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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专车”“拼车”服务是否合理争议不断

约租车管理方案
或近期出台

5月中旬，国务院明确提出深化出租汽车行业改革指导意见将于今年出台，此后有关“专车”、“拼车”等
服务是否合理的争议声始终不绝于耳。就在近日，多地交通部门已经率先“出招”调整出租车行业运行模
式，同时对“专车”、“拼车”等新型城市用车服务进行规范。相关人士向记者透露，全国性的约租车管理方
案正在研究制定中，有望于近期出台。

规范约租车服务
“势在必行”

2014年年底，交通运输部
发布《关于全面深化交通运输
改革》的意见要求，推进出租汽
车行业市场化改革，完善出租
汽车价格动态调整机制，形成
与公共交通合理的比价关系。

随后，义乌出台《义乌市出
租汽车行业改革工作方案》，对
矛盾日益激化的出租车行业推
行市场化改革。按照方案规
划，从 2018 年开始，将有序开
放出租汽车市场准入和出租汽
车数量管控，实现出租汽车市
场化资源配置，同时车费由市
场定价。

值得关注的是，针对此前
多地主管部门反对的“打车软
件”，义乌市则明确表示支持：
引导出租车公司推出人工电话
召车、手机软件召车、网络约车
等多种电召服务方式。

5 月 18 日，国务院发布的
《关于 2015年深化经济体制改
革重点工作意见的通知》明确
提出，今年将出台深化出租汽
车行业改革指导意见。事实
上，包括义乌、湖北等多地已经
开启出租车行业的改革试点工
作；而就在近日，上海、北京两
地交通部门，也在地方出租车
市场管理和约租车服务方面有
所行动。

上海市交通委主任孙建平
近日就表示，约租车服务不失
为对上海顶灯出租车的一种有
益补充，能够满足乘客更加个
性化需求，目前，上海市交通委
与“滴滴快的”联合成立工作
组，预计将在 1-2 个月内拿出
上海约租车管理试点方案。

官方首次“收编”
打车软件

在对打车软件的引导方
面，上海地区首开官方与第
三方打车软件合作的先例，
为滴滴专车在地方运营打开
了“绿灯”。同时，上海出租
车价格调整有望在 6月底前
启动。

6 月 1 日，上海市交通
委、四大出租车企业代表和
滴滴快的联合建设的上海出
租车信息服务平台正式上线
运营。据了解，平台正式运
营后，将重点解决司机和车
辆身份识别、车辆运行信息
传送等问题。

记者从上海市交通委员
会获悉，此次合作，一方面是
解决车辆和驾驶员身份识别
问题，帮助及时剔除“黑车”
和“克隆车”。另一方面，平
台将帮助实现车辆运营状态
识别，承接“滴滴打车”及其
他预约业务的车辆，其顶灯
实时转换成“电调”，有效消
除乘客扬招中存在的误解。
此外，还帮助提高车辆运营
安全性，对载有乘客的车辆
进行屏蔽，不再发送预约信
息，提高车辆运营安全性。

不仅如此，据上海市交
通委员会 6 月 2 日发布的消
息显示，双方的合作从出租
车业务起步，专车业务或将
紧随其后。

孙建平指出，目前上海
市出租车在高峰时难以满足
市民需求，约租车不失为有
益的补充。相比出租车，约
租车的服务也能满足乘客更
加个性化需求。

北京三部门约谈
滴滴专车

相比上海地区的“合作”
思路，北京交通部门对待打车
软件、尤其是“专车”服务的态
度则更加谨慎。

6月 2日，北京市交通委
员会运输管理局、市交通执法
总队和市公安局公交保卫总
队三部门，共同约谈“滴滴专
车”平台负责人。

约谈明确指出，该软件平
台推出的“专车”及“快车”业
务，使用私家车和租赁车辆配
备驾驶员，从事按照乘客意愿
提供运输服务并按里程和时
间收费的客运服务，违反了现
行法律法规的规定。

