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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三年疫情寒冬，网约车行业终于迎
来“小阳春”。

交通运输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第一
季度，全国网约车订单数一直处于上涨状态，前
三月环比分别上涨14.1%、13.30%、9.70%；3月网
约车行业的订单量为7.16亿单，同比增长32.8%。

然而，行业回暖的同时，风险也在浮现——
近一个月内，多地纷纷发布网约车饱和预警，提
醒从业者谨慎“入场”。

““太卷了太卷了””
和三年前赚一样的钱和三年前赚一样的钱 却要多跑却要多跑22小时小时

从早上7点到晚上10点，28个单子，流水
620 元，这是 42 岁杭州网约车司机何利一天
的收获。

何利是杭州本地人，干网约车已8年，像
他这样一天出车14-15个小时的司机，算是

“劳模”。尽管他熟悉本地路况，能尽量避免
拥堵，要挣到和三年前一样的钱，他现在每天
必须多出车2小时。

“打开一个平台，上面就有 50 来家网约
车公司，太卷了。”何利深感现在竞争激烈，据
他估算，现在跟三年前比，收入每小时要下滑
10元，按出车14小时计就少了140元。

何利说，2018年前在杭州这样的大城市，
勤奋一点的司机月入过万不是梦想。然而，涌
进来的人越多，每个人能分到的蛋糕就越小。

他告诉记者，在一个网约车司机群里，来
自五湖四海的 400 多人，扣除 25%-30%的平
台抽成和第三方信息服务费等成本后，每月
净收入过万的已是凤毛麟角。

开得累、挣得少，一些司机选择了逃离。
去年7月，在金华开网约车的沈女士因为“身
体吃不消，也没挣到多少钱”，在加入网约车
大军不到一年就退出了。

“除了节假日，平时只有早晚高峰有单
子，一天跑10小时，也就10多个单子，拿到手
200 多，一个月下来，扣掉车贷根本不剩多
少。”赚得不多，身体还因为久坐落下了毛病。

有人坚守，有人离开，还有人想要入局。
据交通运输部发布的数据，过去一年，仍有超
过百万的持证网约车司机还在涌入这个赛
道。仅今年1月-3月，就新增发网约车驾驶
员证13.9万本，车辆运输证13.2万本。

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去开网约车？在某头部
网约车平台企业从事运营工作多年的许星告诉
记者，一是这个行业门槛低，基本上只要会开车
就行；第二，大部分网约车司机没有太多技能，
在体力劳动中，网约车司机算是待遇不错的工
作，“不能挣大钱，起码能解决一家老小温饱”。

““新烦恼新烦恼””
运力饱和运力饱和、、行业内卷行业内卷 影响交通管理影响交通管理

网约车运力饱和已成为不少城市的“新
烦恼”。

记者梳理各地普遍存在问题，首先是网
约车数量激增。比如济南自2019年开始，网
约车数量及从业人员大幅快速增加，目前网
约车已突破 18000 辆，与巡游出租车 8643 辆
的数据相比，已达到当地“警戒值”。

2022 年下半年，东莞巡游出租车共有
1492 辆，比上半年减少 113 辆，网约车共有
40083辆，比上半年激增9476辆，同时网约车
司机数量增长近万人。

行业内卷，导致司机接单越来越难。比
如今年一季度，东莞网约车单车日均订单量
仅为 9.07 单，比 2022 年底下降了 19.45%；济
南的单车日均接单量也不足10单。

订单下滑的同时，司机的工作强度却在加
大。比如东莞一季度网约车单车日均收入只
有260.83元，比2022年底下降了3.2%，但单车
日均在线时长增加了1.45%，达8.39小时。

离场者不在少数。温州交通部门测算，
2022 年新增持证司机 1.1 万名，但 9000 余人
未实际上岗，呈现出考证驾驶员多、真正上岗
驾驶员少的状态。

“大部分新增驾驶员在对行业了解不深
的情况下，参加从业资格证考试，后又由于收
入不及预期、无法适应工作等各种原因退出
了网约车行业。”温州交通部门相关负责人此
前接受媒体采访时分析。

不少业内人士表示，随着运力饱和，会加
剧行业内卷，司机收入下降，最终影响到服务
质量，出现违规运营、超载行驶、强行拼车等
乱象；而为了抢占市场、扩大流量，平台也会
陷入“补贴”“低价”泥淖，引发恶性竞争。

除此之外，网约车激增对城市交通管理

也是一大挑战。
长期从事交通问题研究的专家、浙江工

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吴伟强告诉记者，
如果一座城市网约车过多，加上采用低运价
竞争的方法，就会直接抢夺公交出行的市
场。其结果就是减少地铁加公交车出行在全
出行结构中的比例，最终导致城市交通拥堵。

待规范待规范
一个城市到底需要多少网约车一个城市到底需要多少网约车？？

那么，一个城市到底需要多少网约车，才

是合适的？
已有城市建立了监测模型。比如 2022

年底，深圳市就开始探索建立网约车运力
规模动态调整机制，一旦网约车日均订单
量变化幅度低于-10%，单车日均订单量低
于 11，巡游车里程利用率低于 60%，满足 3
个条件中的 2 个，就会触发预警，供政府决
策参考。

