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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出租汽车简称出租车，英文名称Taxi。是由经营者提供营运车辆并提供驾驶员服务（或第三

方提供驾驶员），按照消费者个人意愿提供个性化的交通服务，按照政府价格管制的计价器

收取服务费的公共交通小汽车；在正常客运范围之外的其它特殊服务费用，可以按照服务的

时间、距离和空间等具体条件，双方平等协商确定收费金额和具体的服务条款（通常简称

为&ldquo;包车&rdquo;服务）。

出租车作为城市公共汽车、地铁、轻轨等构成的客运交通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合理补充是

为广大市民提供客运交通服务的。出租车在某种程度上与其它城市公交方式一样具有社会公

用事业性。虽然出租车的存在是满足社会公共的需要，但是由于每位乘客需要的运输产品不

同于地铁、公共汽车等只到达固定地点的公共运输设施这就造成了出租车提供运输产品的特

殊性；它是城市公共交通中最活跃的客运方式，具有方便、快捷、舒适和服务面广的特点。

《2023-2029年中国出租车市场评估与市场全景评估报告》由中企顾问网公司领衔撰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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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企顾问网提供的最新行业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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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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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马德里市出租车服务与车型分析



（3）马德里市出租车管理模式分析

（4）马德里市出租车发展动态分析

6.3.7 法国巴黎出租车行业发展分析

（1）巴黎市出租车行业规模分析

（2）巴黎市出租车服务与车型分析

（3）巴黎市出租车管理模式分析

6.3.8 瑞士日内瓦出租车行业发展分析

（1）日内瓦市出租车行业规模分析

（2）日内瓦市出租车服务与车型分析

（3）日内瓦市出租车管理模式分析

6.3.9 香港出租车行业发展分析

（1）香港出租车行业规模分析

（2）香港出租车服务与车型分析

（3）香港出租车管理模式分析

 

第七章 出租车行业管理体制改革经验分析

7.1 新西兰出租车管制改革经验分析

7.1.1 新西兰出租车行业改革背景分析

（1）陆上交通改革

（2）塔尔案引发出租车改革

7.1.2 新西兰出租车改革前的管理状态

（1）行业准入限制

（2）行业地域限制

（3）行业价格管制

（4）行业车况维护要求

（5）从业人员资质认定

（6）从业人员准证转让

（7）出租车公司管理

7.1.3 新西兰出租车改革的准备过程

7.1.4 新西兰出租车的立法改革过程

7.1.5 新西兰出租车改革后的管理标准

（1）PSL准证的申请



（2）从业人员的规定

（3）出租车公司管理

7.1.6 新西兰出租车改革的结果评价

（1）数量变化

（2）出租车价格

（3）服务质量现状

（4）改革之后服务种类多样化

7.2 其它国家出租车管制改革经验分析

7.2.1 各国出租车管制改革的共性分析

7.2.2 美国出租车管制改革经验分析

（1）纽约市出租车管制改革

（2）西雅图市出租车管制改革

7.2.3 英国出租车管制改革经验分析

7.2.4 瑞典出租车管制改革经验分析

（1）改革前

（2）改革措施

7.2.5 国外出租车行业管制改革经验借鉴

（1）放松出租车行业组织方式限制，允许个体经营者进入市场

（2）借鉴国外经验，对出租车进行分类管理

（3）引入技术手段，建立出租车信息系统

（4）对出租车特许经营权管理

（5）促进出租车行业社会组织的发展

7.3 中国出租车行业管制改革经验分析

7.3.1 中国出租车行业改革的必要性分析

（1）出租车经营方式垄断现象严重

（2）出租车司机的权益保护工作不到位

（3）消费者的利益一再受到损害，居民出行成本被抬高

（4）市场不规范情况时常出现

7.3.2 中国出租车相关主体的利益关系分析

7.3.3 中国部分城市出租车改革经验分析

（1）温州市出租车改革经验分析

（2）杭州市出租车改革经验分析



（3）西宁市出租车改革经验分析

（4）其它城市出租车改革经验分析

 

