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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及本文件其他章節所載資料及統計數據摘錄自我們委託弗若斯特沙利文
編製的報告，以及多份政府官方刊物及其他公開刊物。我們委託弗若斯特沙利文就
[編纂]編製獨立行業報告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我們、聯席保薦人、 [編纂]、彼等
各自的任何董事及顧問或參與 [編纂]的任何其他人士或各方並無獨立核實政府官方
來源的資料，且並無就其準確性作出任何聲明。

資料來源

本節包括來自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的資料，該報告由我們委託編製，原因為我們
認為有關資料可令潛在[編纂]加深對我們經營所在行業的了解。弗若斯特沙利文是一
家全球諮詢公司，於1961年成立，為獨立第三方。我們已同意就委託弗若斯特沙利文
進行的工作向其支付總計人民幣400,000元的費用。我們認為，支付這些費用不會損害
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所得結論的公平性。本文件中所提供來自弗若斯特沙利文或弗若
斯特沙利文報告的數字及統計數據摘自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並在弗若斯特沙利文的同
意下發佈。

於編製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時，弗若斯特沙利文進行詳細的一手研究及二手研
究，一手研究涉及對領先的市場參與者、供貨商、客戶、公認的第三方行業協會等行
業內部人士進行的採訪，而二手研究則涉及審閱公司報告、獨立研究報告及基於弗若
斯特沙利文自有研究數據庫的數據。弗若斯特沙利文亦假設(1)預計中國經濟於未來十
年內會保持穩定增長，(2)預計中國的社會、經濟及政治環境於預測期內保持穩定，及
(3)預計相關市場驅動因素於預測期內將繼續推動相關市場的增長。

董事確認

經作出合理查詢後，董事確認，自報告日期起，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中呈列的市
場資料並未發生不利變動，以致本文件所載資料受限制、相矛盾或受到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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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地面客運市場概覽

市場概覽

作為就國內生產總值而言世界最大的發展中經濟體，中國對地面客運的需求旺
盛且不斷增長，主要是由於富裕程度的提高、商業活動的增加、城市化的快速發展、
消費升級及自由旅行支出的增加。按交易總額計，中國地面客運市場的巨大市場規模
預期由2024年的人民幣12,158億元增至2028年的人民幣19,494億元，複合年增長率為
12.5%。受COVID-19疫情的影響，於2022年，部分主要城市在政府監管要求下實施了
出行限制，導致居民出行需求及客運量減少。具體而言，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
2022年中國主要城市的城市公共交通客運量較2021年有所減少。例如，根據同一資料
來源，北京的城市公共交通客運量從2021年的5,577百萬人次減少至2022年的4,174百
萬人次。

於2023年，包括順風車、出租車揚招、出租車網約及網約車在內的汽車客運市場
為人民幣6,160億元（按交易總額計），合共佔地面客運市場總市場份額的59.5%，並預
期於2028年增至人民幣12,389億元，2024年至2028年的複合年增長率為14.4%，合共
將佔市場份額的63.6%。

私人乘用車數量持續增長

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中國於2023年已成為全球最大的增長中私人乘用車
市場，截至2023年12月31日，私人乘用車保有量為275百萬輛，預期到2028年12月31

日，該數字將達到378百萬輛。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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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私人乘用車指個人擁有的載客汽車，主要供個人使用，包括亦用於提供順風車或網約車服務的載客
汽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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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規模龐大，但與主要發達國家相比，中國的私人乘用車普及率（按每千人私

人乘用車數量計）要低得多。於2023年，中國每千人擁有195輛私人乘用車，而美國則

為705輛，表明僅就「追趕」私人乘用車的數量而言中國便具有巨大增長空間。按新增

私人乘用車26.1百萬輛的銷量計，中國在2023年排名世界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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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車輛增長相關的不利社會及環境影響

中國載客汽車、貨運及其他機動車等機動車數量的增長導致主要城市的車輛密度
較高。例如，於2023年，中國一線城市的每平方公里機動車數量約為4,097輛，高於紐
約（約3,349輛）及東京（約2,559輛）等其他大都市。此外，若干地區的城市規劃未能充
分跟上機動車數量的快速增長。因此，交通擁堵在全國範圍內普遍存在，這會降低生
活質量，造成能源浪費，並導致空氣污染加劇。例如，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於
2023年，中國一線城市的司機每個工作日因往返通勤中交通擁堵而平均耗費約48%的
通勤時間（或4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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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監管機構已採取措施控制機動車總數及路上車輛數量（尤其是私人乘用車）
的增長，例如年度汽車牌照配額及按計劃輪換使用車輛，但從長遠來看，這些措施在
徹底解決交通擁堵方面效果有限。

導致全國交通擁堵問題的另一個原因是未充分利用現有交通運力。根據弗若斯特
沙利文報告，於2023年，小型私人乘用車的平均乘員人數僅為1.4人，在所有1,216百
萬個可用座位中的利用率較低，約為30.3%。2此外，根據同一資料來源，於2023年，
於運營過程中，中國出租車的每日行車中空載率通常介乎30%至40%，平均每日等待
時間約為三小時。在通過順風車或出租車行業的數字化轉型提高現有車輛的利用率及
降低空載率方面，仍有尚未發掘的潛力。

此外，車輛數量的持續增加導致全國環境污染加劇。於2022年，中國約37%的城
市未能達到國家空氣質量標準。值得注意的是，車輛產生的溫室氣體排放是造成空氣
污染的主要且增長最快的原因之一。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於2023年，載客汽車
每行駛20公里平均排放3.02千克溫室氣體，而中國交通運輸行業的溫室氣體排放量約
佔同年溫室氣體總排放量的10%。中國政府越來越注重減少車輛的溫室氣體排放及實
現碳中和。例如，交通運輸部於2021年頒佈《公路「十四五」發展規劃》，強調推廣新能
源汽車及減少碳排放。

