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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8日起暂停深夜打车服务
上线“一键报警”和“全程录音”功能

市场实践表明，“滴滴”确实为公共交通带来了变化，作为共
享经济最典型的一种形式，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人们出行的
某些痛点问题。

湖南卓进律师事务所律师张倩认为，网约车虽然是一种新
型的用车方式，但其本质还是出租车，网约车平台就相当于出租
车公司。因此，网约车平台必须尽到自己的责任，管理好注册在
自己平台下面的车辆和驾驶员。否则一旦发生事故，平台也要
承担相应的责任。

几年时间，“滴滴”从仅有一间办公室的小公司，成长为估值
5000亿的行业巨头。但最近发生的事故，无疑为这辆“疯狂的快
车”踩下了刹车。

日前，“滴滴”宣布进行安全大整改。2018年9月8日23点
至9月15日凌晨5点期间在中国大陆地区暂停提供深夜23:00-
5:00 时间段的出租车、快车、优步、优享、拼车、专车、豪华车服
务。“滴滴”方面表示，在深刻吸取顺风车重大安全事故教训后，
为保障出行安全和司乘双方的合法权益，将加快合规化进程，并
将尽最大努力严守安全底线，切实配合主管部门的监管要求，与
全社会共建常态化安全机制。

除了深夜打车业务的暂时关闭，“滴滴”方面还公布了其他
部分的调整，包括乘客端原“紧急求助”功能升级为“一键报警”
并上线“安全中心”快速入口，方便用户快速使用一键报警、行程
分享等；在网约车业务中（快车、优享、专车等）试运营全程录音
功能等。

经交通运输新业态协同监管部际联席会议决定并统一部
署，针对网约车、顺风车平台公司的安全专项检查工作也于昨日
正式启动。此次检查将在全国范围内对包括“滴滴”在内的所有
网约车、顺风车平台公司存在的重大安全隐患、影响公共安全和
乘客人身安全的问题进行系统排查；对有关部门监管职责落实
情况进行检查；对发现的相关问题和隐患提出整改意见并督促
指导平台公司整改；对发现的违法违规企业和经营管理人员、失
职渎职工作人员提出处理和问责意见。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以“美好出行”为愿景的“滴滴”，能否
通过这次“刮骨疗毒”重新驶向正确道路仍待证明。

“滴滴”在株洲仍未获得“网约车”牌照
随着温州女孩乘坐

“滴滴”遇害事件的持续发酵，
“滴滴”——这家估值高达 5000 亿
元的网约车巨头，迎来其创办以来最艰
难的时刻。在创始人道歉后，“滴滴”再次宣

布，进行安全大整改。昨日，交通运输部等10
部门及相关专家组成的检查组也进驻“滴滴”，

展开安全专项检查。
作为共享经济最典型的一种形式，“滴滴”一
定程度上解决了传统交通运输中的某些痛点问

题，推动了出行方式的改革，给司乘双方都带来了
便利。但另一方面，随着体量的不断扩大，这家公

司也逐渐偏离方向，不断暴露出问题。
近日，本报记者通过多方采访，试图还原

“滴滴”公司在株洲的发展历程。令人意外
的是，“滴滴”虽然扩张迅速，抢占了株

洲网约车市场的绝大部分份额，其
在株洲却仍未获得“网约车”牌

照。

株洲曾是“滴滴”中西部发展
最快的城市之一

2015年，原本仅在大城市兴起的“滴滴”，开始向中小城
市扩散。同年6月底，“滴滴”入驻岳阳、株洲、常德等省内的三
线城市。

“滴滴”刚进入株洲就吸引了几个汽车租赁公司加入，其
在株洲的发展速度，也超乎许多人的想象。仅半个月，株洲注
册“滴滴”的车辆登记数就达到2000辆，实际在线运营的车辆
300 辆。而当时株洲城区的十余家出租车公司，加起来也就
2000多辆出租车。

“滴滴”北京总部公关部人员周长新当时告诉记者，在中
西部城市中，株洲是“滴滴”发展最快的城市之一。和株洲同
期运营的岳阳“滴滴”，订单量不足株洲的三分之一。

当时的数据显示，在株洲，国企、事业单位员工及私人老
板是登记注册“滴滴”司机最多的群体。此外，一些出租车司
机也从出租车公司辞职，跑起了“滴滴”。

家住天元区的老谢是株洲第一批注册的“滴滴”司机，
“2015年底至2016年初是最赚钱的，我下班后兼职跑‘滴滴’，
除了每天的收入，每周还能领取数百元的跑单奖励。”

