钱，是没把车损算进去，如
果6到8年就要换车， 那么每年
车的成本就要2万元。”

对此，各平台已有所准备。
滴滴推出“伙伴创业计划”，个
人成为其合约司机。据介绍，滴
滴将在北京、广州、深圳等地招
募10万名司机。 易到等平台企
业也都启动了自有车辆计划。

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表
示，网约车属于公共交通的一部
分， 却是相对高端的公交服务，
不是说应该让每个人都能打得
起车。公交地铁才是城市公共交
通的基本服务，把网约车当成代
步工具的定位有问题。

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
院公路交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虞明远说， 规范网约车是必要
的， 更重要的是解决市民的出
行问题， 有待建立多层次的公
交出行系统， 缓解城市交通拥
堵，减少环境污染。

审查司机身份、要求“下架”优惠、按非法营运查处……近期，
深圳、广州、杭州、上海等地密集对网约车开展整治。在《网络预约
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尚未出台的情况下，各地举措是
规范还是打压、管理办法何时出台等，令市场各方关注。

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接受“新华视点”记者采访时表示，网
约车应该是相对高端的公交服务， 如果把网约车当成基本出行方
式，可以说是城市出行工具的定位出了问题，希望管理条例落地越
快越好。

各地三招整治网约车

网约车自诞生以来， 不仅改
变了人们的出行方式，更以价廉、
便捷受到消费者的青睐。不过，一
些业内人士提出， 快速发展的网
约车也带来不少问题。

记者调查发现， 网约车平台
对招录司机和车辆把关不严，以
致多次出现人与车信息不真实、
预约信息和实际服务的人车不一
致的情况。

“虽然快车、顺风车、优步等
价格便宜， 但对这些车和司机心
里没底。” 北京市民孙女士表示，
平台应该负起责任来， 做好司机
身份的核查。

中国优步产品安全方面负责
人杨毓杰表示， 平台企业会配合
监管部门做好安全方面的管理，
优步已在司机端资料审核中应用
“人像识别”技术，目前正在测试
“活体对比”———用摄像头采集动
态的人像数据进行比对。

另一方面，为抢占市场，打车
软件一直打“补贴战”。据业内披
露的数字，2015年易到用车、优
步和滴滴快的等平台企业在乘客
补贴上“烧掉”约200亿元。这一

模式一度让网约车司机收入颇
高， 也给消费者带来一场低价打
车盛宴。

中国交通运输经济研究中心
副主任李红昌说， 过度依赖补贴
恐不可持续， 司机和乘客都形成
习惯，一旦补贴少了或者没有了，
就会不适应。

交通运输部有关负责人表
示，现在网约车让消费者体验好，
是因为有双向补贴， 但资本始终
是逐利的， 这种补贴可以随时取
消， 到那时可能服务和价格未必
比出租车好。

就在广州要求平台“下架”优
惠后3天，神州专车便推出了“更
大的优惠”：充100送100，每个用
户最多可充1万元。平台发给用户
的信息显示， 活动首日充值总额
就突破10亿元。而滴滴平台上过
去有的打折券等优惠仍然可用。

同时做优步和滴滴的广州司
机杨师傅说，哪个平台优惠多，叫
车的人一下子就会猛涨， 没有优
惠，单子就少了。消费者选网约车，
最大的吸引力还是优惠， 没有了
优惠不知道还能不能做得下去。

管理不严和“补贴大战”或成“硬伤”

多方期待“顶层设计”
尽快落地

上海开先例给网约车发专用牌照
不交份子钱，靠口碑赚钱

深度解读

虽然民众欢呼网约车
带来的交通便利，但是对安
全的担忧从未减少。交通部
去年征求意见统计显示，关
于网约车平台是否应纳入
管理，在823条意见中，认为
应将网约车平台纳入管理
的意见有497条， 认为不应
该纳入管理的有326条。关
于网约车车辆性质， 在846

条意见中，认为网约车车辆
性质应登记为“出租客运”
的有440条， 持相反意见的
有379条。 关于网约车驾驶
员条件及准入问题， 在205
条意见中，有126条认为，网
约车驾驶员应满足有关条
件并取得从业资格证，认为
不需要取得从业资格证的
意见有66条。

民意

试水

过半意见认为网约车
应登记为“出租客运”

多地按非法营运查处私家车主网约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