移動支付及手機出行應用程序的技術普及

在過去十年中，中國經歷了強勁的移動互聯網發展，並已積累龐大的移動互聯網
用戶群。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中國的移動互聯網用戶群在2023年達到1,091百萬
人，滲透率達77.4%，預計到2028年將增至1,216百萬人，滲透率將達86.5%。隨著移
動互聯網的滲透率不斷提高，智慧手機支付解決方案及安全措施（如整合生物特徵識別
程序）方面的先進技術的普及，推動了移動支付在全國範圍內的發展。中國移動支付的
用戶群於2023年達到953.9百萬人，滲透率達87.3%，預計到2028年將增至1,129.0百萬
人，滲透率將達92.9%。

2 按每輛小型私人乘用車平均4.5個座位計，小型私人乘用車指兩至九個座位的私人乘用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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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動支付的普及為中國地面客運市場（特別是汽車客運市場）的消費者行為轉變

鋪平道路，而行業數字化進一步推動市場發展。乘客越來越習慣通過數字工具（主要是

移動應用程序）進行打車來滿足其出行需求。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2023年中國

所有智慧手機用戶中有70%以上在其設備上安裝超過一個網約車移動App。配備路線規

劃、人工智慧及大數據分析等先進技術的出行移動App的激增，通過高效、及時地匹

配供需等方式，使順風車、出租車網約、藉助數字化工具的出租車揚招以及網約車市

場得以持續發展。

中國汽車客運市場概覽

市場概覽

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中國汽車客運市場包括出租車揚招、出租車網約、

網約車及順風車，於2023年，訂單總數分別約為118億、15億、109億及4億。出租車

和網約車各自在中國汽車客運市場中的市場份額均遠超順風車。具體而言，按2023

年交易總額計，在中國汽車客運市場中，出租車、網約車及順風車的市場份額分別為

54.2%、41.4%及4.4%。根據同一資料來源，中國汽車客運市場的交易總額預計將由

2024年的人民幣7,227億元增至2028年的人民幣12,389億元，複合年增長率為14.4%。

COVID-19疫情對市場供求造成了不利影響，導致2020年至2022年中國汽車客運市場

的交易總額出現波動。隨著中國防疫政策的調整，預計到2024年，市場規模將恢復到

並超過COVID-19疫情爆發前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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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汽車客運市場中，順風車市場預期將持續增長，其交易總額預計將由2024

年的人民幣371億元增至2028年的人民幣1,039億元，複合年增長率為29.4%，主要是

由於(1)網約車市場已經進入成熟期，有200多名市場參與者，而順風車市場的市場參

與者數量仍然有限，預計會有更多的參與者出現，這將產生越來越大的市場潛力，及

(2)過去幾年，順風車市場的規模受到一些非常規因素的不利影響，包括一名主要市場

參與者暫停服務和COVID-19疫情爆發，因此，目前的市場規模相對較小，隨著市場從

COVID-19疫情中恢復，預計將會以較高的複合年增長率增長。然而，順風車市場在整

個汽車客運行業的增長潛力因網約車服務提供商及其他市場參與者的市場主導地位、

業務規模擴大及司機群體不斷增加所帶來的競爭而受到限制。相比之下，2024年至

2028年，中國出租車市場的交易總額預計將以7.3%的複合年增長率增長，而2024年至

2028年，中國網約車市場的交易總額則預計將以19.5%的複合年增長率增長。作為中

國汽車客運市場中最大的細分市場，按交易總額計，出租車市場於2023年佔據54.2%

的市場份額，並預期到2028年繼續佔據39.4%的重大市場份額，而按交易總額計，網

約車市場及順風車市場預期到2028年將分別佔中國汽車客運市場52.2%及8.4%的市場

份額。

中國汽車客運市場出行方式的比較

中國汽車客運市場包括順風車、出租車及網約車三種主要的不同出行方式。此

外，聚合平台模式的出現，可允許乘客通過統一門戶一鍵式獲得多個出行選擇。如下

圖所示，三個主要出行模式在若干方面彼此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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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風車 傳統出租車 網約車(1)

出行供應
及管理

監管限制

運輸業
經營許可

服務提供者

每筆訂單的
補貼成本

出行方式的性質

定價

網約車平台收入

增長潛力

• 私家車車主

• 僅允許由私人乘用車為非商業目的
而提供

• 受限於市政當局頒佈的法規，例如
每日順風車出行次數限制及費用分
攤標準

• 車輛：無許可證規定
• 司機：無許可證規定

• 私家車車主
• 費用分攤

• 低

• 互助

• 當地出租車價格的0.3倍至0.5倍

• 佣金率(5) (所收取費用的8%-10%)

• 高

• 出租車公司

• 為商業目的而提供
• 受有關客運業務經營的規定
所規限，例如執照及許可證
的要求

• 車輛：道路運輸證
• 司機：巡遊出租汽車駕駛員證

• 專業司機
• 主要收入來源

• 低

• 商業

• 佣金率(5) (所收取費用的0%-6%)

• 對傳統出租車而言有限
• 可從數字化轉型中受益，
提高利用效率

• 當地出租車價格的1.0倍

• 個人司機及
租賃公司車輛

• 網約車平台

• 為商業目的而提供
• 受有關客運業務經營的規定所
規限，例如執照及許可證的要求

• 車輛：網絡預約出租汽車運輸證； 
44.4%於2023年提供網約車服務
的車輛獲得該許可證(3)

• 平台：網絡預約出租汽車經營許可證

• 司機：網絡預約出租汽車駕駛員證

(4)
• 主要為專業司機
• 主要收入來源

• 專業司機
• 主要收入來源

• 高

• 商業

• 經濟：當地出租車價格的0.8倍
• 優質：當地出租車價格的1.8倍至2.0倍
• 豪華：當地出租車價格的3.6倍至4.0倍

• 由第三方提供
出行服務的平台
的佣金率(5) 
(所收取費用的
20%-30%)

• 就擁有自營車隊
的平台而言，所
收取費用的100%
作為收入

• 高• 高

主要參與者示例
• 公司B(6)(7)，一家
提供網約車、
出租車網約、
順風車及其他
服務的出行平台，
按2023年交易
總額計，其在
中國網約車市場
及順風車市場的
市場份額分別為
76.0%及17.3%。

