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抽成比例透明了 网约车生态再优化

抽成比例透明化

“这一单抽了我24.5%，一般都在20%

以上。”7月28日，刚结束一笔专车订单的袁

师傅向北京商报记者展示了订单截图，“油

价已经够高了，抽成也不少”，袁师傅的语

气中透着无奈。忙于接单的他并不知道当

天上午，交通运输部公布的各主要平台公

司的抽成比例上限18%-30%，引发了互联

网圈热议。

关于抽成，一直是网约车平台、司机的

敏感话题。7月27日，社交平台上有关“网约

车主要平台抽成比例上限”的话题自然也

吸引了诸多关注。

有了上限区间，各大平台具体的抽成

比例有多少？北京商报记者就此采访了滴

滴、高德地图、百度地图、美团、曹操出行、

T3出行、哈■出行等多个网约车服务平台。

哈■出行相关人士向北京商报记者明

确，“15%”，曹操出行相关人士告诉北京商

报记者，“抽成比例23%”。

百度地图和高德地图则解释了聚合式

网约车平台和自营网约车平台的区别。

百度地图相关负责人向北京商报表

示，“百度地图作为为网约车服务平台提供

流量分发技术服务的平台，对网约车服务

平台的信息面向用户进行客观展示，百度

地图上所展示的服务、价格等相关内容均

由网约车服务平台制定”。

高德地图相关人士回应，“高德打车是

聚合平台，为接入的网约车平台提供信息

服务，司机抽成是网约车平台向司机抽取，

高德打车并不参与。为了落实阳光行动，高

德打车推动合作网约车平台，按主管部门

要求，对司机设定合理的抽成比例，并在各

网约车平台的司机端向司机进行公示”。

尽管其他平台相关人士暂未回应，但

通过滴滴此前披露的信息可以看出，各大

平台抽成比例上限有所下降。

2019年滴滴曾解释，“平台服务费率有

高有低，并不是每个订单都统一收19%。滴

滴平台上费率高于25%的订单和低于15%

的订单各占20%”。

2021年，滴滴再次针对高额抽成回应：

“2020年，滴滴网约车司机收入占乘客应付

总额的79.1%，剩下的20.9%中，10.9%为乘

客补贴优惠，6.9%为企业经营成本（技术研

发、服务器、安全保障、客服、人力、线下运

营等）及纳税和支付手续费等，3.1%为网约

车业务净利润。我们也发现，确实存在一部

分司机收入占比较低的订单，如顺路单；其

中，抽成高于30%的订单占总订单的2.7%。”

