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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8日公布的《关于深化改革推进出租汽车行业
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
理暂行办法》全面提出深化出租车行业改革的目标任务
和重大举措。与去年公开征求意见稿相比，此次出台的
两个文件作了哪些修改？对此前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如
何厘清？改革能否设定公平“起跑线”、打破出租车行业
旧有的垄断利益格局，实现健康持续发展？

焦点一：网约车合法身份如何给？
在征求意见稿阶段，社会对于网约车报废年限、网

约车平台企业经营许可程序等方面的问题持有疑虑。有
人担心，网约车会不会“一管就死”？

此次出台的文件明确将网约车车辆登记为“预约出
租客运”，通过量身定制监管模式，给予网约车合法身
份，支持其规范健康发展。

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刘小明说，针对互联网线上服务
“一点接入、全网服务”的特点，同时考虑到出租车线下
提供属地化、区域化服务，地方属地管理的要求。在网约
车经营许可程序和条件上，文件体现了便利化和适应互
联网新业态的特点。

相比社会营运车辆的8年强制报废使用期限，文件
规定网约车行驶里程达到60万公里时强制报废，行驶
里程未达到60万公里但使用年限达到8年时、退出网约
车经营。

网约车的经营许可变成“两级工作、一级许可”的许
可程序。“两级工作”是指对网约车平台公司的线上和线
下服务能力认定由省和市（县）两级分别完成，“一级许
可”是指由服务所在地市级或者县级出租汽车行政主管
部门结合两级能力认定结果一次许可。

文件第一次在全国层面对顺风车，即私人小客车合
乘作了界定，鼓励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小客车合乘。交通
运输部运输服务司出租汽车管理处处长王绣春说，顺风
车有利于缓解交通拥堵和环境压力，但同时要让乘客明
确其权利义务与经营性质的网约车不同，今后将由地方
政府结合实际制定配套规定。

焦点二：经营权、份子钱，传统出租车
怎么改？

随着网约车服务的流行，一些网约车平台利用资本
优势，给乘客高额奖励和优惠、向驾驶员发放超额补贴
等手段，抢占市场份额，打破了原有的运输市场秩序，对
传统出租汽车行业造成较大冲击。

据交通运输部统计，截至2015年底，全国出租汽车
年客运量约400亿人次，折合每天有超过1亿人在使用
出租汽车服务。作为城市重要的窗口服务行业，出租车
行业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没有解决，网约车新业态的
无序发展又带来了新旧矛盾叠加。

记者从北京一些出租车公司了解到，从去年专车大
量补贴开始，到后来快车、顺风车的推出，出租车司机们
的共同感受就是：活越来越难拉了。

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副会长王丽梅说，由于缺乏规范
管理，网约车在价格机制、保险制度、税费缴纳等方面与
传统出租汽车存在较大差异，形成不公平竞争。

广州市客运交通管理处处长苏奎表示，对传统出租
车经营权管理制度改革是本次出租车改革的重点内容。

“出租车经营权被炒作成为投资品，无法建立退出机制，
导致行业封闭。”他说。

文件明确提出，对于新增出租汽车经营权一律实行

期限制和无偿使用，并不得变更经营主体。对于现有经
营权未明确具体经营期限或已实行经营权有偿使用的，
也给予了各地政府改革的空间和时间，可以采取政府回
购、经济补偿、经营权转换等各项措施，实现平稳过渡。

“份子钱并非万恶之源。”苏奎表示，份子钱实际是
承包制的成本体现，包括制度成本和车辆保险费用等刚
性成本两大部分，网约车平台的司机也同样要付出制度
成本。“份子钱没有绝对的好坏之分，关键在于分配方式
多样化，企业和司机之间要实现风险共担，要鼓励出租
车司机实现职业的自由流动。”

焦点三：“专车”安全问题如何管？
近期，一些“专车”“快车”服务过程中发生的安全事

故、服务纠纷甚至刑事案件，引起了社会高度关注。对
此，出租车改革有哪些针对性的规定？

北京交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郭继孚表示，保障乘客
出行安全是交通运输服务的最基本要求，也是此次出租
车改革考虑的核心问题。文件明确，网约车平台公司要
承担承运人责任，厘清运输服务过程中各方权责，一旦
发生事故时有明确的责任主体，保障乘客和驾驶员等各
方的合法权益，减少纠纷。

“网约车在全世界都是新业态，安全监管的核心就
是界定平台承担的责任。平台是无车承运人，不同于传
统出租车，也不是私家车。未来一定是要构筑政府、平
台、司机、乘客共同合作治理的结构，调动社会各方面作
用实现有效治理，消除各种司机的不良行为。”中国社会
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周汉华说。

专家表示，无论是传统出租车还是网约车，安全监
管都有三大关。一是加强事前准入把关。通过对企业、车
辆、驾驶员的资质认定，对安全服务基本条件和能力进
行事前把关，把住入口，守住安全底线。二是加强事中事
后运营监管。要求公司落实主体责任，加强对企业经营
行为和日常营运全过程的监管。三是加强社会信用评
价。网约车平台可以充分发挥大数据作用，实时进行在
线监控。此外，乘客和司机的互评机制很重要，维护信誉
评价机制作用，促使整个服务质量的改变，通过黑名单
制度，杜绝违法犯罪行为。

近日，新华社记者走访了吉林珲春东
北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汪清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与“护虎使者”聊起“与虎同
行”、“虎口脱险”等与东北虎保护有关的
那些事。