• 公司E(7)• 北京的一家傳統出租車公司，
擁有超過20,000輛出租車，
提供出租車揚招服務、汽車
租賃服務及其他服務。
上海的一家已於上海證券交
易所上市的公眾公司，擁有
超過9,000輛出租車，提供
傳統的出租車揚招服務。

•

• 嘀嗒出行
• 公司A(6)

市場份額(2) 4.4% 54.2% 41.4%

數據源：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



行業概覽

– 161 –

本文件為草擬本，其所載資訊不完整及或作更改，以及閱讀有關資料時，必須一併細閱本文件首頁上「警告」一節。

(1) 共有兩種不同的模式，具體取決於相關運營策略，包括(i)自行提供網約車服務的網約車平台，及
(ii)將用戶引導至其他網約車平台且通常不直接提供網約車服務的聚合網約車公司。

(2) 指按2023年交易總額計的中國汽車客運市場三種出行模式各自的市場份額。

(3) 於2023年共有6.29百萬輛網約車，當中約2.79百萬輛獲得許可證。

(4) 約70%的網約車司機為每天駕駛超過六小時的專業司機。

(5) 向私家車車主和網約車司機收取。

(6) 有關市場參與者的詳細描述，請參閱「－中國順風車市場概覽－競爭格局」。

(7) 有關市場參與者的詳細描述，請參閱「－中國出租車市場概覽－競爭格局」。

如上表所示，與網約車服務業務相比，順風車服務業務以（其中包括）較低的定
價及互助的出行模式為特點。具體而言，相對於網約車，由於根據適用法律及法規，
順風車僅允許由不作商業用途的私人乘用車提供，因此並無與提供出行服務及出行管
理相關的運營成本，亦無經營許可證及執照的要求。此外，由於私家車車主通常已預
先確定旅程的目的地，彼等收取的乘車費通常是分攤的出行成本，因此順風車平台一
般毋須提供大量補貼。由於這些特徵，與其他出行方式（尤其是網約車）相比，順風車
平台可以收取更低的服務費，同時實現盈利。與其他出行方式相比，順風車還具有互
助性質，因為其有助於減少能源消耗和排放，提高現有車輛的利用率並降低空載率。

另一方面，與網約車相比，順風車有其局限性。由於順風車並非按需提供的商
業出行服務，且需要高度相似的出行路線，因此未必總能及時匹配或根本無法匹配潛
在的順風車乘客。因此，順風車的市場規模可能無法與網約車相提並論。根據弗若斯
特沙利文報告，於2023年，按交易總額計，網約車及順風車於中國汽車客運市場的市
場份額分別為41.4%及4.4%。此外，在我們主要與其他順風車平台服務提供商競爭的
同時，我們亦面臨來自中國汽車客運市場的網約車服務提供商及其他市場參與者的競
爭。此外，競爭格局因主要參與者的變化而進一步演變。具體而言，由於公司B（亦提
供出租車網約及網約車服務）於2019年12月正式重新推出其順風車平台服務，其按交
易總額計的市場份額由2020年的10.8%增長至2021年的19.6%，其後於2022年保持相
對穩定在18.4%，於2023年保持相對穩定在17.3%，我們在中國順風車市場的市場份額
則受到負面影響。有關該市場參與者的詳情，請參閱「－中國順風車市場概覽－競爭
格局」。

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僅依靠商業出行模式下的出租車及網約車服務並不能
完全滿足出行需求。考慮到高峰和非高峰時段需求和商業供應的不平衡，將商業出行
及互助出行模式相結合的出行平台可提高整體交通運力的實效及效率。



行業概覽

– 162 –

本文件為草擬本，其所載資訊不完整及或作更改，以及閱讀有關資料時，必須一併細閱本文件首頁上「警告」一節。

為說明順風車與網約車出行模式之間的區別，下表載列2023年我們與順風車行業

同行及網約車行業的其他主要參與者之主要運營數據比較。

順風車 網約車

嘀嗒出行 平均公司A(1) 公司B(1) 公司G(2) 公司B(1) 公司E(1)

每筆訂單的
平均交易總額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服務費率(4) 9.7%(3) 9.9% 9.8% 29.2% 27.1% 25.0%

淨服務費率(4) 7.8% 7.6% 7.9% 11.2% 9.8% 10.0%

司機佣金率(5) 89.7% 89.3% 89.5% 67.0% 70.9% 73.0%

司機獎勵 1.1% 1.3% 1.2% 6.0% 9.1% 9.0%

乘客獎勵及
營銷費用

0.7% 0.8% 0.9% 12.0% 8.2% 6.0%

司機獎勵╱收入 11.3% 13.1% 12.2%

9.8%

7.8%

89.5%

1.2%

0.8%

12.2% 20.6% 33.6% 36.0%

乘客獎勵及
營銷費用╱收入 7.2% 8.1% 9.2% 8.2%

平均

100.0%

27.1%

10.3%

70.3%

8.0%

8.7%

30.1%

31.8%41.1% 30.2% 24.0%

單
位
經
濟
指
標
（
按
每
筆
訂
單
的
平
均
交
易
總
額
計
算
）

數據源：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

(1) 有關市場參與者的詳細描述，請參閱「－中國順風車市場概覽－競爭格局」及「－中國出租車市場
概覽－競爭格局」。

(2) 公司G為一家專注於互聯網及新能源交通領域的網約車平台。公司G為一家成立於2015年的民營企
業，總部位於中國杭州並在巴黎設有海外業務。

(3) 自2023年2月起，我們已將順風車平台服務的服務費率變更為約10%。

(4) 服務費率的分子為我們收取的服務費所產生的收入，而淨服務費率的分子則是通過從我們收取的服
務費所產生的收入中減去6%稅率的增值稅、司機獎勵、乘客獎勵及營銷費用計算得出。有關服務
費率及淨服務費率的計算，請參閱「詞彙表」。