固定或者浮动抽成

在网约车高抽成上热搜的2021年，交

通运输部印发的《关于维护公平竞争市场

秩序加快推进网约车合规化的通知》明

确，各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积极会同有

关部门指导督促网约车平台公司依法合

规用工，科学制定平台派单规则，规范定

价行为，完善利益分配机制，降低过高的

抽成比例。

在定价规则和抽成方式上，每家则有

自己的考虑。

“15%这个抽成比例不分权重不分区

域，目前我们是按照平台技术和信息服务

的成本设定的。”哈■出行相关人士表示。

曹操出行相关人士也向北京商报记者

明确，“我们的提成比例不受司机注册时

间、乘客评价、接单数量等因素影响。采用

统一的抽成比例，可以让司机觉得稳定，更

容易理解”。

T3出行并没有按照统一比例抽成，相

关人士这样解释，“T3出行与司机的分成及

激励政策并不是固定不变，会根据多种不

同因素而发生变化。比如，针对出行高峰

期，我们会增加司机奖励，让司机师傅更加

积极主动地出去接单”，不过该人士并未向

北京商报记者透露T3出行具体的抽成比例

区间。

也有网约车师傅认为抽成高低并不重

要，同时在滴滴、阳光出行、星徽出行等多

个平台注册的李师傅向北京商报记者直

言，“就算抽成比例低，但没订单一样挣不

到钱。我觉得能拉到更多活，每一单拿到的

钱多，这个才重要”。

司机实时可见收入结构

尽管对抽成比例的关注度不一，但袁

师傅和李师傅都希望能清清楚楚地知道自

己每笔挣了多少、都是什么钱。

根据郝师傅提供的收费明细，这一单

乘客支付总金额81.24元，驾驶员劳动报

酬61.5元，平台抽成比例24.3%，收入明细

上附有计算公式，平台抽成比例=（乘客

支付总金额-驾驶员劳动报酬）/乘客支付

总金额。

根据交通运输部7月28日披露的信息，

目前各主要平台公司均已通过应用、App

等形式向社会主动公开了计价工作，在驾

驶员端实时显示抽成比例，并按照要求设

计了包括乘客支付总金额、驾驶员劳动报

酬、抽成比例和抽成比例的计算公式等信

息在内的界面。

具体到各个网约车平台，滴滴从2021

年7月起向司机师傅公开了收入明细。曹操

出行相关人士表示，“目前曹操出行的司机

可以从司机端看到具体收入明细，包括乘

客支付、平台扣减、实际所得等”。美团方面

也称，“美团完全按照交通部‘阳光行动’各

项要求，主动公布计价规则，在司机端实时

展示订单收入和抽成比例，司机可以清楚

了解当天、当周、当月的收入流水和抽佣占

比，以透明化账单形式让司机更详细了解

收入情况”。

易观分析汽车出行行业高级分析师江

山美向北京商报记者表示，“规则越来越细

化，对于网约车行业的健康发展是非常有

利的，这意味着行业逐步进入良性发展阶

段。在该阶段，遵守法律法规、维护乘客和

司机利益、提供优势服务的企业更容易脱

颖而出。对于习惯烧钱补贴、粗放式发展的

网约车平台，行业透明化会是挑战，但对于

重视服务质量、维护乘客利益的企业，行业

透明化意味着发展机遇”。

站在产业竞争的角度，自滴滴被网络

安全审查，网约车市场暗潮汹涌，后来者高

调融资“秀肌肉”，华为、腾讯也在近期上线

聚合式网约车服务，一时间整个市场更加

复杂。文渊智库创始人王超认为，“后来者

的机会在于滴滴暂未恢复上线，让出了部

分市场，有了这个时间差还不够，要在合规

的基础上抢市场，难度不小”。

北京商报记者魏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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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60年情怀

