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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客端普遍接受“一口价”，
而司机端则对“一口价”态度消
极，争议中的“一口价”该不该取
消？专家表示，单纯取消并不能
完全缓解矛盾，而应厘清责权利
边界，兼顾各方利益，寻求最优
解。

日前，重庆张女士预约了
“一口价”网约车，上车后因司机
希望提前付款并显示结束行程，
双方发生争执。随后，该司机遭
乘客投诉受到了相应的处罚。

司机却觉得委屈：“‘一口
价’收益少，而提前付款对乘客
没有影响，同时还不耽误自己继
续接单。”

在山高路不平的山城，因价
格更加优惠，同时能够规避绕路
等风险，“一口价”模式广受消费
者青睐。同时，也有不少司机反
映，在遇到因堵车等原因超出预
估的行程时间的情况下，“一口
价”订单不仅容易亏钱，还可能
因超速超车等行为，加大安全隐
患。褒贬不一的“一口价”订单存
在哪些问题，如何寻求最优解？
记者进行了走访调查。

乘客获优惠
司机频喊亏

“一口价”顾名思义，指的是
乘客设定目的地后，系统给出一
个固定结算价格，不管堵车还是
改路，所花费的价格都不变。

受访的多名司机认为，“一
口价”对乘客来说确实优惠，但
司机容易吃亏。原价为 40余元

的快车订单，选择“特惠”模式
后，需要支付的实际金额为 27
元，这其中平台抽成 5元，最终
司机获得的实际收入为22元。

而此模式的最大弊端在于，
如果因为堵车等原因超出预估
的行程时间，司机非常容易亏

钱。
重庆网约车司机刘虎告诉

记者，自己在前不久接到一个
“一口价”订单，距离是 27公里，
平台预估需要 51分钟可以将乘
客送到目的地。但因为堵车，这
一单的实际运营时间长达一个
半小时。“快车的价格在 77元至
90元之间，而‘一口价’只有 51
元。”这一单跑下来，去掉所耗费
的时间成本及油费，几乎不赚
钱。

重庆网约车司机王军告诉
记者，“一口价”订单并非强制接
单，可由司机自行选择。“高峰期

我从来不开‘一口价’，怕赔钱。
但平时还是会接，因为乘客打车
时平台会自动勾选这个模式，接
到的单多一些。”然而，王军表
示，平台上的“一口价”订单如今
能 占 据 自 己 整 体 单 量 的
30%—40%。

此外，还有司机表示，“一口
价”订单存在安全隐患，司机想
方设法尽快到达目的地，超速、
抢灯等行为时有发生。

同时，也有司机担心：如果
取消了类似优惠，乘客选择网约
车的热情可能会下降，这同样会
影响接单和收入。

定价欠合理
收入难保障

在部分乘客看来，“一口价”
模式既节约了乘车支出，又能减

轻对司机绕路、延时等非正当服
务行为的疑虑。

但是，对于网约车司机而
言，派单机制是否公平则有待商
榷。有网约车司机反映，若开启

“一口价”“特惠价”接单模式，会
长时间接不到普通订单，而平台
对特惠订单的抽成比例又与普
通订单无异，司机收入难以保
障。

重庆工商大学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协同发展中心研究员
莫远明表示，目前的定价机制
中，平台掌握着定价主导权，司
机、运力公司等行业组成部门的
参与度和话语权并不高，行业一
直呼吁建立定价协商机制。

今年以来，“订单越来越难
抢，收入越来越低”成为网约车
司机们共同的抱怨。其中最主要
的原因之一是网约车市场“内
卷”激烈。一些地方已暂停受理
网约车运输证新增业务，还有多
个城市发布网约车饱和预警，提
醒从业者谨慎“入场”。