(5) 就網約車平台而言，司機佣金率指標僅適用於其本身並無運營車隊，而是從第三方（如個人司機
或租賃公司）獲取出行服務的情況。當彼等使用自營車隊提供服務時，車費的100%將作為收入收
取。例如，公司E提供兩種出行方式，司機佣金率指標專門適用於彼等使用第三方出行服務的情
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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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示，由於順風車平台與網約車平台的業務模式不同，其單位經濟指標

通常存在明顯差異。具體而言，於2023年，(1)主要順風車平台的平均服務費率約為

9.8%，而主要網約車平台的平均服務費率則約為27.1%；(2)主要順風車平台的平均淨

服務費率約為7.8%，而主要網約車平台的平均淨服務費率則約為10.3%；(3)主要順風

車平台的司機獎勵平均佔比分別約為1.2%（佔交易總額的百分比）及12.2%（佔收入的

百分比），而主要網約車平台的司機獎勵平均佔比則分別約為8.0%及30.1%；及(4)主

要順風車平台的乘客獎勵及營銷費用平均佔比分別約為0.8%（佔交易總額的百分比）及

8.2%（佔收入的百分比），而主要網約車平台的乘客獎勵及營銷費用平均佔比則分別約

為8.7%及31.8%。該等顯著差異乃由於順風車平台與網約車平台之間的業務模式及運

營成本不同所致。網約車平台通常會在乘客激勵及營銷活動方面投入更多資金，以提

高用戶參與度，從而導致較高的平台運營成本，司機可獲得的佣金隨之降低。相比之

下，順風車平台的運營成本相對較低，因此可向司機收取較低的服務費，司機可獲得

的佣金隨之增加。因此，與網約車平台的司機相比，順風車平台的司機可獲得的佣金

比例較高。於2023年，主要順風車平台的司機平均佣金約為89.5%，而主要網約車平

台的司機平均佣金約為70.3%。此外，與中國網約車行業的同行相比，主要順風車平台

之間的單位指標差異較小。在中國的順風車平台中，我們的服務費率及淨服務費率與

其他主要行業參與者相若，僅在司機及乘客的獎勵方面略有差異。根據弗若斯特沙利

文報告，若干主要行業參與者（如公司A）傾向於優先考慮對司機的激勵措施，以提高

訂單應答率。例如，公司A為司機提供的補貼佔其2023年每筆訂單交易總額的1.3%，

而為乘客提供的獎勵則佔0.8%。相較之下，2023年我們對司機及乘客的獎勵分別佔其

每筆訂單交易總額的1.1%及0.7%，因為我們旨在鼓勵私家車車主及乘客雙方的參與。

中國順風車市場概覽

市場概覽

順風車指兩人或兩人以上乘坐同一輛車出行以減少道路上單人用車的情況。因

此，順風車可減少行車過程中的空座情況，從而降低汽車尾氣排放，緩解交通擁堵，

對環境及社會均有利。於2014年9月，嘀嗒出行成為中國首家提供順風車服務的公司，

標誌著中國順風車行業的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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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18年至2023年，中國順風車市場的交易總額出現波動。交易總額從2017年

的人民幣193億元迅速增至2018年的人民幣233億元，這表明中國市場對順風車作為一

種出行方式的接受程度不斷提高。然而，由於一家主要市場參與者暫停服務，2019年

的交易總額有所下降。此後，交易總額經過兩年才恢復到與COVID-19疫情爆發前相

若的水平，2021年達到人民幣221億元，但其後由於COVID-19疫情復發的持續影響，

2022年減少至人民幣191億元。以出行距離計的中國順風車滲透率也經歷了類似的波

動，從2017年的0.37%下降至2019年的0.19%，並在2021年恢復至0.25%，而2022年

進一步波動至0.21%。尤其是，COVID-19疫情造成了不同城市之間的順風車供求不平

衡的影響。例如，由於COVID-19疫情反覆出現，上海自2022年3月起限制出行逾兩個

月。因此，2022年第一季度至第二季度上海的城市公共交通客運量下降77.4%。相比

之下，同期廣州及深圳的城市公共交通客運量分別下降3.9%及41.2%。

展望未來，隨著順風車用戶群體的擴大，中國順風車市場的交易總額預計將於

2028年達到人民幣1,039億元，2024年至2028年的複合年增長率為29.4%，考慮到(1)中

國的宏觀經濟環境持續改善，這一點可從過去五年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和可支配收入

持續增長，以及中國的城鎮化率由2018年的61.5%提高至2023年的66.2%得到證實；

(2)過去五年汽車客運量（尤其是私家車數量）有所增加；(3)政府頒佈有利政策，鼓勵

及支持順風車的發展，以充分利用現有車輛資源，減少碳排放；(4)由於COVID-19疫

情的影響，目前的順風車市場規模相對較小，且由於順風車服務與乘客出行需求及旅

行政策高度相關，預計順風車市場從COVID-19疫情中恢復後將以較高的複合年增長率

增長；及(5)隨著先前暫停順風車業務的一名主要參與者重新推出其順風車平台服務，

以及一名主要參與者於2019年進入市場，預計未來五年順風車市場將由過去幾年的波

動轉向穩定增長。此外，以出行距離計的順風車滲透率預計將從2024年的0.36%增至

2028年的0.80%。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考慮到順風車的互助性質而非商業出行

性質，以及其重點是提高現有車輛的利用率及降低空載率以實現ESG效益，而該等因

素更適合以出行距離來衡量，因此出行距離是順風車行業公認的滲透率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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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估計）

2025年
（估計）

2026年
（估計）

2027年
（估計）

2028年
（估計）

23.3

14.0
18.6

22.1 19.1
27.1

37.1

49.3

64.7

82.8

103.9

3.1% 29.4%交易總額

中國順風車行業市場規模（按交易總額計）
人民幣十億元，2018年至2028年（估計）

複合年
增長率

2018年至
2023年

2024年（估計）至
2028年（估計）

交易總額

數據源：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

主要驅動因素

順風車逐漸成為一種流行的出行選擇乃主要受以下因素的驅動。

• 物有所值。順風車降低了順風車乘客及提供順風車搭乘的私家車車主的出
行成本。順風車乘客平均僅需支付不超過出租車車費一半的費用，即可享
受與出租車搭乘相當的私人舒適行程，而私家車車主則可以通過與沿程的
一個或多個順風車乘客分擔費用，從而節省油費及通行費。

