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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车”抢生意
“ 专车”占资源

4日上午9时许，沈阳数十台出租车

在浑南新区奥体中心附近停靠聚集。就

在沈阳出租车空驶的同天上午，浙江东

阳市上百辆出租车聚集在市政府广场门

口，整齐停放“ 休眠”。在刚刚过去的

201 4年，全国发生多起出租车“ 不拉活”

事件：

5月，内蒙古包头固阳县近百辆出租

车停运，希望降低承包费用；1 1 月，广东

清远近百辆出租车呼吁重视月租过高和

黑车现象；陕西宝鸡市近百辆出租车希

望降低燃气费用；1 2月，安徽黄山市4家

出租车公司的400余辆出租车希望调高

起步价⋯⋯

纵览“ 的哥”反映的问题，大多与燃

油费调整、调价方案和黑车、“ 专车”有

关。沈阳一位出租车司机表示，生存压力

太大，“ 专车”、“ 黑车” 又不断增多，影

响正规出租车司机群体收入，有关部门

对其管理不力，“ 本来就赚得少，现在更

没法活。”

黑车猖獗已是出租车运营市场的老

问题。以沈阳为例，有司机表示目前上千

台“ 黑车”抢生意，“ 滴滴专车”也有近

一千台，一些“ 的哥”的月收入从5000元

降到现在的3000元。

据了解，“ 专车”大多是20万元以上

的中高档汽车，车内配有免费充电器、饮

品等，司机提供全套商务礼仪服务，受到

很多乘客欢迎。“ 乘客只想到叫车方便和

舒适服务，却没看到其中的安全隐患。”

一些出租车司机表示，“ 专车” 运营者很

多没有取得客运出租汽车经营资格证等，

一旦产生纠纷和危险可能会投诉无门。

“ 我们这些‘ 体制内’的‘ 的哥’，也

想像‘ 专车’司机那样提供人性化服务，

但现实却压得我们根本没那个心思。”出

租车司机李师傅告诉记者，自己花21 万

元从公司买了辆中华车，每月交了2000

元“ 份子钱”后，到手勉强3000元。每年

还要支付各种保险、使用费、维修检查

费。“ 这样算下来，辛辛苦苦跑6年想回本

都难。”

根子还在“ 份子钱”：
开 8 小时车留不下一分钱

“ 早上一睁眼，就欠公司1 00多块。”

远高于物价涨幅水平的“ 份子钱”，与缓

慢提增的起步价和小步下降的燃油费形

成明显对比。记者采访发现，多名司机表

示每月一半以上收入都贡献给了“ 份子

钱”，每天工作时间超过1 2个小时，长期

处于高度疲劳状态，“ 开8小时车自己一

分钱也留不下。”

