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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城市化进程中，私家车高保有量的背后却是私家车的高空载率，交通资源浪费巨大；私家车拼

车是解决交通问题的一种有效途径，但拼车过程同时也存在诸多风险．鉴于此，首先阐述了私家车拼车风险

的研究现状，然后对私家车拼车中可能存在的风险进行分析，最后创新性地提出诸多有效的风险控制措施．
研究可为中国私家车拼车的安全、快速发展提供理论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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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了“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口号，构建“两型社会”的需要迫在眉

睫．但城市私家车拥有量却日益增加，且空驶空载率很高，这使得交通资源浪费巨大，不仅给人们日常出行带

来极大的不便，严重影响人们生活质量，还加重了环境污染，浪费了社会有限资源．在这一背景下，私家车拼

车出行方式悄然兴起．私家车拼车的出现符合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同时也有着现实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但
与此同时，私家车拼车出行的不断升温，其过程中所存在的风险因素不容忽视，需要对其可能存在的风险加

以分析和控制，如控制不力，严重时会发生威胁到车主和乘客的生命财产安全事件．

１　 私家车拼车风险分析

私家车拼车又称为搭顺风车、搭便车等，是由几个人自发联系、自愿达成一致的，由私家车车主以非营

利为目的，将他人运送至约定目的地的行为．目前来看，对我国私家车拼车存在的风险研究较少，大多数学者

主要集中在对于拼车合法性的研究上．国外私家车拼车发展相对较早，但由于国内外私家车拼车的背景和国

情相异，因此结合中国国情对我国私家车拼车过程的风险进行分析是非常有必要的．

１．１　 研究现状

国内私家车拼车研究主要集中在其合法性上，很少有学者专门对私家车拼车过程中的各种风险进行研

究，更没有提出如何控制风险．卢颖［１］对私家车共乘是否为非法营运，运营过程中存在安全隐患，发生事故后

责任如何承担等问题做相应的解答并提出一些建议；陈莹［２］通过对私家车共乘的法律性质和法律关系的研

究， 指出了我国目前在私家车共乘的立法方面存在的问题， 同时从法律制度的角度提出一些建设性的建

议；尤琳［３］认为“有偿拼车”是一种合法的拼车行为，具有“有偿支付”性，“有偿拼车”中私家车车主与搭乘



者之间关系是合伙关系，“有偿拼车”搭乘者应纳入交通事故保险理赔范畴，应当从法律的层面约定“有偿拼

车”车主对搭车者因交通事故伤亡赔偿责任；丁洁蓉［４］ 对“拼车”的可行性进行了研究，并结合发达国家对

“拼车”行为的相关规定，提出了在中国实行“拼车”的法律保障；周泽强［５］分析了拼车的法律性质，提出为了

更好地实施私家车拼车，应当要区分营利性有偿拼车与非营利性有偿拼车．
国外对私家车拼车风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研究影响私家车拼车普及性的风险因素，二

是研究拼车中的费用风险问题．但在实践方面，国外有着近 ２０ 年的发展经验，不同国家和地区形成了各具特

色的私家车拼车形式［６］ ．
此处研究主要是分析私家车拼车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风险，结合拼车双方实际情况，提出有效的风险控

制措施，以求将风险降到最低程度，并适当提出适合我国现阶段国情的私家车拼车相关建议．

１．２　 存在的风险

（１） 法律定性不明确的风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管理条例》的规定，营运车辆必须取得道路

运输许可证．私家车拼车中的车辆肯定不会取得道路运输许可证，但交通部门通常认为，断定一种运输行为

是否为营运的重要依据就是是否存在金钱交易．私家车拼车过程中是存在部分金钱交易，但不是以营利为目

的．车主在没有取得道路运输许可的条件下，拼车双方又存在金钱交易的情况，这就与现行的法律法规不符，
会面临承担非法营运的法律风险．虽然现在北京、浙江等城市［７］，已经开始试行私家车拼车，但大部分城市还

是在彷徨，对私家车拼车的定性并不明朗．
（２） 私家车拼车遭遇出租车行业抵制的风险．由于拼车的乘客一般只支付部分燃油费或者无偿乘坐，所

以拼车双方所花费用远远低于打车费用，同时拼车又具有打车所拥有的方便、舒适和便捷．因此在对时间要

求不高的情况下，人们更愿选择拼车出行而舍弃传统出租车出行，所以这对出租车行业来说会造成一定的

客源减少、收入降低等负面影响．
（３） 保险险种不完善的风险．根据《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三条规定：“本条例所称机动

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是指由保险公司对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

外的受害人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在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的强制性责任保险．”所以拼车的车辆发生交通事

故，交强险不会进行赔偿，而现有的座位险赔偿标准也较低．如果拼车乘客受伤较重，车主可能还要另外承担

对乘客的赔偿．而现有保险条例对这种带收费性质的拼车保险赔偿是否支持还有非常大的不确定性．
（４） 滋生犯罪的风险．私家车拼车行为的出现，也为犯罪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拼车人员的陌生性不论

是对车主还是乘车人都会带来一定的犯罪风险．在现实生活中，有犯罪分子谎称车主，邀请合乘人员拼车，从
而进行诈骗抢劫他人钱财；有犯罪分子假冒需要乘车的人员，抢劫拼车车主的财物，造成了严重的社会治安