• 對個性化出行的需求。與其他公共交通選擇（如市內公交及軌道交通）相
比，順風車服務可提供多樣化的出行選擇，並更好地滿足乘客的個性化需
求。由於乘客可能會按預先安排的方式打車，因此順風車可很好地滿足乘
客在日常通勤、假期長途旅行、節假日返鄉等各種場景中的需求。同時，
順風車可通過預先安排的匹配以及乘客與私家車車主之間的溝通，有效滿
足攜帶大件行李及寵物等個性化需求。

• 順風車越來越受市場認可。在路線規劃、人工智慧及大數據分析技術等先
進技術的支持下，中國順風車市場的市場參與者可通過提高響應率、減少
平均等待時間及向乘客保證強有力的安全措施來不斷改善用戶體驗以吸引
用戶。此外，由於人們越來越意識到出行選擇對社會和環境的影響，越來
越多的人願意提供並選擇順風車作為一種可持續的出行方式。順風車市場
的用戶網絡不斷擴大，形成了從供需兩個方面推動市場發展的良性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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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利的政府政策。近年來，中國各級監管機構發佈了各種政策及指南，以
應對交通擁堵及碳排放，包括在健全的監管框架下推廣順風車出行的承
諾。例如，於2019年，中共中央委員會及國務院頒佈了《交通強國建設綱
要》，以構建智慧交通、安全交通、綠色交通、共享交通，緩解城市交通
擁堵。於2020年，交通運輸部及國家發改委頒佈了《綠色出行創建行動方
案》，以敦促地方部門推廣採用環保出行方式，降低汽車總流量。於2022

年，交通運輸部、工信部、商務部等多個部門聯合修訂並重新發佈了原於
2016年頒佈的《網絡預約出租車經營服務管理暫行辦法》，以明確支持和鼓
勵順風車，且順風車不受限制當地運營許可和牌照發放數量的網約車法規
的規限。

競爭格局

中國順風車市場高度集中，按2023年順風車搭乘次數計，前三大市場參與者的市
場份額為96.1%。按2023年順風車搭乘次數計，嘀嗒出行名列中國順風車市場第二，

市場份額為31.0%。下圖列示按2023年順風車搭乘次數計的中國順風車市場前五大市

場參與者的市場份額。

1

2

3

4

5

前五大：97.6%

201.0

130.3

72.1

4.4

2.1

47.9%

31.0%

17.2%

1.0%

0.5%

排名 公司(1) 完成搭乘次數（百萬次） 市場份額

公司A

公司B

公司C

公司D

嘀嗒出行

數據源：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
(1) 公司A為一家專業的出行平台，為用戶提供出行工具和服務，包括共享單車、代步車、電池更換及

順風車服務。公司A為一家成立於2016年的民營企業，總部位於中國上海。

公司B為一站式出行及生活服務平台，亦為於美國場外粉單市場上市的公眾公司。公司B在亞洲、
拉丁美洲及澳大利亞提供出租車網約、順風車、經濟網約車、優質網約車、豪華網約車、大巴、司
機服務、企業交通服務、共享單車、共享電動車、車輛保養、派送及支付服務。



行業概覽

– 167 –

本文件為草擬本，其所載資訊不完整及或作更改，以及閱讀有關資料時，必須一併細閱本文件首頁上「警告」一節。

公司C運營一個順風車平台，亦提供跑腿服務，用戶可要求司機派送或代取包裹。公司C為一家成
立於2014年的民營企業，總部位於中國杭州。

公司D於2018年在上海成立，提供包括網約車、企業用車服務、汽車租賃服務及出租車服務在內的
出行服務。公司D主要在中國長江三角洲地區經營業務。

此外，按2023年交易總額計，嘀嗒出行名列中國順風車市場第二，市場份額為
31.8%。下圖列示按2023年交易總額計的中國順風車市場前五大市場參與者的市場份
額。

1

2

3

4

5

前五大：94.2%

11.9

8.6

4.7

0.2

0.1

44.0%

31.8%

17.3%

0.8%

0.3%

排名 公司(1) 交易總額
(人民幣十億元) 市場份額

公司A

公司C

公司D

嘀嗒出行

公司B

數據源：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
(1) 請參閱上表附註。

中國順風車平台通常為將私家車車主與相近出行路線的乘客相連接的平台。因
此，對於順風車平台而言，保持龐大的用戶群至關重要，以確保有效的應答速度及良
好的用戶體驗，從而使其能夠擴展業務規模並實現強勁的財務表現。因此，預計中國
順風車市場最終將由幾個大型參與者主導。因此，當前的頂尖市場參與者已成為新進
入者的進入壁壘。

儘管嘀嗒出行於2014年作為中國的先行者推出了順風車平台服務，但順風車市場
在中國仍處於初級階段並作為中國一種新興出行模式正在快速演變。於2016年7月26

日，國務院辦公廳頒佈了《國務院辦公廳關於深化改革推進出租汽車行業健康發展的指
導意見》，首次在全國性政府政策中對順風車作出了明確定義。於過往年度，順風車市
場由於各種因素（例如COVID-19疫情影響）經歷了波動。按出行距離計，2023年順風
車的滲透率仍相對較低，為0.28%，預計2028年將增至0.80%。展望未來，隨著順風車
用戶群增長，同時主要市場參與者的業務發展從COVID-19疫情影響中恢復，並受其他
市場因素所驅動，預計中國順風車市場的交易總額會迅速增長。