为了在覆盖经营成本后还
能赚取一份说得过去的收入，不
少司机只能有单就抢，甚至不得
不以提高工作时长作为代价，被

“卷”在车流里。

兼顾各方权益
寻求最优解

据悉，近段时间来，上海、合
肥、武汉和石家庄等地监管部
门，纷纷约谈当地网约车公司，
要求合理确定网约出租车运价，

不得以不正当竞争行为扰乱市
场秩序。

针对规范优化“一口价”“特
惠价”等运价规则问题，重庆市
场监管部门提出，进一步优化规
则，充分兼顾平台、司机、乘客等
多方面利益，不得强制司机接
单，不得将“一口价”“特惠价”接
单结果和司机日常考核、赋分等
挂钩，确保司机的自愿选择权。

此外，有平台已经推出了一
些可以“止损”的权益。例如，高
德打车近期上线了“堵车宝”权
益，这是针对高峰堵车场景下
对“一口价”订单的补贴活动，满
足规则的“一口价”订单，最多可
获得每单 10元的补贴金额。11
月 2日—5日，滴滴在全国多个
城市，短信邀请部分司机进行特
惠订单体验试点，其间司机可以
无限次拒单，并通过调整特惠快
车的计价方式，由原来的“一口
价”改为实时计价。该计划尽管
只是小范围试点，如果收效不
错，不排除会大规模推行。

莫远明认为：“‘一口价’属
于市场行为，在行业供给饱和、
司机订单量下滑的大背景下，单
纯取消并不能完全缓解矛盾。”
乘客端普遍接受“一口价”，而司
机端则对“一口价”态度消极，要
寻求这种模式的更优解，需要厘
清平台、乘客、司机三方的责权
利边界，科学优化定价机制、利
益分摊机制、平台竞争机制和行
业监管机制，在网约车市场供需
平衡中实现动态监管、理性监管
和人性化监管。

据《工人日报》

司乘双方接受度不一

网约车“一口价”该不该取消？

广东省消费者委员会于今
年 9月到 10月期间组织开展了

“好评返现”调查，并推动相关问
题整改规范。广东省消费者委员
会“挑战好评返现消费潜规则活
动”采取问卷调查、志愿者体察、
案例线索征集等方式，回收有效
网络问卷5254份，完成354份消
费体察样本（涉及淘宝、京东、拼
多多、抖音、快手、美团、饿了么
等主流电商平台），收到 482条

“好评返现”案例线索。问卷调查
结果显示，92.8%的受访者表示
在日常消费中遇到过“好评返
现”现象。

“好评返现”是网络经营者
为了获取较好评价，以返回少量
现金或给予购物优惠等方式诱
导消费者做出“好评”的行为。经
营者采取“返现”等手段诱导消
费者“好评”，不仅侵害了消费者
的知情权、选择权等合法权益，
而且扰乱正常网络消费市场经
营秩序，对信用评价体系造成破
坏，涉嫌不正当竞争。

“好评返现”在网络普遍存
在并向线下延伸，除了电商平
台，也有不少受访者反映在培训
教育机构、酒店住宿及餐饮等线
上线下相结合的消费场所遇到
过“好评返现”。

消费者想“返现”，要满足商
家很多要求，如评论内容要走
心、要晒图或视频、关注店铺等，

甚至还有客服直接提供评论文
案让消费者复制粘贴。商家还会
提醒，晒图不要拍到“好评返现
卡”，聊天中不要提及“返现”。商
家“返现”除了现金红包外，还有
送优惠券、送赠品、送积分等。

广东省消委会征集“好评返
现”案例线索，最终总结出六大

“好评返现”典型消费潜规则，分
别是：附带“好评返现卡”，影响
真实客观评价；问题商品退货须
先好评，给消费者正当权益设门
槛；线下送礼换网络好评，“榜一
餐厅”名过其实；客服软磨硬泡
求好评，影响正常消费体验；朋
友圈“集赞”返现，“绑架”消费者
帮助推广；利用“好评返现”心
理，诱导实施电信诈骗。

“好评返现”六大
典型消费潜规则

一、附带“好评返现卡”，影
响真实客观评价

案例：消费者王先生在某电
商平台看到一款号称 8G运行、
128G存储的具有高性能处理器
的青年手机，因受用户好评影
响，就下单了。商品收到后，随商
品还有一张“好评返现卡”，但手
机一看就是一部“老人机”，并且
十分卡顿，手机内存也只有2G+
16G。王先生表示，此次购物体

