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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第一季
度，全国网约车订单数一直处于上涨状态，前三月
环比分别上涨14.1%、13.30%、9.70%；3月网约车
行业的订单量为7.16亿单，同比增长32.8%。

然而，行业回暖的同时，风险也在浮现——
5月5日，三亚市交通运输局发布通告，决定暂

停受理网约车经营许可及运输证核发业务。
此外，近一个月内，济南、温州、东莞、遂宁等地

也纷纷发布网约车饱和预警，提醒从业者谨慎“入
场”。

4月6日，济南市城乡交通运输局发布风险预
警，该市网约车市场运力已基本饱和，单车日均接
单量不足10单。

4月中旬，温州市交通运输部门发布信息，2022
年该市9000余名新增持证驾驶员未实际上岗。

4月19日，东莞交通运输网提示，该市网约车
司机接单量日益下降、工作强度增加，近八成车辆
每天接单不足10单。

5月初，遂宁市交通运输局发布预警，提醒当地
拟从事网约车的人员，当地网约车运力已经饱和，
谨慎入行。

多地政府部门频发预警、加强管控，释放了什
么信号？开网约车，还能挣钱吗？

全国多地运力饱和！
要赚到三年前的钱，司机称一天可能要多跑2小时

“狂飙”的网约车该“刹车”了吗？

一个城市到底需要多少网约车，才是合
适的？

2016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改革推进
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出：“要
根据大中小城市特点、社会公众多样化出行需
求和出租汽车发展定位，综合考虑人口数量、
经济发展水平、城市交通拥堵状况、出租汽车
里程利用率等因素，合理把握出租汽车运力规
模及在城市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的分担比例，
建立动态监测和调整机制，逐步实现市场调
节。”

已有城市建立了监测模型。比如2022
年底，深圳市就开始探索建立网约车运力规
模动态调整机制，一旦网约车日均订单量变
化幅度低于-10%，单车日均订单量低于11，
巡游车里程利用率低于60%，满足3个条件
中的2个，就会触发预警，供政府决策参考。

近年来，对网约车实施总量控制的声音
越来越多，但大部分城市更倾向于通过市场
调节的方法来寻找平衡点。或者通过市场预
警，提醒“网约车市场有风险，进入需谨慎”。

吴伟强说，政府在政策调控时要“打开天
空，管住底线”。

在他看来，总量调控，并不是简单的数量
控制，而是要在明确城市交通出行战略目标
的前提下，用各种手段调整网约车的供给量，
完善政府规制，包括准入和退出机制、评价制
度、奖惩制度、监管机制等等。

“政府做的主要是规范平台的运行，提高
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其他的事情，就交给
市场。”

也有业内人士建议，解决网约车行业内
卷，政府有形之手除了加强行业管控，还应当
为低技能人群开展更多技能培训。

对于网约车行业来说，进入下半场，专注
于改善行业服务、用户体验以及模式的创新、
变革，或许才能迎来真正的“春天”。

（钱江晚报）

5月5日，三亚市停发网约车
“两证”，引发关注。

当地交通运输管理局一位
工作人员表示，采取这一管控措
施，主要是近年来三亚网约车平
台及网约车数量激增，运力趋于
饱和，同时导致了违规经营现象
突出。

其实早在两年前，三亚市交
通局就曾发布网约车客运市场投
资预警通告，但收效甚微。截至
2020年 10月，三亚全市网约车
保有量为5100辆。到了2022年
6月，车辆数已经到了10709辆，
两年内翻了一番。眼下这一数据
又有了大幅增长，目前已达到1.6
万辆左右。

不仅三亚，网约车运力饱和
已成不少城市的“新烦恼”。

记者梳理各地普遍存在问
题，首先是网约车数量激增。比
如济南，自2019年开始，网约车
数量及从业人员大幅快速增加，
目前网约车已突破18000辆，与
巡游出租车8643辆的数据相比，
已达到当地警戒值。

2022年下半年，东莞巡游出
租车共1492辆，比上半年减少
113辆，网约车共40083辆，比上
半年激增9476辆，同时网约车司
机增长近万人。

网约车激增对城市交通管理
也是挑战。“目前国内不少城市网
约车数量以及运载量，已影响到

正常的交通出行结构。”长期从事
交通问题研究的专家、浙江工业
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吴伟强告
诉记者，如果一座城市网约车过
多，加上低运价竞争，就会直接抢
夺公交出行市场。其结果就是减
少地铁加公交车出行在全出行结
构中的比例，最终导致城市交通
拥堵。

以杭州为例，目前杭州市
区有9万多辆注册网约车，每天
客运量150万人次，已经超过了
公交车的日均客运量。地铁加
公交车出行在全出行结构中不
到 20%。针对这一现状，吴伟
强认为“政府应及早介入加强
监管”。

从早7点到晚10点，28个单
子，流水620元，这是42岁杭州
网约车司机何利一天的收获。

何利是杭州人，干网约车8
年，像他这样一天出车十四五个
小时的司机，算是“劳模”。他熟
悉杭州道路，能在高峰期尽量避
开拥堵。尽管如此，要挣到和三
年前一样的钱，现在每天必须多
出车2小时。

“打开一个平台，上面就有
50来家网约车公司，太卷了。”何
利说，竞争对象不乏不合规车辆
和司机。据他估算，现在跟三年
前比，收入每小时要下滑10元，
按出车14小时计就少了140元。

2018年前在杭州这样的大
城市，勤奋一点的司机月入过万
元不是梦想。

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涌
入，分到的蛋糕开始变少。何利加
的一个网约车司机群，400多人有
本地的，也有来自湖北、江西、安徽
等，其中一个月流水能达到10000
元的，约占一半；达到12000元以
上的，估计只有30%。扣除25%~
30%的平台抽成和第三方信息服
务费等成本后，每月净收入过万的
已是凤毛麟角。

开得累、挣得少，一些司机选
择了逃离。去年7月，在金华开
网约车的沈女士因“身体吃不消，
也没挣到多少钱”，开车不到一年
就退出了。

也有人不断进来。据交通
运输部发布的数据，截至 2023
年3月31日，全国共有307家网
约车平台公司取得网约车平台

经营许可，同比增加40家；各地
共发放网约车驾驶员证522.9万
本、车辆运输证225.0万本，同比
分别增加 115.6 万本、61.6 万
本。这意味着过去一年，超过百
万的持证网约车司机还在涌入
这个赛道。

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去开网
约车？在某头部网约车平台从
事运营工作的许星说，一是行业
门槛低，基本上只要会开车就
行；第二，大部分网约车司机没
有太多技能，在体力劳动中，开网
约车算是待遇不错的工作，“不能
挣大钱，起码能解决一家老小的
温饱”。

另外，这个群体以中年以上
为主。这也意味着，他们在择业
上面临年龄等多方面的制约。

有离开有坚守，也有不断涌入

网约车数量激增，考验城市管理

网约车“下半场”：该驶向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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