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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20世纪20-30年代是我国城市出租汽车行业的大发展时期。20年代初，北京自用及营运汽

车有1231辆，出租汽车行达51家.据统计，上海市于2933-1934年间，有出租汽车行达91家，营

业站153处，营运汽车达1151辆。20年代末，哈尔滨由于外国侨民剧增，使得出租汽车增多，

在500辆。  

       1934年，河南出现了最早的出租汽车。开封有了首家私人出租车户，经营5辆小客车。1935

年，河南长途汽车营业部购进3辆福特牌小客车，也在市区经营出租业务。当时，因出租车很

时髦，用户多是豪绅富商，他们走官场，讲阔气，不惜高价租用，所以，出租车的营业状况

较好。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土的沦陷，战争的纷扰，出租汽车发展受到冲击，数量急剧减少。

至1942年，北京出租汽车行减少到48家，营运汽车约446辆，以后逐渐萎缩，至1946年，仅剩

出租汽车303辆。上海在此期间，出租汽车行仅存30家，至1948年，出租汽车行仅有51家，车

数减少到705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出租汽车主要由两种成分组成。一种为私有制的出租汽车，这

种成分由于服务对象发生变化，客流量下降，加上车辆难以更新，营运车辆日趋减少，

到1956年前，北京市出租一汽车行仅剩30家。另一种成分为公有制事业单位，主要是为了满

足接待外宾来访和重要会议需要，由各省市人发政府组建成的汽车公司和汽车队。50年代末

至60年代初，国家旅游主管部门为适应旅游事业发展的需要，先后在各地组建了旅游汽车队

。&ldquo;文革&rdquo;时期，乘出租车被称为&ldquo;四旧&rdquo;，受到批判，车辆大量停驶

，出租汽车行业处于奄奄一息状态。当时，北京市仅有出租汽车200多辆。其他城市出租汽车

也为数不多。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国家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城市经济日益繁

荣，对外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人民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和提高，出租汽车不再是北京、

上海、天津及广州、哈尔滨等大城市的专利，全国很多中小城市在1980年以后也出现了出租

汽车，且连续出现几次高速发展浪潮。国家为解决群众&ldquo;乘车难&rdquo;问题，满足不同

层次乘客出行的需要，对出租汽车行实行国营、集体、个人一起上，各行各业均可参与经营

出租汽车的政策，为出租汽车行业的发展带来了契机，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形成了快速发

展的态势。根据市场发展的需要，国家有关部委相继颁布了出租汽车行业的管理规定，各地

政府也根据本地实际制定了不少出租汽车管理办法，使出租汽车行业逐步走上了规范化、正

规化的法制管理轨道。

       由于各地出租车数量基本都受地方政府数量的管制，近年来我国出租车数量变化不大。根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我国出租车数量从2004年90.37万辆增长至2014年的108.94万辆，十余年间

我国出租车数量年均增长速度不足2%。

       2014年底，出租汽车经营企业8428户，个体经营业户126292户，从业人员261.8万人，2014

年完成客运量406亿人次。出租汽车作为城市公共交通的补充，为社会公众提供个性化运输服

务。近年来，各地城市拥堵日益严峻，私家车拥有量膨胀进一步加剧城市拥堵，不少城市的

出租车数量明显跟不上市场需求的增长，由于数量管制，出租车数量增长缓慢，难以满足消

费者日益增长的出行需求，公交优先已成为各城市的发展策略，作为准公交的出租车也将从

中受益。因此，未来出租车数量增长速度将有可能会加大，预计增长速度在3%-4%之间。

       《2016-2022年中国出租车行业发展策略及投资建议报告》由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公司领衔撰

写，在大量周密的市场调研基础上，主要依据了国家统计局、国家商务部、国家发改委、国

家经济信息中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海关总署、知识产权局、智研数据中心提供的

最新行业运行数据为基础，验证于与我们建立联系的全国科研机构、行业协会组织的权威统

计资料。

       报告揭示了出租车行业市场潜在需求与市场机会，报告对中国出租车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

况分析，并分析了中国出租车行业发展前景预测。为战略投资者选择恰当的投资时机和公司

领导层做战略规划提供准确的市场情报信息及科学的决策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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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我国部分地区出租汽车调价情况     地区   时间   条件方案         厦门市     2015年10月10日  

1.起步价：3公里10元。　　2.里程运价：每公里2元。　　3.等候费（或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