与份子钱一同飚涨的，还有出租车

牌照价格。上世纪80年代开始，浙江温州

出租车运营证实施投标拍卖，价格从20

万元到1 26万元一路走高；山东价值四五

万元的出租车，经营权的转让费已达最

高50万元。这些高昂的车标费，都被转移

到了无议价能力的“ 的哥”身上。

据了解，北京每名出租车司机每月

需向公司上缴约4000元“ 份子钱”，此外

还要承担油钱及修车费用。201 1 年之前，

北京市出租车司机收入高于社会平均工

资1 0%左右，而今收入已低于社会平均工

资的1 0%。司机坦言，为了多拉活赚钱，明

知“ 绕路”“ 拼客”“ 拒载”会让乘客不

满，“ 也得厚着脸皮这么干”。

重压之下，大量出租车司机长时间

高强度、超负荷劳动，胃下垂、糖尿病、颈

椎腰椎劳损、风湿关节炎也成常见职业

病。一位出租车公司管理者坦言，与“ 骆

驼祥子”般的司机相比，出租车公司几乎

没有任何市场风险，油费、维修、保养等

负担都扔给司机，“ 只管坐着收‘ 份子

钱’就行”。

“ 份子钱”奇高不降、“ 打车难”年

年被提，多年顽疾却始终鲜被“ 动刀”。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机关服务中心

主任王国镇指出，出租车整体行业结构

不合理。当前出租车公司经营方式带有

半垄断性质：出租车行业由政府特许经

营，“ 份子钱” 由出租车公司随意定，司

机完全没有议价权。

打破垄断经营
为“ 骆驼祥子”松绑

上海、南京、沈阳等多地交通部门声

明，只要提供服务的车辆和驾驶员没有

客运经营资质，都属非法营运行为，一旦

查获将按“ 黑车”查处，更多地方则对其

持模糊态度。专家指出，“ 专车”或可成

为撬动传统出租车管理体制改革的杠

杆，倒逼传统出租车行业改革，激活行业

正向有序竞争发展，但同时应规范准入

门槛，谨慎把握尺度和平衡。

国家发改委综合运输研究所城市交

通研究室主任程世东认为，目前公众乘

车需求远远没有被满足，出租车及租车

行业却面临严格的数量管制及单一的价

格管制，禁锢行业发展。而相对固定的利

益格局使市场缺乏竞争，好的经营主体

和司机难以入行。

针对呼声极高的“ 份子钱”顽疾，全

国多地纷纷试水动刀。武汉拟实行出租

车经营权无偿使用，1 .5万台出租车每年

“ 份子钱”有望减负1 亿元；广州试点推

行“ 的哥聘任制”，让“ 的哥”与企业签

订劳动合同、拿稳定工资，每月实际上交

费用可比承包制少300元到400元。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刘远

举认为，减少“ 份子钱”可促进利益在出

租车司机和市场间重新分配，激发司机

的积极性和规范意识，减少拒载和高峰

停运行为。建议政府放宽对车辆数量和

价格的管制，允许个体进入充分竞争，同

时监督出租车经营企业财务管理透明

化，做出合理定价。 据新华社电

“ 祥子”不拉活，
“ 黑车”惹的祸？

多地出租车停运事件透视

“ 一元附加费别取消”“ 黑车抢生意”“ 份子钱太高”⋯⋯
4日，沈阳市约70台出租车聚集，反映取消燃油附加费、“ 黑车”
泛滥、“ 专车”抢占市场等影响收入问题。

近日，全国接连发生多起出租车停运事件。“ 祥子”为何频
频“ 不拉活”？记者调查发现，“ 专车”“ 黑车”不过是导火索，
常年居高不下的“ 份子钱”和行业垄断问题，才是亟待动刀的
行业痼疾。

在一些城市，一个出租车运营许可证

被炒到几十万元、上百万元的天价，根本原

因是政府部门严格控制市场准入，让出租

车经营权成为一种投资品和利益输送方

式，让出租车市场形成了异化的垄断，也因

此产生了固化的既得利益群体。

正如一些网民所说，这部分群体已经

成为阻挡行业改革与市场化的硬石头，只

要利益稍有受损就会以市场秩序被扰乱为

由，挟持政府和老百姓。

出租车行业本是公共交通的重要补

充，如今却形成没钱莫进来的垄断业态，最

终遭受损失的是消费者的权益和社会公平

及效率。许多城市存在打车难、打车乱，备

受公众诟病。监管部门不在顶层设计上动

刀子，只是修修补补，总是收效甚微。对于

这一持续十多年的社会难题，用扬汤止沸

的方式来缓解只能管一阵子，要想根治必

须彻底打破市场垄断。

此次沈阳停运事件指向的专车服务，

客观上冲击了旧有的利益格局，将管理滞

后、出租车市场“ 准入冻结”导致市场供给

严重不足等问题暴露无遗。

矛盾倒逼改革的良机不可错过。市场

上到底该有多少出租车，要由市场说了算，

不是主管部门拍脑门，也不能让既得利益

群体把持。改革成本高、难度大、敏感复杂

不能作为回避矛盾的借口。各地应该抓住

这个撕开的口子，深入进去迎难而上，敢于

担当，下大力气向出租车行业的种种体制

顽疾开刀，务求顺应民意、取得实效、实现

突破。 据新华社电

用改革击碎既得利益群体的垄断

[新华时评]

1月6日，一位沈阳市民展示手机上的“ 滴滴红包”。 新华社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