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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传统出租车数量难以满足人们出行需求是专车服务兴起的重要原因之一。有需求就有供给。

由互联网公司提供的专车服务方便、便捷，只要在手机上输入目的地，轻轻一点，就可以选

择不同档次的专车来接自己，在软件内还可以了解司机过去的服务信息及用户评价，十分透

明。

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全国共有214家网约车平台公司取得网约车平台经营许可，各地共发放

网约车驾驶员证289.1万本、车辆运输证112万本。各网约车平台12月份共新注册合规驾驶

员28.1万人，新注册合规车辆17.7万辆。截至2020年12月，我国网约车用户规模达3.65亿，

较2020年3月增长298万，占网民整体的36.9%。截至2021年12月31日，全国共有258家网约车平

台公司取得网约车平台经营许可，环比增加3家；各地共发放网约车驾驶员证394.8万本、车辆

运输证155.8万本，环比分别增长2.2%、3.9%。截至2022年4月30日，全国共有270家网约车平台

公司取得网约车平台经营许可，环比增加3家；各地共发放网约车驾驶员证422.9万本、车辆运

输证175.4万本，环比分别增长3.8%、7.3%。  

自网约车业务兴起后，网约车市场就一直分为以曹操专车为代表的B2C重资产和以滴滴、易

到为代表的C2C轻资产两种运营模式。在网约车竞争中，滴滴凭借C2C模式的开放性和巨额

资金投入迅速成长为行业&ldquo;霸主&rdquo;。滴滴业务已在国内覆盖400多座城市，市场占

有率超九成。截至2021年12月，我国网约车用户规模达4.53亿，较2020年12月增长8733万，占

网民整体的43.9%。2021年，网约车行业投资增加，企业竞争加剧，智能车联网等新技术发展

为行业提供了新的机遇。与此同时，网约车行业合规化进程稳步推进。在市场运营方面，行

业投融资升温，竞争加强。一是市场对出行业务信心增强，新一轮融资热潮出现。9月，曹操

出行和T3出行先后宣布完成了38亿元以及77亿元的巨额融资。11月，哈啰出行宣布完成新一

轮2.8亿美元的融资。二是企业着力发展网约车业务，市场竞争加剧。美团打车APP重新在各

大主流应用商店内上线，并在一百多座城市开通了服务。在提供聚合平台的业务之外，高德

成立网约车运营公司，并注册网约车业务品牌&ldquo;火箭出行&rdquo;。  

2022年2月，交通运输部等8部门联合修订发布《关于加强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行业事前事中事

后全链条联合监管有关工作的通知》，对多部门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联合监管事项进行了完

善，对处置措施和操作流程进行了细化，以便于各级相关部门操作实施，对拒不改正者或下

架其App。2022年10月28日，工信部公开征求对《道路机动车辆生产准入许可管理条例（征求

意见稿）》的意见。征求意见稿对智能网联汽车做出要求，其中提出，智能网联汽车生产企

业应当建立车辆产品网络安全、数据安全、个人信息保护、车联网卡安全管理、软件升级管

理制度，完善安全保障机制，落实安全保障措施，明确责任部门和负责人，落实安全保护责



任。  

中企顾问网发布的《2024-2030年中国互联网专车产业发展现状与前景趋势报告》共九章。首

先阐释了互联网专车的概念、特征等，接着分析了我国互联网专车发展的市场和政策环境。

然后对互联网专车行业的运行状况、竞争态势、用户行为进行了详实全面的分析。随后，报

告对互联网专车行业做了重点企业发展分析、投融资状况分析及投资风险预警。最后对互联

网专车产业的前景趋势进行了科学的预测。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来自于国家统计局、商务部、中国IT研究中心、中企顾问网、中企顾问

网市场调查中心以及国内外重点刊物等渠道，数据权威、详实、丰富，同时通过专业的分析

预测模型，对行业核心发展指标进行科学地预测。您或贵单位若想对互联网专车行业有个系

统深入的了解、或者想投资互联网专车市场，本报告将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考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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