第八章 中国重点城市出租车行业发展分析

8.1 北京出租车行业发展分析

8.1.1 北京出租车发展基础分析

（1）汽车销量分析

（2）汽车产量分析

（3）汽车保有量分析

（4）常住人口分析

（5）人均收入分析

（6）市政设施情况

（7）公共交通情况

（8）发展基础评析

8.1.2 北京出租车发展状况分析

（1）相关政策法规

（2）发展规模分析

（3）车型情况分析

（4）运营票价分析

（5）竞争格局分析

8.1.3 北京出租车市场需求分析

8.2 上海出租车行业发展分析

8.2.1 上海出租车发展基础分析

（1）汽车销量分析

（2）汽车产量分析

（3）汽车保有量分析

（4）常住人口分析

（5）人均收入分析

（6）市政设施情况

（7）公共交通情况

（8）发展基础评析

8.2.2 上海出租车发展状况分析



（1）相关政策法规

（2）发展规模分析

（3）车型情况分析

（4）运营票价分析

（5）竞争格局分析

8.2.3 上海出租车市场需求分析

8.3 广州出租车行业发展分析

8.3.1 广州出租车发展基础分析

（1）汽车销量分析

（2）汽车保有量分析

（3）常住人口分析

（4）人均收入分析

（5）市政设施情况

（6）公共交通情况

（7）发展基础评析

8.3.2 广州出租车发展状况分析

（1）相关政策法规

（2）发展规模分析

（3）车型情况分析

（4）运营票价分析

（5）竞争格局分析

8.3.3 广州出租车市场需求分析

8.4 深圳出租车行业发展分析

8.4.1 深圳出租车发展基础分析

（1）汽车销量分析

（2）汽车保有量分析

（3）常住人口分析

（4）人均收入分析

（5）市政设施情况

（6）公共交通情况

（7）发展基础评析

8.4.2 深圳出租车发展状况分析



（1）相关政策法规

（2）发展规模分析

（3）车型情况分析

（4）运营票价分析

（5）竞争格局分析

8.4.3 深圳出租车市场需求分析

8.5 其它主要城市出租车发展分析

8.5.1 天津市出租车行业发展分析

（1）天津市出租车政策环境分析

（2）天津市出租车发展历程分析

（3）天津市出租车发展现状分析

（4）天津市出租车经营情况分析

（5）天津市出租车车型与运价分析

（6）天津市出租车竞争格局分析

8.5.2 温州市出租车行业发展分析

（1）温州市出租车政策环境分析

（2）温州市出租车发展历程分析

（3）温州市出租车发展现状分析

（4）温州市出租车经营情况分析

（5）温州市出租车车型与运价分析

（6）温州市出租车竞争格局分析

8.5.3 杭州市出租车行业发展分析

（1）杭州市出租车政策环境分析

（2）杭州市出租车发展历程分析

（3）杭州市出租车发展现状分析

（4）杭州市出租车经营情况分析

（5）杭州市出租车车型与运价分析

（6）杭州市出租车竞争格局分析

8.5.4 南京市出租车行业发展分析

（1）南京市出租车政策环境分析

（2）南京市出租车发展历程分析

（3）南京市出租车发展现状分析



（4）南京市出租车经营情况分析

（5）南京市出租车车型与运价分析

（6）南京市出租车竞争格局分析

8.5.5 武汉市出租车行业发展分析

（1）武汉市出租车政策环境分析

（2）武汉市出租车发展历程分析

（3）武汉市出租车发展现状分析

（4）武汉市出租车经营情况分析

（5）武汉市出租车车型与运价分析

（6）武汉市出租车竞争格局分析

8.5.6 长沙市出租车行业发展分析

（1）长沙市出租车政策环境分析

（2）长沙市出租车发展历程分析

（3）长沙市出租车发展现状分析

（4）长沙市出租车经营情况分析

（5）长沙市出租车车型与运价分析

（6）长沙市出租车竞争格局分析

8.5.7 成都市出租车行业发展分析

（1）成都市出租车政策环境分析

（2）成都市出租车发展历程分析

（3）成都市出租车发展现状分析

（4）成都市出租车经营情况分析

（5）成都市出租车车型与运价分析

（6）成都市出租车竞争格局分析

8.5.8 重庆市出租车行业发展分析

（1）重庆市出租车政策环境分析

（2）重庆市出租车发展历程分析

（3）重庆市出租车发展现状分析

（4）重庆市出租车经营情况分析

（5）重庆市出租车车型与运价分析

（6）重庆市出租车竞争格局分析

8.5.9 西安市出租车行业发展分析



（1）西安市出租车政策环境分析

（2）西安市出租车发展历程分析

（3）西安市出租车发展现状分析

（4）西安市出租车经营情况分析

（5）西安市出租车车型与运价分析

（6）西安市出租车竞争格局分析

8.5.10 大连市出租车行业发展分析

（1）大连市出租车政策环境分析

（2）大连市出租车发展历程分析

（3）大连市出租车发展现状分析

（4）大连市出租车经营情况分析

（5）大连市出租车车型与运价分析

（6）大连市出租车竞争格局分析

 

第九章 中国出租车行业主要企业分析

9.1 出租车行业上市企业分析

9.1.1 大众交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营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3）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4）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5）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6）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7）企业发展能力分析

（8）企业运营网络分析

（9）出租车规模及车型

（10）企业组织架构分析

（11）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12）企业最新发展方向分析

9.1.2 上海强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经营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3）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4）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5）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6）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7）企业发展能力分析

（8）企业运营网络分析

（9）出租车规模及车型

（10）企业组织架构分析

（11）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12）企业最新发展方向分析

9.1.3 南京中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营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3）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4）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5）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6）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7）企业发展能力分析

（8）企业运营网络分析

（9）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9.2 出租车行业非上市企业分析