验十分不愉快，虚假的好评给他
造成了极大的误导和困扰。

点评：经营者用“返现”引导
消费者做出不尽符合真实情况
的评价，用“好评”赢取更多交易
机会。这一做法，一是侵犯了消
费者的知情权、公平交易和自主
选择权；二是违反不正当竞争有
关规定，有悖诚实信用、公平交
易的市场原则。

二、问题商品退货须先好
评，给消费者正当权益设门槛

案例：消费者曹女士在直播
间购买栗子，收到栗子后发现和
直播间卖的商品不一致。曹女士
找客服反馈，客服让曹女士给个
好评，然后才给全额退款。当时
曹女士有一种被拿捏的感觉，心
里很是不舒服，曹女士毅然拒绝
了客服，并在平台举报了该商
家。

点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规定，经营者采取网络、电视、电
话、邮购等方式销售商品，消费
者在保证商品不影响二次销售
的情况下，可以“七天无理由退
货”。这是法律赋予消费者的权
利。案例中，消费者发现在直播
间购买的物品“货不对板”，申请
退货退款，经营者却要求给好评
才能全额退货，明显违反了法律
规定。

三、线下送礼换网络好评，
“榜一餐厅”名过其实

案例：消费者任先生与家人
在某自助餐餐厅就餐时，服务员
通过送小礼品的方式向他和家
人讨要好评。任先生称，该餐厅
在某本地生活服务平台上的好
评较多，甚至多次挤进自助餐热
门榜的榜一的位置，但实际情况
与“好评”内容并不相符。

点评：经营者通过当面赠送
礼品、优惠券的方式，诱导消费
者在网上给予好评，帮助其提升
排名或美誉度的行为，同样涉嫌
违反不正当竞争的法律规定。

四、软磨硬泡求好评，影响
正常消费体验

案例：消费者左女士在网上
购买商品后，商家一直追着说好
几遍好评有奖励，不是打电话就
是通过平台发信息，左女士认为
被追着要好评真的很烦人，非常
影响消费体验。

点评：沟通联系索要好评，
只要不构成胁迫，并不违法。但
是否给予好评是消费者自主自
愿的行为。消费者如果遭遇商家
反复索要好评滋扰的情况，则应
该勇敢维护自身权益，可以向平
台和相关部门投诉举报，或通过
诉讼进行维权。

五、朋友圈“集赞”返现，“捆
绑”消费者充当推广

案例：某商家推出朋友圈晒
单集赞有奖活动，要求消费者分
享活动海报到朋友圈，附上 30

字以上的朋友圈文案，文案须包
含推荐在某商家消费、给予商家
商品好评等字眼，集满 50个赞
后截图回复商家微信公众号客
服，审核通过后即可获得返现。

点评：朋友圈集赞是时下流
行的一种营销方式，虽然目前来
看此种行为并没有明显的违法
违规。实际上，商家是利用这种
方式捆绑消费者充当“宣传工
具”，甚至让其参与虚假宣传，干
扰市场秩序。消费者不应该盲目
参与此类活动。

六、利用“好评返现”心理，
诱导实施电信诈骗

案例：消费者黄先生在外卖
平台某水果店购买水果，两天后
收到“五星好评返现 10元”的短
信，并附有链接。黄先生进行操
作后，很快收到 10元返现。但工
作人员告诉黄先生“购买”800
元水果并进行好评，即可返现
800 元，等于免费赠送水果。黄
先生向对方提供的二维码转账
了 800元，随后即被对方拉黑，
联系商家后才知道被骗了。

点评：一些诈骗分子通过
“好评返现”进行利诱，诱导消费
者添加私人账号，点击不明链
接，再实施诈骗行为。消费者不
要随意点击陌生链接，切勿轻信

“免费领取”“好评返现”等宣传，
警惕各种私人转账要求，以免上
当受骗。 据《广州日报》

退货须先给好评、线下送礼换好评、朋友圈集赞可返现……

“好评返现”套路深 莫因小利吃大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