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租汽车行业发展探究
——“网巡”一体化发展路径

智能交通研发中心

华设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陈爱伟-15805150826

2021年12月



目录

Contents

1

2

3

演进过程

业务逻辑

背景介绍

4 发展路径



PART.1

背景介绍



背景

行业背景

城市轨道交通

出租汽车

公共汽电车

车辆租赁

城市客运轮渡

城市客运组成

城市客运与公众出行息息相关，城市客运交通方式由城市轨道交通、出租汽车、公共汽

电车、汽车租赁、城市客运轮渡等组成。出租汽车是城市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城市公共交通的有力补充。

参考JT/T 1373.1-2021  城市客运经济技术指标计算方法 第1部分：分类与代码

  相对其他城市客运交通方式，

城市出租汽车数量更多、运营

模式更复杂、运输服务更具差

异性，能够服务特定人群。因

此，对政府和城市出租汽车运

营企业的车辆运营管理、安全

监管提出了更高要求。



背景

巡游车时代的矛盾和问题积累

u打车难/等车久
u难以满足出行个性化需求
u运行效率低

u 经营权管控
u 总量控制

供需不平衡

由于巡游车实行经营权管控和总量控制，缺乏对运力的动态调整机制和市场调控机制，导致城市

出租汽车客运供需严重失衡，严重影响城市公众出行服务水平。



背景

网约车爆发

l高峰打车难

l出行个性化需求

l运行效率低，占用道

路等社会公共资源

l…….

科技助力

随着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特别是智能手机的应用和普及，出租汽车行业的传统交

易模式、运输组织方式、经营管理服务方式发生了巨大深刻的变化，科技手段助力催生了网约车新

兴业态，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出租汽车的行业矛盾。



背景

社会关注焦点的转移

u 打车难/等车久
u 难以满足出行个性化需求
u 运行效率低

关注焦点

转移

u 行业计价差异大
u 网约车合规性
u 责任主体不明确

01 02

网约车作为新生事物，解决了部分行业存在的问题和矛盾，但是也带来了新问题，导致社会关注

焦点的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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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2

演进过程



演进过程

仅有巡游车，业态形式单一2010年之前

n 城市的巡游车数量实行总量控制，行业相对封闭；

n 车辆经营权通过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经历了行政审批、经营权拍卖、服务质量招投标等阶

段，实现了从有偿使用到无偿使用的转变，从关注经济效益到注重社会效益的转变。

n 矛盾:打车难、个性化需求难以满足、运行效率低、占用道路等社会资源。

管理缺位，矛盾激化阶段2015-2016年

网约车爆发，野蛮增长阶段2013-2014年

n 该阶段各种网络约车软件相继涌现，网络约车服务从巡游出租车作为切入口，为公众提供

基于移动互联网的叫车手段，并逐步扩展到私家车辆。

n 网约车的发展对巡游车造成冲击，国内多地发生巡游车异常聚集和停运罢运现象，严重影

响出租行业形象和公众出行服务质量。发生罢运的原因在于：（1）份子钱过高；（2）网

约车行业的冲击；（3）希望提高计费标准。



演进过程

动态均衡、基本稳定阶段

规范发展、竞争博弈阶段

n 2016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深化改革进一步推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

见》,交通运输部发布《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随着网约车发展路径

逐渐明晰，监管手段逐渐形成，但网约车和巡游车的竞争博弈依然激烈，网约车采用价格战、

补贴等形式与巡游车开展竞争，为了对抗网约车竞争，市场也出现针对巡游车的约车软件，

采用网约模式进行竞争。

n 随着行业发展，网约车补贴的不可持续性，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等，补贴逐渐回归理性，

巡游车和网约车的营收水平基本持平，并随着网约车平台企业数据的全量共享，网约车行

业监管手段基本建立，行业基本稳定。

2016-2018年

2019年-当前

未来？ 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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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3

业务逻辑



2021第一季度

2021第三季度

1、总体发展趋势：出租汽车行业总体规模在萎缩，这是由其是公共交通补充的行业属性决定，体现

了其在夹缝中求生存的现状。

巡游车 vs. 网约车业务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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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逻辑

网约车

巡游车

里
程
利
用
率

80.85%，车辆空驶里程较低

55%，车辆空驶里程较高

以南京市为例，网约车体量约
4.5万辆，巡游车体量约0.9万辆，
网约车的节能减排效果较优。

扬召打车的难易程度，里程利
用率体现明显，大于60%时，行
业打车难的问题将凸显。

2、车辆运行效率：以里程利用率行业指标为例，网约车的节能减排效果优于巡游车，最终将反馈

到运输成本中。

0

100%

巡游车 vs. 网约车

车辆运行效率



业务逻辑

3、个性化服务：围绕共享经济理念，充分调用社会闲置资源，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便捷公众出行。