网约车市场“风起云涌”，能否对网约车
行业的动态及时作出反应，又能否为行业发
展留下空间，考验着城市治理的智慧。

在吴伟强教授看来，总量调控，并不是简
单的数量控制，而是要在明确城市交通出行
战略目标的前提下，用各种手段调整网约车
的供给量，完善政府规制，包括准入和退出机
制、评价制度、奖惩制度、监管机制等等。

未来该如何管理网约车未来该如何管理网约车？？

那么，在新的市场形势下，究竟该如何管
理网约车？

对此，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
中心主任、教授纪雪洪认为，管理是一把双刃
剑，一方面可以保护司机利益，避免收入下
降，但是网约车市场本身可以自发调节，政府
层面不宜过多干预，“预警”手段是当下比较
好的解决方法。不过他也提到，不同于其他
行业，网约车市场不是纯市场化竞争，过多的
网约车会造成交通拥堵，因此需要研究更为
优化的管理方式。

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共享出行分会副秘书
长王拥民则认为，网约车目前作为城市交通
的补充，定位很明确，是新形势下的市场需
求；出租车在原有的管理基础上有更多的数
量限制和准入门槛，网约车也逐步在规范管
理，各地都出台了相关政策。

“不管是巡游车还是网约车，都是服务于
大众出行，年轻人群更多地使用网约车，出租
车也在网约化，并不存在各自市场的范围。
只要服务优质，便民出行，合理化收费，让大
众更便捷，出行更简单才是硬道理。”王拥民
表示。 本报综合消息

原本被用于成人2型糖尿病患者的降糖
药司美格鲁肽，不久前却被炒作成“减肥神
药”。记者打开社交媒体搜索“司美格鲁肽”或

“减肥针”，便可以看到不少减肥人士的相关分
享：“终于从易胖体质变成易瘦体质了”“打减
肥针5个月，从120斤减到98斤，脂肪率从27%
降到19%”……而近期司美格鲁肽口服剂启动
在国内的三期临床试验，再次引爆该话题。

降糖药“变”减肥药，大批有减肥需求的
人士纷纷通过线上平台、代购渠道购买，甚
至进入医美机构注射司美格鲁肽，但也使得
不少糖尿病患者发了愁：原本用于治病的药
物变得越来越难买，价格也上涨了不少。那
么，司美格鲁肽是否真的具有减肥效果？医
生是否建议有减肥需求的民众私自购买使
用？近日记者进行了调查。

降糖药成降糖药成““网红减肥针网红减肥针””有使用者称一有使用者称一
个半月瘦个半月瘦2020斤斤

市民吴女士由于日常工作繁重，饮食、
作息不规律，体重最高时曾达到140斤。肥
胖给吴女士带来了一些并发症：精神焦虑、
睡眠障碍、代谢缓慢等。从去年开始，吴女
士下决心减肥，她报了一个健身班，坚持每
周2次到3次健身，并配合饮食控制，但体重
似乎没有太大波动。

“因为我有糖尿病家族史，所以我想到
会不会是存在胰岛素抵抗，所以导致减肥困
难。”带着这样的疑惑，吴女士去家附近的医
院检查，发现果然存在皮质醇和胰岛素抵抗
的问题。“医生告诉我，倘若再继续发展下
去，很快会发展为2型糖尿病。”

为寻求治疗方案，今年 2 月份，吴女士
去了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内分泌科，根据
医生介绍，她第一次得知“司美格鲁肽”这款
药，“司美格鲁肽对我们这类因胰岛素抵抗
导致减肥困难的人群是有用的。但医生也
明确表示，目前医院不能给非糖尿病患者开
这类药，因为货源比较紧张，管理也更严格，
目前院内只对确诊糖尿病的患者开单。”

最后，吴女士通过网络平台购买到司美
格鲁肽开始自行使用。“这种降糖针就和打胰
岛素一样打在肚子上，一周只打一针，药量逐
渐增加，前两周会出现拉肚子、想吐等感觉；
之后抑制食欲的效果会降低，再加大药量。
现在我打到了第六周，不过感觉药效有所衰
减。”吴女士称，过去一个半月通过注射司美
格鲁肽再配合运动，她已经减重20斤。

事实上，像吴女士这样存在减肥需求的
人并不少。记者在社交平台上搜索“司美格
鲁肽”“减肥针”等词条，就发现一些人把该

药奉为“神药”，也有一些“过来人”提醒大家
慎重使用。

那么，这种降糖针是否真有减肥效果？
记者了解到，司美格鲁肽原本是用于治疗成
年2型糖尿病患者的药物。2021年6月，该
药在美国获批用于长期体重管理，且临床研
究结果显示，持续接受该药治疗的肥胖症患
者能够实现68周后平均减重17%-18%。但
目前，该药尚未在国内获批减重适应症。