行業概覽

– 168 –

本文件為草擬本，其所載資訊不完整及或作更改，以及閱讀有關資料時，必須一併細閱本文件首頁上「警告」一節。

順風車服務具有高度區域性。主要順風車市場參與者的經營區域及業務策略存在
重大差異。於過去數年，COVID-19疫情在中國不同地區爆發並復發，嚴重程度各不相
同，且不同城市或省份的順風車服務對疫情的應對措施亦不盡相同。例如，2022年3月
至2022年6月上海出現疫情大規模局部爆發，導致當地順風車服務暫停。於2021年及
2022年，上海分別貢獻人民幣712.2百萬元及人民幣466.0百萬元的交易總額，分別佔
同年我們順風車平台服務產生的交易總額的9.2%及7.7%。我們開展主要業務的城市亦
出現區域性復發，例如2022年3月至5月及11月至12月的北京，2021年7月至2021年9

月的上海，2021年7月、8月及11月的成都和重慶，該等地區政府均實施了限制措施。

在該等城市中，於2021年及2022年，北京分別貢獻人民幣331.6百萬元及人民幣226.0

百萬元的交易總額，分別佔同年我們順風車平台服務產生的交易總額的4.3%及3.7%；

於2021年及2022年，成都分別貢獻人民幣387.9百萬元及人民幣361.0百萬元的交易總

額，分別佔同年我們順風車平台服務產生的交易總額的5.0%及6.0%；以及於2021年

及2022年，重慶分別貢獻人民幣344.0百萬元及人民幣325.4百萬元的交易總額，分別

佔同年我們順風車平台服務產生的交易總額的4.4%及5.4%。與中國其他地區的城市相

比，我們在若干其他城市的業務不及其他主要競爭對手，因此該等城市受COVID-19疫

情的影響較小。我們的順風車平台服務在中國擁有廣泛的地理覆蓋範圍及廣泛的用戶

網絡。於往績記錄期間，僅有十個城市在至少一個報告期內貢獻了我們順風車平台產

生的交易總額的3%以上。因此，我們受到不同地區為應對COVID-19疫情而採取的預

防及控制措施的影響。

這種地域及影響程度的差異已影響競爭格局。例如，公司A專注於廣東省本地市

場，在廣東省享有先發優勢，於過去幾年取得快速發展。此外，由於主要參與者的變

動，競爭格局進一步發生變化。具體而言，公司B於2018年8月至2019年12月暫停其順

風車平台服務。此後，公司B通過加大市場推廣力度及向用戶給予大量補貼，正式重

啟其順風車平台服務，旨在重返順風車市場並擴大其市場份額。因此，其按交易總額

計的市場份額由2020年的10.8%迅速增加至2021年的19.6%，其後於2022年保持相對

穩定在18.4%，於2023年保持相對穩定在17.3%，這影響了我們在中國順風車市場的地

位。

由於地域及影響程度的差異，加上競爭格局的演變，我們的順風車平台服務於

2021年產生的交易總額並無跟上整體市場的步伐，並於2022年有所減少，我們按順風

車搭乘次數計的市場份額由2021年的38.1%降至2022年的32.5%，而我們按交易總額計

的市場份額由2021年的35.4%降至2022年的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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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出租車市場概覽

中國出租車行業的數字化轉型

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儘管2023年出租車行業在中國汽車客運市場上佔有明
顯優勢，按交易總額計，其市場份額為54.2%，但近年來中國出租車行業難以達到充分
水平的運營效率及客戶滿意度，主要由於該行業難以及時適應互聯網時代的數字化及
網約車平台興起帶來的挑戰。具體而言，出租車行業面臨中國迅速發展的網約車市場
帶來的巨大挑戰，主要原因是(1)更便捷的專車服務和更高的服務質量；(2)網約車平台
的車隊供應充足；及(3)網約車平台提供了大量補貼以吸引消費者。

消費者從出租車轉向網約車，導致出租車司機的收入減少，且接載之間的空載
時間更長。儘管如此，出租車以其巡遊模式在中國汽車客運市場仍具有獨特優勢。例
如，由於在高峰時段出現交通擁堵而令等候網約車的時間更長，出租車揚招模式具有
相對較高的效率和靈活性，因為出租車司機可以在繁忙地區巡航時識別路邊的乘客並
及時停車為其提供服務。

面對顛覆性的挑戰，中國的出租車行業已準備好進行數字化轉型，以恢復其在中
國汽車客運市場的競爭優勢。首先，網約出租車與傳統揚招相比，在多個方面提高了
運營效率，例如省時高效的訂單請求、基於熱力圖的出租車調度、實時交通流量和客
流量統計、最優路線規劃、提高行程的安全性、便捷的支付方式以及其他行程結束後
福利，包括方便地提出意見、投訴或失物招領。此外，從2018年開始，中國的一些平
台抓住市場先機，開始提供解決方案，以幫助提高出租車的應答率及利用率，提供更
有效的車隊管理並提高服務質量。例如，除網約車App外，嘀嗒出行亦推出數字化揚
招服務，該服務滿足了大眾的多樣化出行需求，以及數字工具（如出租車智慧碼），以
改善傳統出租車揚招訂單的乘車體驗。

當前的市場動態

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出租車市場在中國汽車客運市場所佔的市場份額最
大，但數字化率最低。此外，根據同一資料來源，按2023年交易總額計，傳統的出租
車揚招繼續佔行業主導，市場份額為88.9%。儘管在中國網約車模式得到較好的宣傳，
但出租車揚招模式在若干使用情況下仍具有優勢，例如與網約車模式相比，高峰時段
出租車揚招的效率更高。因此，一方面，出租車網約及揚招將繼續並行發展，滿足大
眾的多樣化及不同的出行需求。另一方面，雖然目前預計到2028年，出租車網約的市
場份額將達到20.8%，但未考慮數字化揚招的發展或快速發展的互聯網時代中其他新興
的出租車打車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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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估計）