巡游车 vs. 网约车

Ø 归属为车辆租赁公司的车辆占比为89.4%

Ø 归属为个人的车辆仅为10.6%。89%

11%

车辆归属占比

租赁公司

个人

Ø 高端品牌占比 1%

Ø 准高端品牌占比 2%

Ø 中低端品牌占比 97%

从车辆归属方面，网约车行业的发展已逐渐违背业态初衷，其本质趋向与巡游车同质化。

从车辆品牌方面，网约车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个性化、高端、体面的出行服务。



4、乘车成本：巡游车运价高于网约车，导致巡游车的出行成本更高。

巡游车 vs. 网约车业务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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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乘车成本：巡游车运价高于网约车，导致巡游车的出行成本更高。

巡游车 vs. 网约车业务逻辑



业务逻辑 巡游车 vs. 网约车

网约车平台巡游车企业

5、平台社会责任：网约车平台参与行业利益切分，但是却弱化了其应承担的社会责任。

巡游车

从业

人员

巡游车

企业

保险

公司

网约车

从业

人员

网约车

平台

融资租

赁公司

保险

公司

• 从业人员承担信用违约风险



相关政策

行业对比 未来发展趋势分析



相关政策

行业对比 未来发展趋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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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4

发展路径



参与主体

政府

• 安全

• 行业稳定

• 绿色节能

• 安全、出行便捷、经济、高效

• 安全

• 收入收益

• 经济利益和社会责任

驾驶人

相互制约

乘客
平台/

业户

宏观调控u 行业计价差异大

u 网约车合规性

u 责任主体不明确

发展路径



一体化障碍：计价及支付模式
巡游车vs.网约车

计价矛盾 支付模式 未来趋势

政府指导价
计价器计费

1

2

线下支付1

线上支付2

一体化

巡游车

网约车

发展路径

市场调节价
算法计费

计价模式不同 支付方式不同

个人二维码禁用



一体化障碍：法律障碍

Ø 计价器是技术监督（计量）部门的强检产品，是否要保留，需要技术监督部门法律突破；

Ø 交通行业管理部门是否需要取消计价器计费，采用替代方式，需要交通行业管理部门法律突破；

Ø 网约车未来是否允许扬招，如果实现行业的完全一体化融合，需要法律突破。

参考性文件

指导性文件

部门规章

国务院条例

法律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管理暂行办法

法律支撑？

发展路径



1、加快计价支付一体化进程

发展路径

需要完成巡游车行业的数字化升级，应重点研究巡游车和网约车计价矛盾冲突的解决办法，实现计价统一，

实现移动支付的模式统一，当前巡游车计价器的计价模式已经成为影响计价方式统一或者计价方式市场化的进程。

需要解决的问题



1、加快计价支付一体化进程

发展路径

需要完成巡游车行业的数字化升级，应重点研究巡游车和网约车计价矛盾冲突的解决办法，实现计价和支付

模式的统一，当前巡游车计价器的计价模式已经成为影响计价方式统一或者计价方式市场化的进程。

如何彻底消除打

小表的行为？

需要解决的问题



2、加快网约车合规化进程

政府应当按照对巡游车的要求对网约车平台进行约束，强化信息化手段应用，增强对网约车平台公司的监管，不

允许网约车公司平台接入无证车辆和从业人员。

以2020年第三季度为例，如果忽略一车多平台，网约车实际营运车辆数66567辆；考虑一车多平台，营运52168

辆，网约车合规车辆33963辆，占比64%。

注：一车多平台，即一辆车在多个平台运营；车辆合规率，即营运证有效且有营运行为的车辆在总营运车辆的占比。

   订单合规率，即营运证有效且有营运行为车辆的订单在所有订单的占比。

发展路径 需要解决的问题



2、加快网约车合规化进程

同时，政府应为网约车和巡游车驾驶员、从业车辆从业资格证的互认提供政策支持，加快行业的合规化进程。

发展路径 需要解决的问题



3、加强网约模式事中事后监管力度

发展路径

比如大数据杀熟，服务质量的监督和监管，一方面要政府投入力量研究人工智能技术对已经存在和随着行业

需求变化新产生的事中事后监管难题进行分析，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同时也要网约车平台体现社会责任感，自觉

守住底线，推动行业健康发展。

• 大数据杀熟

需要解决的问题



4、“网巡”一体化仍需依托科技支撑

发展路径

以巡游车为切入点，即逐渐升级传统的巡游模式，从网约车运营的出行成本、出行效率、绿色环保等方面分

析，网络预约叫车模式比扬招形式更具有竞争力，未来“网巡”一体将依赖科技支撑，要政府倡导、企业主导、

从业人员参与，行业发展及动态调节需要遵循市场规律。

需要解决的问题



 

WWW.CDG.COM.CN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紫云大道9号 邮编: 210014
  电话: 025-84202066    025-84405744 (Fax)

股票名称：华设集团
股票代码：603018

• 企业公众号 • 个人微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