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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报告在调研数据的基础上，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式深入分析了专车

市场发展的驱动因素与阻碍因素、专车市场背后的产业格局、专车企业的竞争格

局、用户对专车市场的依赖程度、专车对其他交通工具运力的补充效应等，通过

这五个章节的研究反映专车市场的发展态势和面临的问题。报告力求客观、深入、

准确地反映中国专车市场发展情况，为政府、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各界提供决策依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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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专车市场发展的驱动和阻碍因素 

1、2010-2013 年发展阶段，阻碍因素占据上风 

专车服务诞生于 2010 年，历经四年的坎坷经历，才进入快速发展上升时期。纵观

2010-2013 年发展阶段，专车服务市场的阻碍因素占据上风。阻碍因素一：发展思路受局限，

小众市场很难带动大众服务市场。专车服务发展初期面向商务市场，属于 B2B 服务模式，

而非当前以 B2C 为主导的发展思路，需求驱动力量明显不足。阻碍因素二：发展时机不成

熟，移动互联网应用习惯尚未养成。手机网购、手机网上支付、手机网上银行、手机团购

等移动商务类应用的爆发式增长始于 2013 年。在此之前，专车服务一己之力很难推动用户

移动支付习惯的形成。阻碍因素三：政策舆论不支持，政策阻力、舆论矛头直指先驱企业。

政策法规滞后于市场发展，专车先驱企业的影响力有限，市场发展尚处于观察阶段，难以有

效推动制度层面的变革创新。 

这一时期，专车服务市场的驱动因素主要来自经济的繁荣和技术的发展。驱动因素一：

经济环境向好，个人消费水平显著提升。我国 GDP 一直保持 7%以上的高速增长，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率高于 7.5%，消费水平显著提升。截至 2013 年底，我国手机网民规

模达到 5 亿，年增长率高达 19.1%。消费能力的提升和手机网民的规模化增长为专车市场的

发展奠定良好的用户基础。驱动因素二：技术水平提升，为专车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支持。

我国移动通信基站和 WLAN 网络热点净增数量成倍增长，为移动网络应用提供了坚实的基

础设施支持；定位技术飞速发展、地理数据库不断完善，为移动互联网条件下所有基于地理

位置的服务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技术准备。 

2、2014-2015 年发展阶段，驱动因素占据上风 

2014 年多因素驱动专车服务市场崛起，2015 年政府有条件的放开专车市场。纵观

2014-2015 年的发展阶段，专车服务市场的驱动因素占据上风。驱动因素一：双向市场需求

爆发，乘客和车主均渴望改善用车环境和出行效率。随着个人保有轿车数量的急剧上升，

部分城市道路、停车场等基础资源日渐紧张，节能减排要求也日趋严厉，城市对出租车严控

数量，对私家车执行限号出行、严控牌照数量等措施，限制了一部分希望改善出行条件的需

求。同时，私家车养车成本大幅提升，私人轿车通过降低车辆空置率来分担养车成本的需求

逐渐显现。驱动因素二：营销推广效果显著，补贴策略重塑消费者用车习惯。专车企业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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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 B2B 思路，向 B2C 模式转型并采用多元化的布局方案。除易到用车外，滴滴和快的进入

出租车软件叫车市场，并采用全民补贴策略抢占大众打车市场，帮助用户养成 APP 软件叫

车和手机支付习惯。当用户发展到一定规模后，滴滴和快的又先后开启了专车、快车、拼车

等细分领域的多元化业务，继续延用补贴策略通过大众市场的用户积累带动小众市场的发展

需求。驱动因素三：“互联网+”国策驱动，政府有条件的放开专车市场。《国务院关于积极

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发布，对“互联网+便捷交通”的持续

发展意义重大。专车作为“互联网+便捷交通”的一个方面得到了支持，但具体的管理办法尚

未明确发布。全国统一的“约租车管理方案”即将出台，其将“专车”定义为网络预约出租汽车，

列入出租汽车管理法规框架体系，提出了反补贴倾销、申请准入许可制、确保数据信息安全

等诸多监管要求，意味着政府有条件的放开约租车服务市场。 

这一时期，专车市场发展的阻碍因素主要来自行业的利益冲突、税收盲点政策等。阻碍

因素一：行业利益矛盾冲突，引发社会不稳定因素。专车服务打破了出租车行业的垄断，

迫使出租车行业进行变革。由于全国的“深化出租汽车行业改革指导意见”尚在制定当中，顶

层改革与地方探索之间尚未形成良性互动，出租车与专车的矛盾在短期内未得到有效解决，

全国多地发生出租车驾驶员针对“专车”的围堵、聚集抗议、罢运等事件，引发社会不稳定因

素。阻碍因素二：专车税收问题成盲点，影响报销和公平竞争。专车服务由于处于税收盲

点，无法开具专用发票。乘客不仅无法在乘车后即时获得发票，部分企业甚至明确表示不提

供发票，即使事后通过邮寄得到的发票也很难得到财务认可进行报销，由此限制了部分出于

公务目的的乘客使用。此外，与其他能够开具专用发票的交通运输行业相比，专车究竟应该

开具税率为 6%的现代服务业服务发票，还是税率为 11%的交通运输服务发票，尚无定论。

不开专用发票或低于税率开具发票均有碍于营造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阻碍因素三：各城市

对专车运营监管的态度不一致。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曾表示，允许具有运营资质的租赁

车辆利用互联网平台从事专车运营，但具体到全国各城市其执行情况并不相同。例如，北京

反对私家车、租赁车辆利用网络平台从事专车运营，指出其涉嫌非法运营、逃漏税、违规发

垃圾短信、垃圾广告等，联合 8 部门约谈专车企业，要求其整改。上海交通委对符合条件的

专车平台颁发了网络约租车平台经营资格许可。广州对私家车从事专车运营进行严查，对租

赁车辆专车业务允许运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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