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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手机打车软件并非
国内首创，一些国外软件
已经运行多年。作为新
兴市场，中国如何规范
完善打车软件市场，国
外的一些经验值得借鉴。

美国 在纽约，!"#!
$"#软件将街头的黄色
出租车纳入到移动打车
方式中。!"#$"#最出彩
的是，它严格遵守纽约
市的交通法规———司机
在行驶时禁止使用手
机，只要出租车处于行
驶状态，该软件就会把
手机屏幕变成灰色而无
从查看，车一停，司机就
能精确地看到附近订单
请求的所在位置。

新加坡 打车软件
由当地最大的出租车公
司研发，司机确定接受
订单后，车载顶灯会显
示“预定”，即在到达预
定地点之前是不会接受
路人扬招，同时，打车软
件在一段时间内也不会
显示新的订单信息。

英国 %"&'(软件可以缩短出
租车等待时间，乘客可以看到离
自己最近出租车的实时位置。在
付款时，乘客也可在手机上选择
现金或是信用卡支付，除了里程
表上的金额，没有任何额外费用。

! ! ! !张先生从事软件开发工作多
年，去年起他嗅到商机转而加入
打车软件的研发。张先生表示，打
车软件由于同质化明显，可复制
性太强，因此各公司为扩大司机
资源、乘客数量奇招不断，甚至出
现恶性竞争，近期将面临洗牌。
“打车软件和淘宝一样，评价

体系存在漏洞。”一名出租车司
机，同时安装司机客户端和乘客
客户端，自己给自己打分完全可
以操作，“一手发订单，一手接订
单，完成后说这个司机好，给五
星，还是淘宝刷评分那一套。”
“现在不收钱，不代表永远不

收钱。”目前，不同的打车软件制
定了不同规则，例如，注册一个账
户赠送 )***枚金币，承接一次业
务花费 +枚金币，同时加价也将
扣去一定金币数。等全部金币用
完后，则需要按照 )*枚金币 )元
钱的价格充值。“如果软件公司泡
沫破灭，司机的这些投入就打了
水漂。”
此外，打车软件对客户隐私

的保护较弱，甚至会透露客户信
息。无论是前期市场开拓，还是后
期用户维系，打车软件都需要巨
大投入，不少开发公司转向广告
支持。“广告弹出、垃圾短信，都是
对用户的骚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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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规守法是打车软件出路所在

多个城市叫停或限制打车软件，但这一新兴事物受到
乘客的哥欢迎也是客观事实。相关人士指出———

见习记者 范洁

业内人士自曝
打车软件!猫腻"

爽约挑客黑车混入
打车软件频遭质疑

“第一次使用打车软件，满怀期待最后却以
司机爽约结束！”提起一周前的打车经历，已有
,个月身孕的乐薇仍是愤懑不平。家住上海动
物园附近，医院位于徐家汇，产检时间又在上班
高峰，担心叫不到车，她特意提前一天通过手机
软件预约出租车，并加了 -*元小费，“司机抢单
后，我们通过电话确认信息，没想到第二天他居
然不来，而且手机关机，太可恶了！”最后，乐薇
无奈地打了黑车。
司机爽约、车辆误点，类似不快体验在乘客

使用打车软件时并不少见，然而，更多质疑围绕
司机根据小费多少、路程远近“挑客”。“此时段
叫车难，若加点小费，将增大成功几率。”倘若
在上下班高峰时段使用打车软件，经常会收到
这句提醒。加 .元，没反应，再加 .元，终于等到
司机抢单，类似经历很多乘客也不陌生，无怪有
人将打车软件戏称为“高富帅”的游戏，长此以
往打车反而越来越难。

除了加价丰厚的“肥差”，路程长短也是司
机“挑肥拣瘦”的判断因素，与扬招、电调不同，
乘客在使用打车软件时，需要表明目的地，司机
因此拥有更大的选择权。酒店到机场等长差成
为争相“抢单”的业务，而遇到仅赚“起步费”的
短途，则应答寥寥。
此外，打车软件的低门槛也给黑车、克隆车

“漂白”提供掩护。上海出租车行业协会秘书长
石景明告诉记者，打车软件兴起之初，为了扩大
车辆保有量，软件公司不仅积极邀请出租车司
机加入，甚至将不符合运营要求的租赁车、私家
车也纳入其中。

石景明透露，部分年纪较大的司机不会使
用手机软件，有些年轻的哥就承接下多笔预约
订单，再分派给其他司机，形成一个私人调度中
心。“精华部分自己做，利润低的给朋友，朋友
里就有很多黑车司机，乘客问起车号怎么不对，
他就说原来的司机没空或者车子抛锚，很多乘
客因为赶时间也不会拒绝。”

平衡司乘需求
禁止恐非上策

/月中旬，北京市交通委表态不允许打车软
件中的加价行为，拟发布管理办法强制统一打车
软件；/月底，深圳市客管局下发通知要求司机
删除打车软件，否则将按不诚信经营记入档案；
.月 )-日，南京客管处以“涉嫌变相议价，扰乱
客运市场价格秩序”为由，“叫停”加价打车软件。
“怎么说停就停了？”“一禁重回打车难！”微

