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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摘要、目录、图表

    出租车，台湾称作计程车，广东及港澳地区称为的士，新加坡及马来西亚一带则称为德士

；是按表收费的交通工具，收费一般较其它交通工具高。出租车英文"TAXI"为"taximeter"之略

称，即为"计程表"或 "里程计"。其实TAXI在九国语言中拼法都一样：英语、法语、德语、瑞

典语、丹麦语、挪威语、西班牙语、荷兰语、葡萄牙语。

    出租车行业各类收费名目繁多。据不完全统计，涉及出租车企业和司机负担的各类收费项

目主要有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政府性集资、摊派、经营服务性收费和其他费用;道

路运输年检费、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工本费、营运驾驶员从业资格考试费；运输管理费、客

运管理费、治安费、特殊行业审验费、机动车辆排污费、城市公用事业附加费。

    "公司化剥削"还是让出租车司机这个群体最咬牙切齿的痛。出租车管理的主要症结就是公司

化剥削，这也是众多出租车公司发财的商业秘密。公司化剥削在各地普遍存在。出租车公司

是出租车业特许经营的产物。通过特许经营制度，出租车公司获取了运营牌照、经营权与司

机选派权，由此形成了出租车公司化格局与模式。

全国出租公司平均每月每辆车成本约为6000多元，司机每月要交给公司的"份子钱"少则数千，

多则过万，北京、上海约为5000-8000元/月，广州约8000-1万，深圳最高，为1万-1.3万。照此

算来，出租车公司的业务利润高得惊人，出现"穷了司机、亏了乘客、富了公司"的局面也就

不难理解了。

    除了出租车公司，"只拿钱，不管事"的还有行政垄断体制下的部分不作为的政府管理部门。

报告指出，行政垄断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特许经营垄断，二是牌照垄断包括牌照数量、牌照

所有权垄断。

    运营牌照是一种稀缺资源，牌照一般都是由政府主管部门发放。出租车数量指标也是一种

稀缺资源，通常被出租车公司买走独占。在北京、上海等城市，出租车公司行业垄断性太强

，直接导致了两方面问题：一是出租车管理公司的经营收入与利润过高，驾驶员为上交"份儿

钱"整日疲于奔命；二是运行成本相对低廉的"黑车"大幅度增加，这从北京黑出租泛滥，甚至

与正规出租车拥有同等规模的现象中可以得到印证。

    出租车管理改革喊了多少年，行政管理、行业组织以及社会公众早有共识。的确，多年来

，群众对出租车需求不断增大，然而由于行业垄断，出租车数量在很多城市已经多年没有太

大变化，供需矛盾越来越突出，导致群众打车难。对此，群众意见很大，对出租车改革的呼

声很高。

    改革就要啃"硬骨头"，出租车管理改革再难，还是得顺应广大群众的期待，适应社会发展的

节奏，此项改革势在必行。



    费用调整:

    电调费

    2013年4月28日零时起，全国最大的出租车企业强生出租公司将恢复收取出租车电调费每车

次4元。海博、锦江出租公司的电调费日后也将陆续恢复收取。收取的服务费，2元用于增加

驾驶员收入，2元用于公司电话调度平台日常运作。

    大众、强生、海博、锦江四家出租汽车企业联合向管理部门提出收取4元电调费请求。行业

管理部门表示，将组织人员对大众及其他三家出租汽车企业电调服务整体情况进行综合评估

，出租汽车企业推出的各项服务举措，必须以提升服务质量为前提。2013年春节前，强生、

海博、锦江等三家企业不会推出电调费。

    沪上拥有电调中心的出租车企业为大众、强生、海博、锦江四家，其中大众公司早在2006

年6月恢复4元电调费。春节后，强生、海博、锦江三家也希望恢复此项收费。四家企业计划

统一将4元中的50%、即2元，补贴给驾驶员；另2元用于电调中心的服务硬件升级及日常运作

。

    2013年4月26日，市交港局强调，此次三家出租车公司的电调中心对电调费仅仅是"恢复"收

取，而不是"新增"。因为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上海出租汽车行业推出"电话预约叫车"服务项

目时，曾按相关规定统一收取每次2元的服务费，并于1995年5月1日起调整为每次4元。由于

当时的电话预约叫车并不普及，为培育市场，上世纪90年代末期，各大出租汽车公司相继暂

停收取4元的预约服务费。

    进入21世纪，本市电话预约叫车量逐年增加。每天早晚高峰、雨雪等恶劣天气以及长假的

某些时段，各大出租汽车调度中心的预约叫车业务供不应求。为此，大众出租公司于2006年6

月17日率先恢复收取每次4元的"电调费"，全部用于补偿驾驶员承接预约业务所付出的额外成

本，而其他公司出于种种考虑，一直未予响应。本市出租汽车共有50157辆，其中，电调入网

车辆占67%，日均电调5.76万车次，占总服务车次的3.3%，电调平均供车率为80%。

    调价方案:

    北京2013年6月6日北京市发改委在官网上公布北京市出租车最终的价格调整方案。2013年6

月10日起起步价涨至13元。最终方案或有微调。

    方案中规定，北京市出租汽车价格调整为3公里以内13元，基本单价为每公里2.3元。燃油附

加费标准调整为每运次1元。这个最终的方案基本上是和4月23日北京举行的听证会当中的方

案一基本上是一致的。

    在低速行驶费和等待费方面，方案规定，在早晚高峰期间，每5分钟将会收取2公里的低速

等待费，即在早晚高峰时间等待了5分钟，或者是5分钟内以低于每小时12公里的低速行驶的

时候，就会收取4.6钱，从而鼓励司机在早晚高峰的拥堵时段出车。



    在预约叫车服务费方面，4小时以上的提前预约是收取6块钱，4小时以内的预约叫车服务是

收取5块钱，这比之前听证会方案中的价格有所降低。其他包括夜行费，夜行的加价费，合乘

的收费方法，基本和保持不变。

    整体上看，北京调整后的13+2.3+1块钱的方案和上海、广州、深圳的水平是相当的。

    由于涉及到对北京6.6万辆出租车全部调表，更换价格的过程，从6月10日到6月30日，中间

会有一个20天的过渡期。在这期间，已经调完表，更换完价格的出租车，将会按照新的价格

标准来执行。在过渡期间尚没有调表的出租车，将会按照原有的价格执行。

这次调整完之后，北京出租车的计价器就能够实施"三票合一"，也就是燃油附加费的票，出

租车本身的发票和预约叫车的发票将能够在一次机打过程中同时出现。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等数

据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及市

场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家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数

据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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