2025年
（估計）

2026年
（估計）

2027年
（估計）

2028年
（估計）

-7.4%

-8.2%

1.2%

7.3%

5.0%

19.0%

35.0 37.9 33.7 40.8 27.7 37.2 50.5

454.6 450.5

322.1
360.3

273.1 296.7 317.5
337.1 354.7 370.3

489.6 488.4

355.8
401.1

300.8
333.9

368.0
400.5

431.2
460.3

386.4

487.6

7.1% 7.8% 9.5% 9.2% 11.1%
13.7%

15.8% 17.7%
19.6%

10.2%

20.8%

63.4 76.5 90.0 101.2

出租車揚招

出租車網約的滲透率
出租車網約

中國出租車行業市場規模（按交易總額計）
人民幣十億元，2018年至2028年（估計）

總計

出租車揚招

出租車網約

複合年
增長率

2018年至
2023年

2024年（估計）至
2028年（估計）

數據源：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

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2018年至2023年的出租車行業及出租車揚招行業的
複合年增長率為負值且出租車網約行業的複合年增長率相對較低，主要是由於公共衛
生事件造成的不利影響。尤其是，2022年出租車行業客運量同比下降22.0%，從而形
成一個較低的基線，並導致2018年至2023年的複合年增長率為負值。然而，預計中國
出租車行業的市場規模將在後疫情時代復甦，並保持正增長。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報
告，2023年中國出租車行業客運量較上年增加13.2%。此外，網約車在中國出租車行
業的滲透率預計將由2024年的13.7%增長至2028年的20.8%，進一步推動中國出租車網
約行業的市場增長。

主要驅動因素

中國出租車市場的發展（尤其是中國出租車網約市場）主要受以下因素的驅動。

• 有利的政府政策及數字化轉型。過去數十年，中國汽車保有量的快速增長
以及城市基礎設施規劃不完善使交通擁堵成為中國的通病。地方政府一直
在採取措施緩解交通擁堵，例如年度汽車牌照配額、按計劃輪換使用車輛
以及提倡公共交通（包括出租車）。此外，出租車行業的數字化轉型逐步改
善了出租車的乘坐體驗及利用率。例如，工信部於2021年發佈了《關於切
實解決老年人運用智能技術困難便利老年人日常交通出行的通知》，旨在通
過鼓勵數字化出租車揚招服務，推動傳統出租車市場的數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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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署電動出租車。與柴油、汽油或天然氣汽車相比，電動汽車不會產生溫
室氣體排放，因此對環境的影響微乎其微。近年來，在新能源技術的進步
與突破以及政府支持下，電動出租車已在中國變得普遍。越來越多的城市
對電動出租車提出比例要求，例如北京和深圳。出租車公司因此可從汽車
採購成本下降中受益，從而提供更低價格以吸引乘客，這有望進一步推動
中國出租車行業的增長。此外，電動出租車的普及將促進中國出租車行業
的數字化轉型，因為與傳統出租車相比，電動出租車通常配備了更先進的
數字化系統，可無縫部署出租車管理軟件及數字化工具包。

• 對網約車服務的需求不斷增長。傳統的揚招打車服務質量欠佳，接客模式
效率低下。乘客（尤其是習慣使用移動支付及移動App的新一代）對高效的
網約車、預定行程及專車服務的需求日益增長，推動了出租車網約平台的
出現及發展。展望未來，預計出租車行業將繼續通過與出租車網約平台不
斷整合來改善乘客體驗。

• 技術改進。近年來，隨著大數據及5G技術的迅速發展，出租車網約平台通
過算法優化及其他技術升級提高了出租車網約的響應率及載客率。例如，
通過升級的匹配算法，出租車網約平台可根據實時用戶需求分析將司機引
導至高需求區域，從而提高匹配和打車的效率。同時，安全檢測及評級系
統等新功能進一步提升了乘車體驗。

發展趨勢

展望未來，出租車市場將在多個方面受益於持續及加速的數字化轉型過程，包括
更好的用戶體驗、行業服務標準升級、車隊利用率的提高以及出租車公司及協會的管
理優化。通過數字工具，例如數據分享及通過相關行業參與者的線上平台監控車隊，
實現智慧交通管理，其亦可以與相關發展齊頭並進。中國出租車行業的未來發展將受
到以下趨勢的影響：

• 邁向「互聯網+」時代。在整個傳統出租車市場，互聯網的巨大潛力將得到
進一步認可。除出租車乘客外，出租車司機、公司及協會等中國出租車市
場上的其他參與者亦開始採用數字工具提高其服務水平及運營效率，越來
越願意與擁有先進技術及成熟用戶網絡的線上平台合作。例如，西安市出
租車管理處於2019年與嘀嗒出行達成了戰略合作，西安市的所有出租車均
連接到嘀嗒出行平台。



行業概覽

– 172 –

本文件為草擬本，其所載資訊不完整及或作更改，以及閱讀有關資料時，必須一併細閱本文件首頁上「警告」一節。

• 大數據分析的廣泛應用。中國出租車市場的數字化轉型將由線上平台進行
的大數據分析推動。監管機構、城市規劃人員及政策制定者可以與線上平
台協作，以數據為依據了解交通擁堵情況、不同地點和時間的出租車打車
方式以及車隊效率和服務質量。

• 持續致力於改善服務質量及用戶體驗。許多出租車司機、公司及協會已意
識到需要重新審視其傳統業務行為，並積極提高服務標準及質量，以應對
其他新型出行方式帶來的挑戰。此外，一些線上平台（例如嘀嗒出行）尋求
加快出租車市場的數字化，以進一步提升用戶體驗。

• 快速發展的監管環境。中國政府開始以類似於出租車的方式收緊對網約車
的監管。例如，《網絡預約出租汽車經營服務管理暫行辦法》規定了涉及網
約車業務的平台、司機及車輛的法律和運營要求。更重要的是，所有相關
方均須獲得相關許可證或執照，而這些許可證或執照不易獲得。中國政府
亦更加重視出租車市場的發展，因為其就滿足地面客運出行需求方面起著
至關重要的作用。例如，國務院辦公廳於2016年頒佈《國務院辦公廳關於
深化改革推進出租汽車行業健康發展的指導意見》，以促進傳統出租車市場
的轉型。不斷發展的監管環境可能會促進兩種出行方式之間的良性競爭。

