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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国现阶段的出租车市场时不时被公众、媒体、从业人员高度关注，掀起一浪又一浪热议，犹如
出租车的轮子永不停息。
然而，出租车市场只是一个多事的小事物。
难以引起人们长期研究的兴趣，以至于对面临的诸多棘手问题缺乏系统的理论分析与求证，不足以揭
示其本质，进而影响政策的制定及功效。
　　笔者对出租车市场的用心考察已逾十年，对其有比较全面、深入的理解。
面对市场角逐各方的利益代言、社会各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各样诠释，尤其是一些混淆视听
的言论，笔者觉得有必要对出租车市场作一系统梳理，正本清源；同时对困扰这一市场的诸多现实问
题进行理性解释，以广视听。
　　本书对出租车市场体系的构建基于两个支点：一是对出租车服务的定位，二是分层次的供求关系
。
由定位决定出租车与其他客运方式（包括私家车），尤其是公共客运的比价关系，以及对出租车营运
牌照的数量控制；由数量控制决定出租车营运牌照的资源价值及经营权制度，引致非法营运冲动及对
非法营运的治理；由经营权制度决定营运牌照的供求关系，进而影响出租车的经营模式；由劳动就业
环境决定出租车驾驶员的供求关系，再决定出租车企业与驾驶员之间的分配格局⋯⋯把脉出租车行业
的主要问题，有些属于发展阶段的问题，需要整个社会的努力，要有足够的耐心与心理准备；有些则
是行业內部的问题，通过同仁的努力可望收到显著成效。
笔者力求对此作一些力所能及的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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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基于两个支点构建出租车市场体系：一是对出租车服务的定位，二是分层次的供求关系。
并依据下列逻辑关系对出租车市场体系从理论与实践等方面展开全方位论述：由定位决定出租车与其
他客运方式（包括私家车），尤其是公共客运的比价关系，以及出租车营运牌照的数量控制；由数量
控制决定出租车营运牌照的资源价值与经营权制度，以及对非法营运的治理；由经营权制度决定营运
牌照的供求关系，进而影响出租车的经营模式；由劳动就业环境决定出租车驾驶员的供求关系，再进
一步决定出租车企业与驾驶员之间的利益分配格局。
本书可供出租车经营与管理人员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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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提供最基本的大众化出行服务，用于保障居民（尤其是低收人人群）最基本的日常出行，属于日
常生活的必需服务，具有较强的社会公益性。
相对而言，出租车主要是为收入水平较高的消费群体提供个性化出行服务，其服务对象虽属公众但并
非大众，虽属日常生活需要但并非基本生活必需，是一种较高层次的运输服务，不属于城市公共事业
应当向公众提供的普遍服务项目，公益性相对较弱。
　　综上所述，由于出租车的共享程度不及大中容量公交广泛，而且具有更接近于私人物品的性质。
因此，现阶段绝大多数城市将其定义为非公益性的公交方式。
实践中，出租车的市场性与公用性并行不悖。
由于公益性“弱”，出租车的运营完全由市场机制主导，又因其囿于公交范畴，行政干预充斥于行业
发展的各个领域，市场主体（出租车经营者）的非市场性特征浓重，由此引发的摩擦与冲突铸成了出
租车行业的诸多“顽疾”。
　　1.2 出租车的定位　　出租车的属性，决定了其具有不经济与不可或缺两个特性。
所谓不经济，是指相对于大中容量公交，出租车是一种效率低，对环境和道路交通压力大，便捷但不
经济的公交方式，不宜作为城市公交的主体形式。
所谓不可或缺，是指随着消费水平的提高，人们必然会对出行提出更高要求，如舒适、方便、快捷等
，而这些要求是大中容量公交所不能及的，除了私家车能提供这种服务外，便是出租车。
相对而言，出租车比私家车可持续，因此出租车需要保持良好发展。
　　依据出行目的，出行需求可以区分为两大类：工作性出行和非工作性出行，其中，工作性出行又
可细分为“公务、业务”出行和“通勤、通学”出行两种，非工作性出行也可以细分为“生、老、病
、事”出行和“购物、旅游、娱乐”出行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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