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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前一篇文章里(见本刊 2013 年第 3 期《北京出租车,如何才能不空驶?》),我讨论了

北京出租车的价格管制如何导致了打车难。 为了应对“打车难冶的问题,近来一批移动应用服

务(mobile apps)应运而生、不断涌现:“滴滴打车冶淤、“摇摇招车冶、“快的打车冶、“大黄蜂打车冶
等。 这些打车软件虽有细微差异,但它们的工作原理类似:如果你要打车,点击应用的图标;程
序加载时,会利用手机的 GPS 系统确定你的位置。 程序将这个位置作为你的起点,除非你重

新定位或是输入更详细的位置信息。 接着,输入你的目的地。
有趣的地方在下一步。 你可以选择加价。 如果你不加价,就按计价器打表付费;如果选择

加价,就要付给司机更高的价格。 举例来说,如果你输入 10 元,就要支付给司机计价器所显示

的费用且外加 10 元。 然后你就提交申请。 使用同一款打车软件(在大多数城市,竞争者不止

一家)的出租车司机可以用手机查看即时收到的申请。 如果司机愿意,他们就会接受你的请

求,行驶到你的位置。 下车时,你要向司机支付加价的数额。
这些打车软件很方便,即使附近一辆出租车也没有,它们也能帮你叫到出租车。 这使空驶

的出租车和打不到车的乘客更有效地匹配起来了。 不过,这种加价的效果如何? 且听详细分

解。 如果你试过在北京的雨天打车,你就会对经济学家所谓的供需失衡有所体会。 从法律上

讲,出租车司机只能按打表里程和费率向乘客收费。 如果突然下雨,对出租车的需求就会增

加———平时步行或等公交车的人,这时就会打车———但是,路上行驶的出租车,其供给保持不

变。 这时对出租车的需求就超过了供给。 如果提价不违法的话,出租车司机就能够立即提高

价格,使得有些想要打车的人最终会愿意步行或乘坐公交车回家。 这样,价格就会上升,直至

需求等于供给。
请留意这些新软件带来的变化。 如果天开始下雨,愿意为打车支付更高价格的人就会加

价,提高乘坐出租车的价格。 出租车司机会接受最高的加价,忽略其他加价。 加价会变得足够

高,从而实际价格(打表计程费加上加价)将使市场出清,需求将与供给相等。 这就提高了效

率。 对乘坐出租车出价最高的人能够得偿所愿,其他人则不能。 与此同时,司机的收入增加;
这个结果很好,因为我在前一篇文章中已经指出,司机因过低的管制价格遭受了经济损失。

设想北京的一个工作日中,天空晴朗(即使有污染,至少也没有下雨)。 在这种情况下,可
供乘坐的出租车足够多。 这时,有些出租车司机愿意载客,但是没有乘客,只能空驶,供给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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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 一些出租车司机愿意降低价格,但依照法律他们必须按计程器打表收费。 打车软件如

何应对这种情况呢? 事实证明,你可以要求降价。 例如,你可以“加价冶—5 元,如果有司机接

受了这个“加价冶,那么下车时,司机向你收取的里程费就会比打表计费少 5 元。 有效价格的

降低会吸引更多的乘客(那些原本想步行或乘坐公交车的乘客)进入市场,需求增加,直至供

需平衡。 这同样提高了效率。 原本会被浪费掉的出租车运力得到了利用,这使司机的收入增

加,让更多的乘客能够乘坐到出租车。
这些新移动应用服务是否合法,仍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很明显,它们规避了政府的管制

价格。 如果它们不合法,我希望政府能改变规则。 上述打车软件带来的价格灵活性可使供求

更趋接近。 这可使出租车保持高效利用,给乘客提供了更多乘车机会。 与此同时,它提高了司

机的收入。
这些新移动应用的确对富人有利。 首先,富人更有可能持有智能手机从而使用这些打车

软件。 但如果有大量司机也没有智能手机来使用上述程序,对富人有利也并不是什么大问题。
更大的问题是,这些打车软件会提高乘坐出租车的平均价格(在北京,出租车短缺比出租车过

剩的情况更常见)。 诚然,低收入者因为定价高而被排挤出了多个市场,但政府可以发挥重要

作用来帮助他们。 但是,干预出租车价格是一种无效率的帮助办法。 人为压低出租车的价格

并不能增加出租车的供应。 恰恰相反———这阻碍了出租车的运营。 政府可采取一种更直接的

办法,即增加北京出租车的牌照数量。 如此一来,这些打车软件有助于使新增的出租车保持高

效利用,降低私家车的增长,使停车更加容易。

·74·

经济资料译丛 2014 年第 3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