競爭格局

中國出租車行業的數字化轉型仍處於初期階段，僅有一小部分的出租車訂單通過
線上或通過數字工具產生。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按於2023年整個出租車市場出
租車網約搭乘次數計，中國出租車市場中前五大線上平台的合計市場份額為4.09%，其
中嘀嗒出行排名第四，市場份額為0.09%。此外，按2023年出租車網約搭乘次數計，
中國出租車網約市場中前五大線上平台的合計市場份額為36.2%，其中嘀嗒出行排名第
四，市場份額為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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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源：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
(1) 公司B為一站式出行及生活服務平台，亦為於場外粉單市場上市的公眾公司。公司B在亞洲、拉丁

美洲及澳大利亞提供出租車網約、順風車、經濟網約車、優質網約車、豪華網約車、大巴、司機服
務、企業交通服務、共享單車、共享電動車、車輛保養、派送及支付服務。

公司E使用集中採購的新能源汽車運營網約車及智慧出行平台。公司E為一家成立於2019年的民營
公司，總部位於中國南京。

公司F為一家由中國生活服務平台於2017年推出的網約車公司，該公司為一家於聯交所上市的公眾
公司。公司F提供自營網約車及出租車網約服務。其亦通過與多家網約車公司建立合作夥伴關係來
擴大其服務範圍。公司F的總部位於中國上海。

公司D於2018年在上海成立，提供出行服務，包括網約車、企業用車服務、汽車租賃服務及出租車
服務。公司D主要在中國長江三角洲地區經營業務。

(2) 市場份額按各參與者的出租車網約車已完成訂單除以整個出租車市場已完成訂單計算，包括出租車
揚招市場和出租車網約市場，原因是(1)兩個分部下的服務均通過出租車及出租車司機使用相同的
車費計算方法提供，而出租車網約車僅通過數字化工具提供，及(2)傳統的揚招繼續主導中國的出
租車行業，2023年按完成搭乘次數計算的市場份額為88.7%，因此，將出租車揚招市場數據作為分
母的一部分進行計算，可更全面反映該等線上平台於整個行業中的市場地位。

此外，按2023年出租車網約產生的交易總額計，嘀嗒出行在中國出租車市場排名
第四，2023年在整個出租車市場的市場份額為0.07%。按2023年出租車網約產生的交
易總額計，嘀嗒出行亦在中國出租車網約市場排名第四，市場份額為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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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請參閱上表附註。

(2) 市場份額按各參與者的出租車網約車交易總額除以整個出租車市場交易總額計算，包括出租車揚招
市場和出租車網約市場，原因是(1)兩個分部下的服務均通過出租車及出租車司機使用相同的車費
計算方法提供，而出租車網約車僅通過數字化工具提供，及(2)傳統的揚招繼續主導中國的出租車
行業，2023年按交易總額計算的市場份額為88.9%，因此，將出租車揚招市場數據作為分母的一部
分進行計算，可更全面反映該等線上平台於整個行業中的市場地位。

COVID-19疫情後的行業復甦與新常態

鑒於自2020年初開始實施的全國出行限制，COVID-19疫情對中國的公共交通產

生了負面影響。政府為遏制COVID-19疫情的傳播而採取的措施，包括建議居家、大範

圍的停工、出行限制及緊急隔離，對中國各行各業及各城市的公共交通的正常運營造

成了前所未有的嚴重破壞。尤其是，這些措施對順風車及出租車服務的供需造成不利

影響。

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中國汽車客運市場的交易總額預期將由2024年的人民

幣7,227億元回升至2028年的人民幣12,389億元，複合年增長率為14.4%。具體而言，

中國順風車市場已從COVID-19疫情中反彈，根據同一資料來源，其交易總額預期將由

2024年的人民幣371億元增至2028年的人民幣1,039億元，複合年增長率為29.4%。儘

管COVID-19疫情於2022年捲土重來，但預計到2024年，中國汽車客運市場將恢復並

超過COVID-19疫情爆發前的水平，並在未來快速增長。從中長期來看，該趨勢繼續為

市場參與者創造巨大的市場機會。例如，2023年春節假期期間，中國的客運量較2022

年同期增長99.5%，達到疫情前2019年同期客運量的70.3%。此外，2023年春節假期

期間小型私人乘用車公路運輸量較2022年同期增長10.8%，較疫情前2019年同期增長

12.7%。具備先進技術及良好市場認可度的成熟順風車平台及出租車網約平台將迅速應

對不斷變化的需求，最大限度地提高用戶滿意度和信任度，推動行業復甦，並鞏固其

在後COVID-19疫情時代的市場地位。

中國App內置廣告服務市場概覽

對於移動App發佈者而言，App內置廣告是一項有效變現策略，其中，廣告主在

移動App內購買廣告位。儘管傳統的印刷及廣播廣告渠道總體上一直縮減，但App內置

廣告迅猛增長，主要受中國快速的技術發展及熟練使用移動設備的人口激增所推動。

於2023年底前，中國的App內置廣告服務行業競爭激烈，有超過6,500名從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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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App內置廣告服務市場的發展主要由多項因素推動，該等因素包括(1)互聯網

及移動網絡用戶數量的增加及互聯網設備的數量增加，形成了堅實的客戶基礎，帶來

巨大的市場潛力，(2)程序化購買、實時競價等不斷發展的營銷技術提高了線上廣告的

效率，及(3)人們的生活方式和消費習慣的轉變使其在社交及娛樂媒體上花費更多的時

間，提高了線上廣告服務將收集到的數據流量轉化為經濟利益的能力。

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中國App內置廣告服務的市場規模由2018年的人民

幣3,048億元增至2023年的人民幣11,657億元，且預期於2028年達至人民幣29,764億

元，2024年至2028年複合年增長率為20.2%。於2023年五大參與者合共佔市場份額約

66%。鑒於中國App內置廣告服務市場的市場規模快速增長且前五大參與者均未佔據市

場主導地位，因此新參與者的進入壁壘相對較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