专家提醒理智减肥专家提醒理智减肥 私自购药用药或存私自购药用药或存
在风险在风险

结合临床经验，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内
分泌科的卫国红教授向记者介绍，司美格鲁肽
之所以能够实现降糖减重，其主要机制在于其
可以通过激活GLP-1（胰高糖素样肽-1）受
体，以葡萄糖浓度依赖的方式促进胰岛素分
泌，抑制胰高糖素分泌，延缓胃排空而增加饱
腹感，并通过抑制下丘脑摄食中枢的作用而抑
制食欲，从而达到降糖减重的效果。

司美格鲁肽的减肥效果让不少人趋之
若鹜，也使得该药品很快出现供不应求。市
民王女士去年因为肥胖症前往某医院就诊
时就遇到了断货问题。

卫国红告诉记者：“司美格鲁肽前两年
刚在国内上市时，大众对其减重效果期待很
高，我们医院确实碰到不少有减重需求来就
诊的患者，甚至一度导致该药断货，糖尿病
患者都没办法正常用药；后来我们作出调
整，严格控制适应症，只给糖尿病患者开药，
但即便如此，这款药目前在市面上依然供不
应求。而我们医院目前调整为仅限于内分
泌科医生有处方司美格鲁泰的权限，并且药
房仅给确诊为 2 型糖尿病的患者发放司美
格鲁泰，保证了该药未再发生过断供。”

由于非糖尿病患者在正规医院线下渠
道不能开药，于是一些人开始想办法买药。
潘女士所在城市的医院没有针对肥胖患者
开药的规定，她便通过一位患有糖尿病的朋
友以在某医院开药后转卖给自己的方式来
进行注射。两个月内，120斤的潘女士瘦了
6斤。而更多购药者则是选择将目光投向线
上互联网医院、药房，甚至通过医美机构或
海外代购以便获得该药品。

记者在网上检索时发现，有多个正在售
卖司美格鲁肽的平台，包含运费价格的
1.5ml/支的规格（0.25mg，0.5mg剂量），售价
在578元~650元不等；此外还有3ml/支的规
格（均为 1.34mg/ml），价格则在 1000 元~
1200元不等。而该价格比起中山一院的价
格有所上浮，且该药需符合医保报销条件的

情况下才能给予报销。
网络平台上，该药品的购买量也格外惊

人，有的购买页面用户评价均破5000条，甚
至有的评价过两万条。记者以需要购买司
美格鲁肽为由进行操作，发现只需要经过互
联网医院线上问诊，再勾选“糖尿病”选项，
且并不需提供相关处方证明即可在线购
买。而吴女士则告诉记者，一个月前她在线
购买司美格鲁肽时还曾有“肥胖症”选项，

“现在可能也是因为药物管理的原因，没有
了肥胖症这个选项。”

从临床医生角度，卫国红则提示，大众
不应把司美格鲁肽当成“减肥神药”。“虽然
目前的临床研究表明司美格鲁肽具有较好
的安全性，但并不意味着它没有副作用。”卫
国红补充说，使用司美格鲁肽后往往会对胃
肠道产生副作用，比如腹胀、腹痛、便秘甚至
呕吐；此外，在动物实验里发现包括司美格
鲁泰在内的GLP-1激动剂有刺激甲状腺C
细胞增生的作用，所以该药禁用于有甲状腺
髓样癌既往史或家族史，以及有2型多发性
内分泌肿瘤综合征的患者。“另外这个药品
使用久了之后，抑制食欲和减重效果也会逐
渐降低；停药后，倘若不注意饮食和运动，体
重反弹的情况也会存在，因此建议大家谨慎
私自购药。”卫国红说。

肥胖问题不可忽视肥胖问题不可忽视““减肥针减肥针””治不了本治不了本

据记者了解，除司美格鲁肽外，目前国
内获批的 GLP-1 受体激动剂还包括礼来、
阿斯利康、豪森药业、仁会生物等公司的共
计7款产品，且都具有一定的减重效果。

而这些“减肥针”“减肥药”受热捧的背
后，透露着目前民众的“身材焦虑”，也侧面
反映出肥胖问题依然不容忽视。 据中国营
养学会报告，超重、肥胖将增加冠心病、2型
糖尿病、女性乳腺癌等疾病的发生风险。“对
于这些病人，最重要的还是通过健康生活方
式的干预，通过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健康
运动来实现体重逐渐下降。”

近 10 年，王女士在减肥方面花了不少
心力和金钱。“现在，司美格鲁肽是一次成本
更高的减肥尝试。”王女士告诉记者，这大半
年她在该药方面的花费已经超过4000元。

王女士认为，仅依赖该药也不是长久之
计。而不同个体对该药的反应也不同：同样
是减20斤，有的人称花了一个半月，王女士
却花了7个月。

与肥胖“对抗”近 10 年，王女士才明白
那个朴素的道理：“哪有‘减肥神药’，想要健
康还是得管住嘴、迈开腿。” 本报综合消息

饱和的网约车“下半程”驶向何方

5个月从120斤减到98斤，降糖针竟成减肥神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