滴滴专车负责人表示，将
按照相关部门的要求进行自
查整改，开展合法业务。

同时进一步加强与政府
部门合作，建立数据监测平台
并与政府部门对接，开放平台
人员、车辆及订单相关数据信
息。

对此，交通专家徐康明认
为，目前专车在政策上是游离
于合法、不合法之间，由于宏
观的政策没有出，地方管理部
门没有办法先行确定“专车”
身份，专车、快车、拼车异化为
采用无营运许可的私家车从
事类出租车服务，必将给出租
车客运市场带来动荡。

另据官方数据显示，2015
年以来北京市交通执法总队
查处非法运营车辆 963起，涉
及滴滴专车平台从事非法运
营车辆 207 起，其中私家车
161起。

打车软件游走在
“法律边缘”

就在国务院明确今年将
出台出租车改革方案后不
久，滴滴快的等打车软件再
度掀起了“补贴”浪潮，强势

“揽客”。
5 月 25 日，滴滴打车官

方微博宣布，未来一个月的
每周一将请全国人民“免费
坐快车”。

每位用户在周一使用滴
滴快车，前两次每单立减 15
元。

据悉，参与活动的城市
已经从 6 月 1 日起正式扩至
14个，包括北京、天津、杭州、
广州、深圳、成都、武汉、重
庆、南京、长沙、大连、西安、
济南和青岛的乘客。

在指定的四个“周一”均
可免费乘坐两次“滴滴快
车”，滴滴官方透露，此次活
动总投入将达10亿元。

根据滴滴官方数据显
示，“滴滴快车”5 月 28 日的
总订单达到215万单，超过了
之前全国所有专车服务商的
总订单量。

而本周一 (6 月 1 日)，滴
滴快车订单数已攀升至 385
万单。

一边是用户规模和订单
数量不断攀升，另一边则是
游走在“法律边缘”导致的未
来不确定性，烧钱之路渐行
渐远，未来的类似打车软件
路在何方？

近日，相关人士透露，全
国性的约租车管理方案正在
研究制定中，有望于近期出
台。

立案登记制改革首月
全国法院立案超百万

记者4日从最高人民法院获悉，自5月
1日起全面实施立案登记制一个月以来，全
国法院共登记立案 1132714 件，同比增长
29%。其中行政案件增幅最大，登记立案
29924件，同比增长221%。

据悉，立案登记制实施首月，全国三分
之一以上的高级人民法院登记立案增幅超
过 30%，在中西部地区尤为突出。其原因
主要是这些地区审判力量相对薄弱，在原
来实行审查制时，对案件入口进行了相应
调控。随着立案登记制的全面推行，取消
了立案过滤功能，案件受理随之增加。

从案件类型看，行政案件同比增幅最
大，同比增长 221%。刑事自诉登记立案
3600件，同比增长149%。民事案件登记立
案817405件，同比增长27.8%。

最高法认为，全国法院立案登记制改
革达到了改革预期目的，但在推进过程中
面临新情况、新问题。案件数量的增加以
及近期一些法官的辞职，使“案多人少”“供
给不足”的矛盾更加突出，行政案件大幅增
加同样给法院带来巨大挑战。

最高法同时指出，立案登记实施首月
驳回的案件增多、涉诉信访压力加大。大
量案件在登记立案后，因不符合收案条件
被裁定驳回起诉或不予受理，这些裁定可
能会形成上诉、申请再审和申诉，直至申诉
信访。尤其是行政诉讼案件，一个行为可
能会产生多个诉讼，同样会产生多个涉诉
信访案件。

最高法表示，全国法院将继续抓好立
案登记制改革的贯彻落实，全面畅通当事
人诉权行使渠道，不断提升立案服务水平，
从而让人民群众在司法审判的第一个环节
就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公平和正义。

（本版稿件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