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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客下车、性骚扰、暴力殴打
网约车安全事件频出

从互联网约车流行开始，小颜（化名）和丈夫小葛一直都
是打车软件滴滴的忠实用户，他们享受着“互联网+交通”带
来的便捷，直到2月1日这一天。

当天，杭城迎来一场不小的冬雪，体贴细心的小葛早在
前一晚就为妻子预约到了一辆早上7点的滴滴顺风车，并把
接人坐标定在小区正大门。司机和小颜一样都在未来科技
城附近上班，当晚通话时他明确表示会来接小颜。

1日早上6点50分，小颜下楼到小区门口等候司机，不
料没过多久就接到司机电话，他称小颜在滴滴平台的坐标有
误，害他找不到路，要求小颜赶往司机指定地点上车。考虑
到下雪天，去司机的指定地点又有800米左右路程，小颜拒
绝了这个要求。

等司机找到正大门接上小颜时，已是7点10分。“你不守
时，又不在原定地点等，我要你向我道歉！”司机的满腔怒火
着实吓了小颜一跳。可小颜并不认为自己有错。双方在
是否要道歉的问题上争执了一路。车开到四桥的桥底下
时，这名司机突然一个急刹车，打开后座门，先将小颜的包
拎出甩到了地上，又将小颜一把推出车外，关上车门扬长
而去。在这样的风雪天，又是桥底人烟稀少的环境，小葛
说，现在回想起来，他还能清楚记得小颜打电话给他时的那
种气愤与无措。

了解原委后，小葛首先想到的是求助媒体：他通过电台
现场连线了这名司机，不想却换来司机更为恶劣的回复：“车
是我的，我爱怎么开怎么开，我爱扔谁就扔谁。”

无奈之下，小葛动用了人际关系，联系上了一位在滴滴
公司办公的朋友，并向他提供了包括电台录音在内的各种证
据。很快，这名司机就受到了滴滴对司机作出的最严处罚
——永久封号。对于这样的处理结果，小葛和小颜还算满
意，但这之后，小颜再也没有使用滴滴顺风车打车了。此外，
他们心中也有一个疑问，如果当初小葛只是通过客服电话进
行一般申诉，这名司机是不是还继续开着网约车？

其实，从网约车进入市场以来，像这样的赶客下车案例
屡见报端，更严重的还有性骚扰甚至暴力殴打：2015年6月
27日，杭州市民侯女士乘坐网约专车时，遭司机言语骚扰，
还不让她下车，后经警方介入，事态才没有进一步恶化；3月
16日傍晚，杭州萧山姑娘小冯在一家医院门口想打车去学
校，通过微信预约了网约车司机冉某，结果冉某将车开到偏
僻路段后，对小冯实施性侵；4月12日凌晨3点，在杭从事餐
饮生意的温州人小林，乘坐网约车下车时关门过重，遭司机
用铁棍殴打，小林当场头破血流……记者了解到，2015年，
杭州运管部门共查扣约300辆接入网约车平台从事非法营
运的私家车，公安机关对这批车辆的司机进行了背景审查，
发现9名司机有违法犯罪记录，其中部分司机存在“抢劫、入
户抢劫、吸毒”等社会危害性较大的劣迹。

各类事件和各组数据让市民不禁发问：网约车如何才能
约到安全？

堵车被骂、车上扔垃圾、随意取消订单
网约车司机也有话说

唐师傅，湖北人，在杭州当网约车司机。31岁的他戴一
副黑框眼镜，笑容明亮。

去年10月，唐师傅听很多朋友说开“滴滴”收入高，于是
在平台上注册成为车主并开始接单。滴滴平台的数据显示，
到目前为止，唐师傅已经接了3334单，俨然是个接单大户。

记者粗略算了一下，按照全年无休的节奏，7个多月来，
唐师傅平均每天要完成16个滴滴订单，按照每个订单30分
钟计算，他每天需要不吃不喝8小时在路上。

听到记者的这个算法，唐师傅笑了笑。“除去春节、堵车、
等订单等情况，你这个算法其实也差不多。”唐师傅说，事实
上，他每天的工作时间基本都在10至12个小时之间。“刚开
始做的时候，为了累计单数和好评，连凌晨4点的单子都接
的，有次在小区门口等乘客太久了，自己都要睡着了。”唐师
傅说。

尽管唐师傅不是“滴滴”最早的那一批受益司机，但他的
勤劳和热情还是给他带来了比较丰厚的回报。“去年那个时
候平台给的奖励还比较多，像我这个跑法的话，一个月能挣
2万多吧。”唐师傅说。