“滴滴”乘客同样受惠。彼时，运营方在株洲市场发放了
50万元抵扣券，另有不定时推出的“周末首单免费”等。经常
乘坐“滴滴”的市民蔺晓阳告诉记者，那段时间“滴滴”补贴额
度很高，补完乘客补司机，几乎零成本打车，且司机服务态度
也比出租车好，车内还会准备矿泉水、纸巾、充电器等，司机还
会下车为乘客开门。

出租车司机一边“讨伐”
一边通过“滴滴”获取订单

司机和乘客共同受惠的底气，来源于资本市场对“滴滴”
的青睐。公开报道显示，2012年7月——2018年7月，“滴滴”
一共获得30多个投资机构和个人共计19轮融资，投资者不乏
腾讯、阿里巴巴、百度、苹果、交通银行、中国人寿等巨头，融资
规模高达近250亿美元。“滴滴”成为国内体量最大的“独角兽”
公司。

株洲一家入驻“滴滴”的汽车租赁公司的负责人罗先生告
诉记者，不仅是在株洲，“滴滴”在许多城市的发展初期都不会
考虑赚钱，先依靠“烧钱”抢占市场，让品牌和消费习惯深入人
心，再考虑赚钱。

“滴滴”的这一做法，却损害了株洲出租车行业的利益。
2014年开始，株洲出租车内部服务、监管问题频发，加上2006
年制定收费价格已多年未做调整，导致出租车司机收入大幅
下滑。湘运出租车司机老易回忆说，那段时间出租车司机确
实是人心惶惶，大家感到“饭碗可能要被抢走了”。为了抢夺
市场蛋糕，出租车行业多次与管理部门协商，希望政府把“滴
滴”作为“黑车”强力打击。然而另一方面，出租车司机又对

“滴滴”妥协，“讨伐”的同时也通过“滴滴”获取订单。
“滴滴”的出现打破了过去传统出租车行业牌照管制带来

的打车难、打车贵问题，提升了城市交通运输效率，也一定程
度上倒逼了株洲出租车市场改革。“滴滴”入驻株洲3个月后，
株洲出租车新的收费标准发布。一名出租车司机称：“如今，
株洲出租车的营运费也不用交了，公司的服务费也在减免，一
年可少交近2万元。”

株洲200多万人次注册用户
注册车辆达10万辆

通过补贴大战和各类服务优惠，“滴滴”扩张迅猛。随着后来与“快的”合
并，以及其他类似公司逐步退出市场，“滴滴”最终占据了网约车市场的绝大部
分份额。

“滴滴”出行株洲地区负责人介绍，目前株洲有200多万人次注册成为“滴
滴”用户，日均呼叫量10万次左右，注册的“滴滴”车辆也达到了10万辆。截至
2017 年底，株洲全市私家车拥有量达 40.6 万辆。这意味着，株洲每 4 辆私家
车，就有1辆注册了“滴滴”。

但从2016年下半年开始，株洲消费者明显感受到“滴滴”平台
的出行价格涨了。株洲的“滴滴”司机也发现，跑单
的收入少了很多。

罗先生介绍，“滴滴”刚入驻株洲时，司机要把收
入的 20%上交给“滴滴”管理平台，但是除去给司机
返还的奖励，平台几乎没有收钱。当时为了鼓励司
机多跑，司机只要达到一定的订单数，就能返还 1.3

到 1.5 倍的奖励。事实上，随着“滴滴”在
2016 年合并“优步中国”，市场再无重要竞
争对手后，“滴滴”就开始了提价，同时降低

服务标准，压低司机的收入水平，提高盈
利空间谋求上市。

“上交”费用越来越多
司机纷纷逃离

2016年底，“滴滴”的战略已从补贴
抢占市场转为追求提高估值，反复强调
交易量。司机老谢说，“滴滴”司机除了
要把收入的 20%上交给“滴滴”管理平
台，同时平台还要再收取0.5元/单的费
用。每周跑单任务的补贴，从数百元降
到了十几二十元。“滴滴”司机老张则
称：“跑得越远，平台的抽成越高。一次
我从株洲火车站送一名乘客到天元区
佳兆业小区，乘客手机支付了 36 元，但
我仅仅拿到了24元。”