问题．这些犯罪活动都对社会的安定与稳定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从而影响私家车拼车的发展．
（５） 定价不统一所产生的风险．私家车拼车没有收费标准，因此定价不统一．具体多少费用因人、因车而

异，更没有发票或收据．另外，合乘者因各自生活习惯和个人性格问题，可能对彼此产生不满情绪．拼车的乘

客对车主的服务态度也无法干预，容易产生自己所付的金钱与得到的服务不对等的想法，当出现车主甩客

行为时，当事人也无处投诉，只能忍气吞声．以上这些都可能造成拼车车主与乘客之间的矛盾．
（６） 拼车成功率低的风险．目前，没有专门的拼车组织机构，现有的主要为民间成立的社区组织或邻里

拼车小组织．我国现行私家车拼车信息的发布主要以网上发帖为主，大量的拼车信息不能及时得到应用，线
路地点时间信息通常无法匹配，最终导致拼车信息失效．另外，网上虚假信息较多，无法判断拼车信息的准确

性．在约定的时间段，车主或乘车人员通常都会因信息不及时而耽误拼车，最终导致拼车失败．拼车成功率低

在某种程度上严重打击了拼车双方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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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私家车拼车中的风险控制

（１） 政府应出台相关政策，明确私家车拼车的合法性．从法律上讲，非营利性的有偿拼车行为与违法的

“黑车”行为是完全不同的．“黑车”行为是指没有车辆运营许可证的驾驶人，以营利为目的，进行有偿运输服

务．而私家车拼车与之本质上的差别是“非营利性”的提供运输服务．将私家车拼车合法化主要有以下几点理

由：一是拼车行为属于新兴事物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经历了奥运时期，我国政府部门实际上已经对拼车

行为予以认可，所以相关部门更应明确职责，加强私家车拼车管理，而不是简单封杀拼车了事；二是在道路

交通管理中，法律法规的制定相对于道路交通的发展与变化有一定的滞后性，现有的一些城市客运管理规

定或出租车管理规定已不适应对拼车行为进行管理，与其违背大众意愿进行简单否定，不如进行相应的研

究，确认其行为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从根本上将拼车行为与其他非法行为区别开来［２］ ．
（２） 对出租车行业进行补偿．私家车拼车在缓解交通压力的同时也对出租车行业造成了一定的客源减

少、收入降低等负面影响，这种情况下应对出租车行业进行阶段性的补偿．政府可对拼车公司征收相关的税

收，也可用财政变相的补偿出租车行业．私家车拼车作为一种新的交通出行形式，减少了道路拥挤，缓解了交

通压力，有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政府应该积极地支持这种行为，特别是从财政上支持．
（３） 推出拼车意外险，为拼车出行者保驾护航．保险公司可推出专门的拼车意外险，该保险可部分参照

旅行意外险或综合意外险进行设计，保证对出现在拼车过程中的安全意外和财产损失进行赔付．这对保险公

司来说不仅增加了险种数量，扩大了市场，提高了业绩，吸引了更多的顾客，还可以进一步拓展私家车拼车

市场，提高人们拼车的积极性．
（４） 政府加强管理，增强监控力度．交通出行本身就存在着一定的风险，即便乘坐公共汽车或出租车也

可能会有类似的治安风险，因此对于拼车中存在治安风险，政府要加强管理，增强监督力度，打击各种不法

行为．同时媒体也要做好向群众宣传可能遇到的具体风险性，让当事人有防范意识．现代私家车可以配备定

位系统，政府或相关管理部门可以借助 ＧＰＳ 或北斗导航系统对私家车实施全程监控，从而保证拼车双方的

人身财产安全．
（５） 统一计费标准，组建双向评价机制．为推进私家车拼车的发展，相关部门应制定拼车的统一收费标

准，为拼车收费提供依据．此处提出几条建议： 根据实际路程，拼车费用不超过同里程出租车费用的 １ ／ ２ ～
２ ／ ３；合乘人数不同，每人费用按人数增加而递减，但费用总数不超过出租车的 ２ ／ ３；若是固定合乘，车主可根

据当月因拼车所花的成本费用总额，与合乘者分摊；也可按每公里数计算，按照出租车 １ ／ ３ 收费标准直接收

费；在拼车信息平台中组建双向评价机制，即车主和乘车者可以互评，这可为下次的拼车行为选择提供依

据，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对拼车双方的不文明行为进行了约束．
（６） 拼车运营公司化．通过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的拼车公司或组织机构，以公司的拼车信息平台为依托进

行拼车管理，促进信息共享．并对每一位拼车会员进行身份登记和严格审核，杜绝各种不良人员参与进去，确
保拼车双方的人身财产安全．同时还开发手机版的拼车信息平台和 ＡＰＰ 软件，从而保证拼车的方便性、及时

性和快捷性．对于上班族拼车，可实行定时、定线路的拼车模式［８，９］，该拼车模式监管方便，运行可靠．

３　 总　 结

在城市交通问题日益严峻背景下，私家车拼车作为新的出行方式，符合广大出行者的需求和利益．但私

家车拼车确实存在冲击出租车行业、合法存疑、无保险保障、易滋生犯罪、服务质量无法保证、无组织机构等

各种风险问题，因此对这些风险进行了判断和分析，制定了相应的控制措施，提出了较好的解决方法，将风

险尽可能地降到最低，为中国私家车拼车的安全、快速发展提供重要的理论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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