可口可乐公司在其全球网站上一篇题为

《瓶装水DASANI和雪碧将升级可持续包装》

的公司新闻中称，瓶装水DASANI和雪碧将

在北美地区持续支持塑料包装的循环经济，

其中雪碧正在从绿色塑料过渡到透明塑料，

以增加这种材料重新利用为饮料包装的可能

性。可口可乐方面还表示，更换包装从8月1日

开始，塑料瓶合作商为塑料瓶生产公司R3

CYCLE。

对于更换包装的原因，可口可乐方面表

示，目前雪碧的瓶子含有绿色的聚对苯二甲

酸乙二醇酯（PET），这种物质通常只被回收

到一次性用品中，而使用透明瓶子可以制成

新瓶子，有助于推动塑料的循环经济，减少塑

料垃圾。

这不是雪碧突然起意。2019年底就有外

媒报道“雪碧放弃绿色塑料瓶”，可口可乐方

面把雪碧的绿色透明瓶，全部更换成更加容

易回收的透明塑料瓶，当时做出这一举动的原

因，可口可乐方面解释是，“因为将这些机械回

收的绿瓶子再变为透明瓶子的过程很困难”。

北京商报记者查询可口可乐旗舰店发

现，绿色塑料瓶包装的雪碧已经消失，取而代

之的是绿色易拉罐包装以及部分采用透明塑

料瓶包装的无糖产品。

公开资料显示，1961年诞生的雪碧是可

口可乐旗下第二畅销的饮料，在其诞生之初，

绿色玻璃瓶成为该饮料具备辨识度的标志，

随后“绿色”一直沿用于雪碧的各种包装中。

更环保or更便宜

按照可口可乐方面描述，绿瓶换透明瓶

是从环保角度考虑，但也有声音指出可口可

乐此举或有节约成本的考量。

“首先市面上看到的透明瓶目前基本都

是PET材质，透明状态就是PET瓶最基础的底

色。另外PET具备可回收性，比如重新制造

PET塑料瓶（再生粒料不能用于与食品直接

接触场合，但可用于三层PET塑料瓶的中间

层，再制成碳酸饮料瓶），另外再生PET材料

可用来纺丝制成纤维，比如睡袋、褥子、枕芯、

毡等，甚至可以做成贴身的衣物，比如T恤。所

以最原始状态，也就是透明底色的PET瓶会

降低回收后再利用的成本，回收价值更大，也

就是更环保。”元气森林相关负责人告诉北京

商报记者。

著名战略定位专家、九德定位咨询公司

创始人徐雄俊也表示，雪碧把绿瓶替换成透

明瓶子，是为了推动其全球的环保战略，因为

透明塑料瓶可以通过回收再加工制成新品，

有利于推动塑料的循环经济。

不仅是雪碧，透明包装已经成为市场趋

势。北京商报记者从瓶装水代工厂商———浙

江泉水叮咚食品有限公司兰溪分公司相关负

责人处了解到，该公司目前可代工的瓶装水

包装均为透明瓶。“因为目前使用透明瓶的公

司更多且更为环保，有色瓶定制须达到一定

量才会接单。”该公司王厂长称。

除了环保层面，降低成本或是可口可乐

考量的另一因素。在广科咨询首席策略师沈

萌看来，“与传统绿色塑料瓶相比，透明塑料

瓶对于可口可乐的成本更低，与可口可乐和

芬达等其他碳酸饮料的包装更加一致，降低

绿色塑料瓶的需求可以减少一定的运营成

本，在各种成本不断上涨的时候，通过减少基

于化石燃料的塑料瓶的品类能够降低成本，

保证企业收益结构的合理基础”。

从经营端来看，增收不增利的可口可乐

需要在成本端做出改变。据可口可乐最新发

布的财报，该公司二季度营收113.25亿美

元，同比增长12%；净利润19.05亿美元，同比

下滑28%。

辨识度淡化风险

透明塑料包装既环保又便宜，为什么还

会出现类似于雪碧的绿瓶呢？

据元气森林相关负责人介绍，“市面上

非透明瓶的两个原因，一是基于品牌的需

要，比如为了形成差异化制造视觉认知，比

如绿色瓶就等于雪碧，这是一种品牌自身

的设计需要。二是部分的非透明瓶，比如一

些茶饮可能需要添加色母以及一些功能助

剂，来完成对于料液的阻光和阻氧，尤其是

一些奶制品的瓶装包材用的也是PET材

质，不透明包装是为了阻隔氧气进入。与易

拉罐和玻璃瓶相比，PET瓶更容易透过氧气

和碳酸气体，所以基于奶制品的保鲜需要，

在添加色母和功能助剂后会形成不透明的

状态。

不管是环保还是节约成本，对于部分消

费者来说，60年的“绿雪碧”突然不绿了，购买

欲或许也下降了。

7月28日“雪碧将放弃绿瓶”的消息霸屏

热搜，该消息一出市场的声音也呈现两极化。

一部分网友支持雪碧为环保换包装，但也有

网友惊呼，“自己的青春没了”“一下子不清凉

了”，还有网友直言，“雪碧变雪白，冰凉的灵

魂没了。”

“关于雪碧放弃绿瓶包装的消息宣布后，

部分消费者认为新包装缺乏了灵魂，这很可

能会促使渠道及终端门店提前囤货，促使老

包装雪碧销量上升。”深圳思其晟公司CEO伍

岱麒表示，新包装的瓶型和设计看来，跟原

来比有较大改变，缺乏了苗条的曲线美和绿

色清爽感，确实对品牌形象有很大的影响，

企业有可能面临改换包装带来的销量下降

影响。因此企业要让新形象获得消费者再次

接受，需要加大营销力度，诸如有形象代言

人及广告、综艺活动赞助等，慢慢让消费者熟

悉新包装。

徐雄俊表示，雪碧把绿色底变成透明底，

在终端市场的视觉冲击力、识别度确实比以

前有所降低。未来，可口可乐公司可以从绿色

环保、低糖健康的角度做营销宣传，以加深消

费者对“变装”之后的雪碧辨识度。

北京商报记者王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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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要求之下，抽成比例不再隐秘，网约车生态透明度进一步改善。7月28日，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

副司长王绣春表示，目前网约车各主要平台公司的抽成比例上限在18%-30%之间。

北京商报记者从各家网约车企业处了解到，如果按照滴滴此前披露的2020年占比总订单2.7%的订单

抽成高于30%来算，网约车平台抽成比例上限有所下降；哈啰出行和曹操出行对司机统一抽成，比例分别

是15%、23%，T3出行等平台采用浮动式抽成。2021年至今，交通运输部不仅要求平台降低抽成比例，还督

促平台公开计价规则。现各主要平台公司均已公开了计价工作，向司机端实时显示抽成比例，网约车规则

越来越透明，这意味着行业进入良性发展阶段，合规且能实现多赢的平台才能脱颖而出。

从此再无“绿色”雪碧。7月28日，北京商报记者从可口可乐公司相关负责人处了解到，为实现更环保，自8

月1日起，雪碧将把绿色塑料瓶包装改为透明包装。透明包装更环保已经在业界达成一种共识。当前市面上的饮

料产品包装多为透明包装，据一位瓶装水代工厂商负责人透露，该公司目前可代工的瓶装水包装均为透明瓶。

环保之外，也有另一种声音出现———放弃60年具有代表性的绿色包装，或许雪碧是为了降低成本。不管如

何，绿色雪碧终将成为过往，改变包装后的雪碧能否继续被消费者认可，将是雪碧需要考虑的问题。

可口可乐公司

2019-2021财年业绩一览

2019财年

2021财年

总营收（亿美元）

净利润（亿美元）

373

89

2020财年
330

78

387

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