9.2.1 上海海博出租汽车有限公司经营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3）企业运营网络分析

（4）企业组织架构分析

（5）出租车规模及车型

（6）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7）企业最新发展方向分析

9.2.2 北京银建投资公司经营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3）企业运营网络分析

（4）企业组织架构分析

（5）出租车规模及车型

（6）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9.2.3 北京首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营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3）企业运营网络分析

（4）企业组织架构分析

（5）车辆规模及车型分析

（6）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7）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9.2.4 北京北汽九龙出租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经营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3）企业运营网络分析

（4）企业组织架构分析

（5）出租车规模及车型

（6）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7）企业最新发展方向分析

9.2.5 广州市白云出租汽车集团有限公司经营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3）企业运营网络分析

（4）企业组织架构分析

（5）出租车规模及车型

（6）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7）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9.2.6 广州交通集团出租汽车有限公司经营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3）企业运营网络分析



（4）企业组织架构分析

（5）出租车规模及车型

（6）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7）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9.2.7 广州市广骏旅游汽车企业集团有限公司经营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3）企业运营网络分析

（4）出租车规模及车型

（5）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6）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9.2.8 深圳市深港汽车出租有限公司经营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3）企业运营网络分析

（4）出租车规模及车型

（5）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6）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9.2.9 深圳市鹏程电动汽车出租公司经营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运营网络分析

（4）出租车规模及车型

（5）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6）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9.2.10 武汉大通汽车出租有限公司经营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3）企业运营网络分析

（4）企业组织架构分析

（5）出租车规模及车型

（6）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7）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9.2.11 天津海河出租汽车有限公司经营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3）企业运营网络分析

（4）企业组织架构分析

（5）出租车规模及车型

（6）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9.2.12 重庆出租汽车有限责任公司经营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3）企业运营网络分析

（4）企业组织架构分析

（5）出租车规模及车型

（6）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7）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9.2.13 成都乘风出租汽车公司经营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3）企业运营网络分析

（4）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5）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9.2.14 成都城市快车出租汽车有限公司经营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3）企业运营网络分析

（4）企业组织架构分析

（5）出租车规模及车型

（6）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9.2.15 西安市出租汽车总公司经营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3）企业运营网络分析

（4）企业组织架构分析

（5）出租车规模及车型

（6）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9.2.16 国运集团青岛客运出租汽车有限公司经营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3）企业运营网络分析

（4）出租车规模及车型

（5）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9.2.17 长沙市出租汽车公司经营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3）企业运营网络分析

（4）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5）企业组织架构分析

（6）出租车规模及车型

（7）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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