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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野

这厢国家有关出租车改革的方
案刚出台，那厢滴滴就宣布并购优
步中国。并购一旦成功，意味着什
么？网约车市场被垄断？

【并购】
市场面临重新洗牌

8月1日下午，滴滴正式发布公
告宣布并购优步中国。紧随其后，
网约车市场反垄断的声音响起。2
日，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沈丹阳就此
事回应，商务部目前尚未收到有关
滴滴和优步中国相关交易的经营者
集中申报。

按规定，凡符合反垄断法规定
申报条件和《国务院关于经营者集
中申报标准的规定》 中申报标准
的，经营者均应事先向商务部申
报，未申报的不得实施集中。

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
心特约研究员李俊慧说，两家并购
一定要符合反垄断法要求。

在李俊慧看来，无论并购是否
最终成立，网约车市场的垄断都在
那里。“垄断要分成两个层面来看，
一个是市场层面，另一个是乘客端
层面，而乘客端层面更为复杂。”

从乘客需求来看，首选的出行
方式是滴滴或优步，其他平台处于
劣势。目前，滴滴在支付宝、微信
都有入口，优步在百度地图里也可
以叫专车。无论滴滴还是优步，不
管是北上广等区域市场还是全国市

场，这两家比起其他同业竞争者，
有着绝对的乘客垄断优势。

根据易观今年二季度公布的数
据，在中国专车市场，滴滴出行占
据了 70％的份额，优步中国占据了
17％的份额。滴滴和优步并购后，
在中国专车市场将占据 87％以上的
份额，而在更细分的快车市场，市
场份额则接近100％。

“出租车改革出台后，网约车市
场面临重新洗牌。以前处于灰色地
带的违规车辆、司机将被依法清
退。”李俊慧分析，改革有3个月的
过渡期，11 月 1 日将是一个分水
岭。最终，谁能在合法合规的车
辆、司机供给端上占较大份额，谁
将占据市场优势。

【价格】
平台抽成20％到28％
上海三亦城市规划设计有限公

司徐康明长期从事城市公共交通研
究。他说，网约车领域主要靠融资
产生资本壁垒，一是阻止其他企业
介入以获取较大市场份额，二是锁
定营收抽成比例。

目前，滴滴、优步平均每单专
车的抽成约为 20％到 28％，平台为
了保持这样的抽成，必须一家独
大。在此之前，滴滴和优步两家都
取得了相当大的投资，很难用资本
壁垒来挤垮对方。只有通过合并，
形成新的资本壁垒，才能保证平台

在每单抽成上的话语权。平台在抽
成上的话语权越强，司机和乘客的
话语权就越弱。

徐康明分析，网约车平台的低
价红利来源于两大方面，主要是资
本补贴；其次是使用不规范车辆、
司机以降低成本。滴滴、优步两家
合并的主要目的，是希望不再彼此
搅局，尽快减少补贴，而且是双向
减少乘客和司机端补贴。

在暴雨天气、高峰时段，有些
平台改个算法，就能人为控制动态
溢价。尤其在出租车改革方案出台
之前，动态溢价对盈利的提升是不

可低估的。
网约车被纳入合法化轨道后，

一方面，一些网约车平台这种“趁
火打劫”的定价方法有望被限制。
另一方面，经过合法合规的筛选，
经营权和司机数量会减少，会形成
一定稀缺性。网约车平台也会用动
态加价的方法，利用网约车需求和
供给时空不匹配的特点，收取乘客
更多费用。

“网约车价格上涨基本是不可避
免的。现在的问题是等多久会涨，
涨多少。”徐康明说。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督和反

垄断局有关人士表示，一旦并购成
功，将具有很强的市场力量，至于
对市场竞争秩序和消费者利益有何
影响，会不会涉及价格垄断行为，
他们将持续关注并做进一步研判。

【定位】
提供个性化出行服务
网约车这一新业态受到公众热

捧，城市公交、地铁、传统出租车
服务不能满足百姓出行需求是重要
原因。

国家出台的出租车改革方案中
明确表示，出租车作为城市综合交
通运输体系的组成部分，是城市公
共交通的补充，为社会公众提供个
性化出行服务。

中国道路运输协会会长王丽梅
针对并购一事表示，现阶段仍集中
在资本领域，对于出租车行业的影
响不可预见。“国家刚出台政策规范
出租车发展，推动传统出租车和网
约车发展，企业的精力应该放在遵
守法律法规上，而资本的出发点却
往往很复杂。”她说。

王丽梅表示，无论是传统出租
车还是网约车，都要满足公众个性
化出行服务。出租车改革明确了出
租车行业属地管理原则，希望各地
在改革实施过程中，督促网约车平
台扮演好行业角色，立足于提升百
姓出行服务。

据新华社

滴滴并购优步中国 市场面临重新洗牌

网约车合法化，公众红利几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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