“我是外省迁来杭州的，上有老下有小的，生活压力非
常大，当时决定专职开‘滴滴’时也是犹豫了很久，不过好
在收入确实还不错。”唐师傅说，也正因为挣得多，他的干劲
也就更足，哪怕累一点也觉得高兴，“但是现在已经开始走下
坡路了”。

记者了解到，滴滴司机的收入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平台的
奖励，这个奖励除了与司机的接单情况、客户的评价分值有
关系外，还与滴滴平台自身的政策有关。“比如去年拉一个单
子20元，平台可能额外奖励20，甚至40元，但现在平台的奖
励越来越少，可能就5元。我的收入大幅度缩水，每月的收
入可能就1万出头。”唐师傅说，人工、车损都不算，他每天光
油费就要100多元，利润可想而知。

“平台的奖励变少了，社会大环境也更苛刻了。”唐师傅
告诉记者，近段时间他和“滴友”们经常在微信平台上讨论网
约车形势，关注新的政策变化。在唐师傅看来，对一些滴滴
车司机的不法行为进行严厉打击是无可厚非的，他们非常支
持，“但是，如果因为一部分的‘恶’，就对所有网约车惟恐避
之不及，戴有色眼镜看待网约车司机也是不可取的。至少我

周边的这些网约车司机，大部分都是规规矩矩、勤勤恳恳讨
生活的好司机，而且也确实方便了市民出行”。

唐师傅告诉记者，从业7个多月来，他也碰到过不少奇
葩乘客。有因为堵车张口就骂人的，有在车上随意扔垃圾
的，还有不沟通就随意取消订单的。“我们网约车司机也应该
得到起码的尊重，所以，对网约车环境的整治应该是多方面
的，除了对司机有要求外，对乘客也应该有约束。”唐师傅说。

“未来怎么样我不知道，只能先努力做着，实在做不下去
了，可能会再去找别的工作，毕竟家里的老小还等着我养
活。”唐师傅对记者说。

“小朋友”需要“家长”监护
期待网约车新政出台

有人说，中国目前的网约车市场就像是一个年幼的小朋
友，只有在家长的监护下才能健康成长。现如今，包括杭州
在内的各地地方政府正在努力扮演好这个家长的角色。

4月20日，杭州市交通运输局、公安局、经信委、市场监
管局等四部门联合约谈滴滴、优步、神州、易到、曹操等多家
网约车平台，提出了报送人车信息、开展背景审查、清退非浙
A牌照车辆等整改要求。目前，杭州市公安部门正在对上报
的14万名专车司机及车辆进行背景审查。到5月中下旬，杭
州市公安、交通运管部门将联合开展路面整治，一旦发现网
约车平台企业存在瞒报谎报现象或未落实整改措施的情况，
将第一时间向社会公布，并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追究平台企业
责任；对相关车辆，将依法从重处罚。

尽管各地地方政府频频出手整治，但大家还是期待“顶
层设计”尽快落地。

其实，早在 2015 年 10 月 10 日，交通部就颁布《网络预
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意在
用统一的法规规范网约车。但到目前，该办法还没有正式
出台。业内人士透露，新政对私家车做网约车提出限制，
滴滴、优步、易到等私家车加盟模式的专车平台或将遭遇
强力约束。

不过，业内人士同时指出，出台法律法规、制定管理办
法，并不意味着是在扼杀网约车行业的生存与发展。相反，
规范是为了更好地良性运作，更好地保护乘客权益。在“互
联网+”不可逆转的新潮流、大趋势之下，掌握好管理与创新
之间的度，考验的是施政者的智慧和对未来发展的眼光。

网约车如何能约到安全和愉快？
你要的真相在这里！

本报记者 王索妮张倩 通讯员孙海旭

“打车软件又送券了，还不快去抢？”
“叫个顺风车吧，比坐公交还划算！”
不知何时起，无车族们出门不再只依赖公交车、出租

车，越来越多的私家车主也经常不开车出门：打个网约
车，油费都省下了。但是，网约车带来便利实惠的同时，
也带来了安全问题。5月2日，深圳宝安区一所小学的英
语教师钟某在返校途中搭乘滴滴平台顺风车，被司机潘
某抢劫杀害。这起惨案再次让网约车成为舆论靶心。

在《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尚未
出台的情况下，各地政府对网约车是规范还是打压，引起
各方关注。就在上个月，杭州市交通运输局、公安局、经
信委、市场监管局四部门成立杭州网约车专项治理工作
办公室，正式对滴滴、优步、神州、易到等专车平台司机进
行身份信息审核，并清退非浙A牌照车辆。大浪淘沙之
下，网约车将驶向何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