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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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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出租车行业研究报告共十一章是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公司的研究成果，通过文字、图表向

您详尽描述您所处的行业形势，为您提供详尽的内容。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在其多年的行业研

究经验基础上建立起了完善的产业研究体系，一整套的产业研究方法一直在业内处于领先地

位。本中国出租车行业研究报告是2015-2016年度，目前国内最全面、研究最为深入、数据资

源最为强大的研究报告产品，为您的投资带来极大的参考价值。

      本研究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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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研数据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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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揭示了中国出租车行业市场潜在需求与市场机会，报告对中国出租车行业做了重点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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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同时对银行信贷部

门也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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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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中国出租车行业市场规模分析    75

在&ldquo;多家经营，统一管理&rdquo;的方针指引下，出租车出现了企业、个体一起上的多家

经营的新形势。

我国城市出租车行业的经营模式从开始发展到现在，不断在进行改革，也不断在进步。按照

经营权、投资主体和管理权三个方面进行分类，我国出租车行业现行的经营模式主要有：承

包经营模式（租赁经营模式）、挂靠经营模式、个体经营模式和公车公营模式（直营模式）

四种。承包模式投资主体是个人，而经营权和管理权属于公司；挂靠模式经营权、投资主体

属于个人，而管理权属于公司；个体经营模式经营权、投资主体和管理权都属于个人；公车

公营模式经营权、投资主体和管理权属于公司。

单车承包或租贷承包或挂靠经营的车主只重视经济效益，不重视也无能为力提高从业人员的

素质和提升出租车的服务质量，从而导致出租车企业粗放经营和散漫管理的弊端，造成出租

车行业社会形象不高、政府和老百姓不太满意、驾驶员队伍不够稳定等诸多问题。

目前发展形势下，出租车经营管理模式应走&ldquo;公司化经营&rdquo;的道路。公司化经营模

式不仅有利于政府、有利于企业、更有利于驾驶员。首先车辆由公司出资购买，减少了驾驶

员一次性投入过大的问题。而且随着管理的不断的完善，驾驶员的社会保障福利措施落实到

位，解决了后顾之忧，为创建和谐企业、和谐社会奠定了基础。其次是推行公司化管理后，

驾驶员除了能享受到合法权益外，驾驶员隐性存在的灾祸、交通事故等风险有了保障，不是

由自己来承担，而公司承担大部分。同时，还从根本上解决了&ldquo;管理链&rdquo;脱节问题

。公司化经营是出租汽车行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项重要任务



。

随着广大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收入的增加，越来越多的人来采用出租车这样一种交通

工具，出租车在城市公交当中的地位和作用也越来越凸显出来，在促进城乡经济发展、方便

人民群众出行、扩大社会就业、树立城市形象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据测算:2009年我国出租车行业市场规模为1195.1亿元，单车年均收入总额在12.3万元左右

，2014年我国出租车行业规模增长至1808.4亿元，近年来我国出租车产业规模年均增速在8.7%

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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