从伤虎恨虎到爱虎护虎
李志兴今年63岁，10年前从吉林珲

春东北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宣教
中心主任的岗位上退休，退休后一直为保
护东北虎鼓与呼，至今还担任着珲春市天
和东北虎保护协会秘书长的职务。

2001年底，珲春东北虎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成立，李志兴被调
到保护区工作。

回顾他近20年的东
北虎保护工作，李志兴感
到欣慰的是人们思想观念
在转变。“过去很多人伤害
老虎、憎恨老虎，但现在越
来越多的人主动保护老
虎，因老虎而骄傲。”他说。

珲春市位于吉林省东
部，紧邻俄罗斯和朝鲜，是中国现有野生
东北虎数量和种群密度最高的地区。早些
年，当地居民多以打猎和养牛为生，人虎
矛盾在所难免。

“当地猎人喜欢下套子，就是用钢丝
围成一个圈，一头固定在树上，然后把
套子放在野生动物常出没的地方。野生
动物一旦被套住就会挣扎，但越挣扎勒
得越紧……”李志兴说。

从伤虎恨虎到爱虎护虎的典型，是管
道沟村村民曲双喜。曲双喜曾是当地有名
的猎户，居住在保护区内。

2002年的一天，曲双喜大雪后进山
捕猎，归途遭遇一只受伤的野生东北虎。

和老虎搏斗，他最终力衰不敌，被老虎叼
着跑出20多米。千钧一发之际，老虎发现
他身后背着的箩筐里有刚打回的鹿肉，就
叼着鹿肉走了，曲双喜侥幸逃脱。

“常理来说，老虎轻易不吃人，只吃牲
畜，除非是极度饥饿和人挑逗的情况下才
吃人。”虎口脱险后，曲双喜认识到自己非
法狩猎和下套误伤老虎的严重性。随后，
他联合周边村民成立了3支反偷猎巡护
队，开始定期巡护森林。“珲春市首批无狩
猎村示范基地”也随之启动。

“如今，越来越多的村民开始喜欢上
东北虎，特别是随着发展养牛、养蜂等替

代产业，让当地潜在的捕猎者成为保护
者，对改善野生东北虎的栖息环境意义重
大。”李志兴说。

“人退虎进”为虎让路
李健民今年48岁，历任吉林汪清林

业局兰家林场场长和汪清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管理局公园办主任。

李健民在兰家林场生活了40年，打
小就听老人们念叨兰家一带有关东北虎、
豹的故事。“老虎捕食讲究一纵、一扑、一
剪、一扫。”聊起老虎，他总是口若悬河、滔
滔不绝。

在李健民儿时的记忆里，“棒打狍子

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是长白山原始
林区良好生态的真实写照。但随着对森林
的过度采伐，生态遭到严重破坏，东北虎、
豹逐渐在长白山林区消失。

近年来，长白山林区生态建设步伐明
显加快，为虎豹的生存和栖息提供了有利
条件。李健民任兰家林场场长时，积极响
应省里提出的生态移民号召，带领林场居
民迁入城镇。

通过生态移民等工程，保护区已陆续
迁出2000多户人家。“兰家林场的森林覆
盖率已达98.2%，以兰家为中心，方圆近
30公里的‘无人区’最大限度减少了人为

活动对东北虎、豹的干扰，成了真正的‘虎
豹之乡’。”李健民说。

有了200余种野生动物、1300余种
植物，吉林也得以建起兰家大峡谷国家森
林公园。逐鹿崖、虎跳桥……李健民用虎
豹的故事装扮公园景点，借助森林生态
旅游宣传东北虎保护工作，目标是实现
生态建设与经济发展和谐双赢。

爱虎如命“郎老虎”
郎建民今年48岁，是珲春东北虎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宣教中心主任。
2001年郎建民来到保护区机关工

作，从此对东北虎着迷，自学理论，拜

访专家。
为了使中国东北虎和东北豹监测及

保护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珲春东北虎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建设了6个基层保护站，设
有60多个红外线监测相机观测点。

郎建民检查户外红外相机时，“平均
2个月要把60多个观测点全走一遍”。
他每年要在山上呆上100天左右，工作
15年已经走了2万多公里山路，平时一
天爬4座山，要走十四五公里山路。“冬
天雪大时，雪能没过大腿。”他说。

郎建民也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不
用上山，只看一眼山势、地形就能判断出

哪里有老虎出没以及它的出行
和捕食习惯。每当发现野生动
物在山林里的卧痕和足迹，郎
建民都会用GPS仪器进行定
位，收集数据。

有时，郎建民会循着虎迹
而去。“有一次，我去检查相
机，一只‘大家伙’就在我身
旁10多米处和我平行着走，
我走它也走，我停它也停。随

后，它一跃而下，我马上拿起红外相机
拍下了珍贵影像。”

1998年，中、俄、美三国专家在长白
山林区调查发现东北虎6至9只、东北豹
3至7只。而最新监测数据表明，在珲春林
区定居和通过珲春林区向吉林省内迁徙
的东北虎、豹数量已达到27只和42只。

“这标志着珲春林区作为东北虎、豹
从俄罗斯向中国内陆扩散的生态廊道已
经形成，并正在成为中国野生东北虎、
豹恢复的种源基地。”郎建民兴奋地说。

郎建民爱虎如命，人称“郎老虎”，
他管母虎叫“丫头”，管公虎叫“兄
弟”。

厘清三大焦点 设定起跑线
□新华社记者 赵文君 齐中熙 丁静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东北虎保护的那些事

□新华社记者 高 楠

视觉热点视觉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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