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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展“互联网＋”的市场红利
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

院教授王敬波认为， 互联网具有
虚拟性、广域性、即时性、互动性，

对于传统监管提出了挑战。 行政
机关无法做到实时监督每个分享
经济的参与者， 需要多元主体共
同参与的新治理思路。

王敬波表示：“一些地方的政
府部门必须走出惯性的许可管制，

根据分享经济的需要构建全新的
规制模式，不断丰富治理手段。 ”

朱巍表示，值得欣慰的是，目
前这些地方细则还在征求意见，

属于“开门立法”，这给未来对政

策完善留下了余地。

朱巍说：“我们能理解地方政
府的苦衷，出租车改革压力很大，

新旧产业矛盾尖锐， 以一定程度
的压缩网约车空间， 换取出租车
改革时间的初衷难言不对， 但网
约车是分享经济的代表，是‘互联
网
＋

’的体现，更是解决就业、城镇
化和城市出行难题的关键。 ”

国家发改委城市中心综合交
通规划院院长张国华认为， 一个
好的制度， 应该是多数人都能接
受并执行的。 网约车细则的制定
要体现不同城市的特点， 也要有

完善的协商对话机制， 让利益相
关方充分表达，达成共识。

专家认为， 面对网约车这一
新鲜事物， 城市管理者应坚持问题
导向，把问题抓实、措施定细，用包容
开放的精神，将改革的大命题落实为
实际工作的小篇章，让群众在改革大
潮中有更多“获得感”。 公众希望看
到，地方政府部门既能用法律法规守
住网约车的安全底线，也能充分发挥
新业态的积极作用，鼓励网约车在市
场机制下进行的合法、有序竞争，延
展“互联网

＋

”的市场红利，让群众享
受更多出行便利。 （据新华网）

想兼职开专车看这里———

网约车细则透露出的改革信号

８

日，北京、上海、

广州、深圳四地网约车
管理征求意见稿亮
相；

９

日，重庆也公开
了网约车管理征求意
见稿。 由于五地网约
车规模庞大， 因此五
地政策细则既被视为
网约车改革的风向标，

也被看成是出租车改
革推进的试金石。

五地网约车管理
征求意见稿有何亮点？

可能会引发怎样的出
行变局？透露出的管理
思维和改革信号有哪
些值得深思的地方？记
者采访了业内人士和
专家。

各地怎么给网约车“上户口”

五地都在征求意见稿中不同
程度对网约车驾驶员条件做了更
严格细化的要求， 并对乘客关心
的乘车保险、 车辆安全以及约车
人信息安全等做出了明确的约束
性规定。 这些对网约车运营的安
全性约束赢得点赞。

北京市民夏京蕾说， 乘坐网
约车最担心的就是安全问题。 如
果实施细则有了这些“硬杠杠”，

今后乘车就放心多了。

细则征求意见稿相关内容也

受到出租车和租赁公司的欢迎。

一嗨租车创始人章瑞平说， 与私
家车直接做网约车相比， 合规专
车的门槛提高了， 成本也会相应
提高。 而此前，出租车和租赁公司
一直抱怨不公平竞争。

各地网约车细则在强调出行
安全保障这一前提时， 也体现了
“一城一策”的特点。

北京、 上海这两个特大城市
不仅拟对网约车型、 车牌进行严
格限制， 而且还拟对驾驶人设置

本地户籍要求。

北京市交通委解释说，出
租车属于小客车交通， 占用大
量道路资源，加剧交通拥堵。大
多数特大城市都对出租汽车实
行运力管控， 采取公交优先战
略， 因此对出租车数量调控是有
必要的。

许多人在表示理解的同时，

也希望这些限制不要导致重现
“打车难”“打车贵”的现象，应有
破解问题的预案。

寻找网约车改革最大公约数
不少地方交通部门的人士坦

言，网约车细则征求意见稿的制定
过程受到地方政府部门高度重视，

多次召开专题会议，并邀请专家、

司机、乘客等各方代表进行讨论。

“按照交通运输部规定，网约
车和巡游车都属于出租车范畴，

必须对它们进行统筹管理， 但它
们应该错位发展。 这是地方政府
制定网约车实施细则要遵循的原
则。 ”长沙市道路运输管理处相关
负责人表示。

有专家和网约车企业人士担

心， 几个城市的网约车细则征求
意见稿没能充分体现分享经济的
特色，这会影响网约车的发展。

神州专车副总裁臧中堂表
示， 虽然地方细则会让企业增加
一些成本，但总体影响不大。 受冲
击最大的是一些使用兼职私家车
为主的平台。

滴滴平台的统计显示， 在北
京， 滴滴专车快车司机收入中有
超过六成是在每月

２０００

元以下
的和平均每天在线

４

小时以下
的， 体现出典型的以兼职为主的

分享经济特点。

滴滴方面建议能对网约车平
台上的专职和兼职司机以及车辆
进行分类管理， 最大限度给予兼
职司机发展空间， 满足市民的出
行需求。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
心副主任朱巍认为， 网约车的重
点应该在体现分享经济的网约特
色上。 事实上，网约车无论是在信
用体系、支付方式还是商业保险、

大数据分析等方面， 都呈现与传
统出租车截然不同的业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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