里）：按0.5元/75秒为计费单位,不足75秒不计费，大于或等于75秒计0.5元,大于或等于150秒

计1元，以此类推。　　4.回空加价：单次营运里程超过8公里以上部分计收回空费，按里程运

价加价50%。　　5.夜间加价：每日23：00至次日05：00的夜间，按起步价、里程运价加

价20%。　　6.过路桥隧费：按实际发生数额另外加收（出租车的厦门&ldquo;四桥一

隧&rdquo;年费由出租车企业在驾驶员上缴的承包金收入中支出，不向乘客另收）。　　7.取

消运价与油价联动机制。          上海市         2015年10月8日   根据市域出租汽车运价调整实施方

案，起租价由13元/3公里调整为14元 /3公里，超起租里程运价由2.40元/公里调整为2.50元/公里



。同时，根据现行&ldquo;燃油附加费&rdquo;机制，同日起全市出租汽车(含区域性出租汽车)

取消1元&ldquo;燃油附加费&rdquo;。超运距加价距离由10公里起调整为15公里起。低速等候

费由每5分钟计收一公里超起租里程运价调整为每4分钟计收一公里超起租里程运价。在此基

础上，途安车型起租价再提高2元，至16元/3公里。夜间加价(当日23时至次日5时)仍按原规定

上浮30%。        桂林市    2015年10月8日    桂林市委和市政府同意，桂林市运行了15年之久的出

租车7元起步价，10月8号起实施调整，起步价调整至9元，起步里程为2两公里，整个调整过

程至12月1号结束，调整期间，实行新旧价格并存运行，市民和旅客乘车时，一定要按计价收

费。新运价方案将白天起步价从7元调整至9元，每公里收费1.9元，晚上从23点开始到次日6点

，起步价为11元，每公里收费2元，同时停止收取出租车燃油附加费，对等 候费、回空费、包

车费等进行了相应的调整。         信阳市     2015年7月28日   一、新调整价格市中心城区出租车

起步价由5元（含2公里）调整为6元（含2公里），候时时间实行全程累计计时，前5分钟免费

，5分钟后每3分钟加收1元。二、保留的原价格车公里租价1.4元；夜间运营时间为23:00至次

日05:00，车公里租价加收20%;单程里程为8公里，超过8公里，车公里租价加收50%。            西

安市        2015年4月1日   （一）排气量1.8L（含1.8L）以下车型（含新能源车）1.起步价。由现

行起步价2公里7元（含每乘次1元燃气附加费）调整为3公里9元（不再收取燃气附加费）。2.

基本公里运价。由现行1.50元/公里调整为2.0元/公里。3.空驶补贴费。由现行的单程载客8公里

以上，每公里加收公里运价50%的空驶费，调整为单程载客12公里以上时再行加收，每公里

加收公里运价的50%。（二）排气量1.8L以上车型1.起步价。2公里9元（取消每乘次1元燃气附

加费）。2.基本公里运价不变：2.4元/公里。3.空驶补贴费不变：即单程载客8公里以上，每公

里加收公里运价50%的空驶费。（三）计时收费：由现行静态候时收费方式调整为低速时距

并计收费方式，在营运途中非因驾驶员责任时速&le;10公里/小时，自动累计5分钟计1公里运

价（7：00-9：00、17：00-19：00自动累计4分钟计1公里运价）。（四）夜间计费方式不变，

即23时至次日6时，起步价增加1元，每公里运价加收0.3元。（五）细化计费单位：将里程计

费单位由现行的每500米计费一次调整为每100米计费一次          长沙市      2015年3月25日   　起

步价：白天起步2公里内8元，夜间（22:00&mdash;次日5:30）2公里内10元；车公里价：白天2

公里以上续程单价每公里为2.0元，夜间（22:00&mdash;次日5:30）2公里以上续程单价每公里

为2.40元。低速计时收费：在时速12公里/小时（含12公里/小时）以下，累计每满2分钟计费1

元，停车等候计费纳入低速计时收费；空驶费：以乘客乘车地点为起点，凡单程载客13公里

以上，从13公里开始，车公里价按公里运价的50%加收空驶费，乘客回程仍乘坐同一辆车返

回时，不得收取空驶费；即时电召服务费：3元/次，即时电召是指乘客从约车到用车在1小时

内完成的电话召车业务。　　本次计价结构调整中的起步价中不再含有0.5元燃油附加费，今

后如天然气价格上涨到一定水平时，采取运价表外加收天然气附加费的方式缓解燃料价格上



涨，具体办法将另行制定。计价器将按化零为整的等价计费方式跳表，即每计满1元跳表一次

。    资料来源：智研数据中心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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