博上，不少司机和乘客表达惋惜和不满。记者
在安卓市场搜索打车软件，得到近 -**个结果，
其中，下载次数最高的一款已超过 +万次，最低
的也有数十次，拥有如此庞大的客户量，“打车
神器”真能“销声匿迹”吗？
“打车软件的产生和火爆有其必然性，它颠

覆了传统的叫车模式，使司乘双方直接沟通，客
观解决了打车难的问题。”石景明表示，对于乘客
而言，打车软件缓解了高峰时段打不通调度电话的
尴尬。同时，对于司机而言，打车软件也有效降低了
空驶率，提升接差概率，“以前，送客人去郊区需要
空驶回来，中午想吃饭也要空车过去，安装打车
软件后，司机可以合理安排自己的业务和线路。”
此外，与传统调度平台相比，打车软件还节

约大量的人工成本，因此，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
业内人士分析，打车软件将取代电话订车成为
出租车预定服务的主流，“禁止不是出路，规范
化正规化地引导和管理，才是当务之急。”

强化法律约束
谨防行业倒退

)个电调仪、)个 0"1、-部手机，出租车内
放置了 /台移动终端，设备屏幕都朝向司机，既

紧贴挡风玻璃，又遮挡仪表盘，不可避免地形成
司机的视线盲区。这是近日微博热议的一张出
租车内景图。
司机过多关注打车软件，是否违反行车法

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安全法实施条
例》，驾驶机动车不得有拨打、接听手持电话，观
看电视等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不得在机动车
驾驶室的前后窗范围内悬挂、放置妨碍驾驶人
视线的物品。尽管行车中司机操作手机软件，或
是放置移动终端影响视线等行为在执法中不易
取证，但已违反了交通法规的相关规定。
安全隐患不仅于此，近日，上海市交管部门

接到数起有关“打车软件”的投诉：小费纠纷司
机发动家人打爆乘客手机、乘客临时爽约司机
不断电话骚扰……

根据《上海市出租汽车管理条例》，明文规
定司机必须按照合理路线或者乘客要求的路线
行驶，按标准收费并出具车费发票。上海市交港
局也曾明确表示，使用打车软件预约出租汽车
过程中，乘客与司机私下加价属于违规行为，如
果司乘之间发生服务质量等问题，管理部门将
无法受理。
“打车软件的功能等同于调度平台，然而出

租车的营运调度需要资质和许可，第三方公司并
不具备相关能力。”大众公司运营管理部经理周
虎妹告诉记者，打车软件不仅无法证明和审核司
机的从业资质，给黑车、克隆车可趁之机，更无法
对司机服务加以监督、管理和处罚，给乘客造成
损失。对此，监管部门应制定相关措施予以规范。
“不议价、不拒载，不仅是出租车行业的行

为规范，更是我们多年教育司机、培育市场的结
果。打车软件的出现，无论加价还是选距离，都
在隐性引导司机挑肥拣瘦，将乘客与司机放在
不平等的位置。”石景明强调，长此以往，必将带
坏上海辛苦培育的出租车队伍，造成行业倒退。

做强成熟客户端
服务小公司的哥

“随着网络和手机软件技术的发展，乘客使
用手机软件预约出租车服务，是出租车预约服
务方式的创新，在行业内值得借鉴，并将制定相
关措施予以规范。”上海市交港局日前表示。
“从去年起，交港局向行业协会提出建议，

鼓励中小出租车公司的司机自愿接入大众、强
生、海博、锦江四大公司的调度平台，以此扩大
全市可调车辆的规模，提升运营效率。”石景明
告诉记者，根据上海出租车行业协会统计，全市
共有出租车 .*-.2辆，其中，四大公司的出租车
保有量为 3*)**辆。
目前，四大公司均已开发手机打车软件，作

为传统调度平台的补充。石景明认为，鼓励中小
企业纳入正规调度平台，做大做强四大公司的
打车软件客户端，有助保障出租车服务质量。
“通过正规电调平台叫车，司机无故爽约属

于拒载，是要处分甚至开除的。如果司机中途遇
上车辆故障等意外，出租车公司也会立刻调派
第二辆车。”石景明告诉记者，对误点引起的乘
客损失，出租车公司有赔偿义务，“如果是送小
孩考试，公司会事先把预约单给到司机，他们会
提前踩点，看怎么走、路堵不堵。”

同时，整编中小公司，也是行业资源的整合
利用。“大众调度平台每天的调派能力有.万差，包
括人工座席、自动应答、网上打车、手机软件等，然
而可调配的出租车资源有限，供不应求。”周虎妹
表示，大众欢迎小公司的加入，并保证调度平台调
派的都是“正规军”。“希望通过资源的合理利用，让
空兜的出租车越来越少，既减轻劳动强度，也降低
油耗，把道路资源让出来，这不只是出租车行业
的进步，整个上海的城市形象也将得到提升。”

昨天，深圳市客管局正式回应媒体询问，称由于打车软件不
成熟带来行业监管难题，故而该市于上月底叫停第三方手机打车
软件。在城市青年群体中兴起才短短几个月，打车软件在“赞”声
连连的同时，各种弊端也逐渐呈现：司机误点爽约、挑拣客运业
务、黑车监管困难、行车安全隐患等等。
究竟该堵还是疏？如何规范化管理以维护市场秩序和行业标

准？手机打车软件最近再次成为各方热议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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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车软件特别受到年轻上班族欢迎 本报记者 周馨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