“滴滴”平台在拼车业务上的收益
更为夸张。老谢说：“一辆车拼了 3 个
人，司机却只能拿一个乘客的钱，另外
两个乘客的费用都给了平台。”

“相比出租车的价格，如今株洲‘滴
滴’打车的价格只高不低。”老谢说，因
为付出与收获不成正比，很多司机都不
跑了，乘客要打“滴滴”，也常要排队等
候。

多名“滴滴”司机向记者表示，虽然
株洲“滴滴”注册的乘客和司机越来越
多，但这几年“滴滴”奉行“对乘客涨价，
同时压低司机收入”的策略，导致活跃
的乘客和司机逐渐减少，司机数量下降
尤为明显。

事实上，株洲10万“滴滴”司机，0业
务或者跑几次就不跑的不在少数。一
名“滴滴”司机告诉记者，今年 5 月 1 日
第一次跑“滴滴”，跑了3小时一共派了7
个订单，其中4个单还被取消了，“3个小
时才收入 21 元，油钱都没赚回来，于是
再也不跑了。”

司机注册门槛低
甚至可以“买”到牌照

随着近期恶性安全事故的接连发生，
司机注册门槛低，成为“滴滴”广受指责的
弊病之一。

“滴滴”司机老张是株洲某企业职工，
2015 年注册成为一名“滴滴”司机，闲暇时
跑几单赚点零花钱。他说，自己注册时仅
提供了身份证、驾驶证、车辆行驶证，就注
册成功了。

老谢也对“滴滴”注册门槛低表示认
同，“我几万块钱的‘破车’也注册成功了，
不少私家车主甚至注册了几个滴滴账号。”

2017 年，常跑长沙的老谢发现外地牌
照在长沙接不到订单，很是苦恼，“有公司
联系我说，只要缴纳 8000 元就可以获得长
沙‘滴滴’的运营牌照，其中 3000 元为牌照
办理费用，5000 元为牌照对应的一台二手
车费用。”

在一些司机和乘客看来，对注册审核
不严导致了网约车司机素质良莠不齐，再
加上缺乏有效监管，侵害乘客权益的行为
自然不可避免。

多名株洲女子
打“滴滴”时遇骚扰

2018 年 8 月 24 日，温州乐清，一名
20岁的女孩乘坐“滴滴”顺风车过程中被司
机

强奸杀害。此时，距离“滴滴”顺风车上一起死
亡事件仅110天。

该事件发生之后，“滴滴”顺风车在产品设计中的问题
被一一揭露，陌生人社交、性暗示等受到众人声讨。有媒体统计
称，过去四年里，媒体公开报道及有关部门处理过的“滴滴”司机性
侵、性骚扰事件至少有50起。

事实上，“滴滴”性骚扰案在株洲也发生过多起。2017年3月，一名女
子在株洲乘坐“滴滴”快车时，司机一路上放不雅视频。2016年4月，一名
女子在天元区和一宾馆附近，通过“滴滴”平台叫了一辆车返回庐山路的
家里。谁知到了小区后，司机不开门，还突然拉住她的手不让其下车，并
强行抱她。拉扯了约1分钟，该女子才挣脱逃跑。

“滴滴”尚未在株洲
获得网约车经营许可

事实上，从诞生之日起，“滴滴”的监管和安全问题就一直深
受社会关注。

2017年11月，厚达24页的《株洲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
服务管理实施细则》终于出台，严控网约车市场准入门槛。

按照规定，我市提供网约车服务的车辆要取得《网络预约出
租汽车运输证》，司机要取得《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运
营平台也要取得《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

记者从市交通局了解到，就在上周，“斑马快线”成为我市第
一家获得《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的企业，此外还有几
家公司有申请意向，不过还未正式申请。

在此之前，在株洲运营的各类网约车（包括“滴滴”）均未取
得合法营运资格，都是属于非法运营。株洲网约车运营依然处
于法律的“灰色地带”，这一点也得到了“滴滴”公司的证实。“滴
滴”北京总部公关部人员周长新回复记者称，“滴滴”目前已在长
沙获得运营许可，下一步将积极与包括株洲在内的省内其他城
市的主管部门沟通，尽快申请网约车线下经营许可，加快推动

“滴滴”在湖南省的合法合规营运。
市交通局工作人员则称，未取得合法营运资格的网约车，管

理部门都是按照“黑车”来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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