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没有汽车的代驾公司

2011年的移动互联网APP圈内已是
狼烟四起，大到微信、支付宝等超级
APP， 小 到 豆 瓣 、 大 众 点 评 等 分 众
APP，人气、资本和技术正加速向移动端
集聚，与日薄西山的PC端判若两个世界。

这一切，在电商界摸爬滚打多年的黄
宾当然看在眼里。转型这两个字在他脑
海里反复激荡。可到底选择哪个行业？
借助何种技术转型？他心里始终没底。

几次应酬后偶然的代驾经历，让黄
宾看到了传统代驾业的诸多弊端，日渐
萌生利用移动互联网 APP 改造“老代
驾”的想法。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他加
盟了一个传统租车公司，作为代驾员去

“拜师学艺”。那时候，要开一家租车代
驾公司不仅需要充足的资金购买汽车、
租用场地、聘请司机，还得跟宾馆、酒
店等潜在代驾“中介”保持良好关系，
这3项基本的投入算下来少则几百万元。

能不能省去自购汽车和“中介”提
成的钱，“轻资产”发展呢？黄宾设想，如
果用他熟悉的 LBS （location based
service） 定位技术开发移动 APP 平台，
就近找代驾司机签约，将节约很大一笔

“中介”费和汽车采购开支。
“学艺”期间，他对“轻资产”发展

模式进行了更深入的了解，原来一个完
整的LBS系统是由定位系统、移动服务
中心、通信网络、移动智能终端4部分组
成。位置服务业是一个庞大的产业链，
众多定位公司、车辆导航监控公司、地
图制作公司、通信公司、移动通信运营
商等都是这条产业链中的一员，如果应
用好这一平台，超越传统代驾公司开拓
新市场并不遥远。

没多久，两条重磅消息在代驾行业
炸开了锅。一是2011年5月，最新修订
的 《刑法》 和 《道路交通安全法》 明确
了“酒驾入刑”等条款；二是在2011年
的“3·15”晚会中，部分传统租车公司
以提供驾驶服务等方式从事或变相从事
道路运输经营活动被曝光，随后神舟租
车等公司宣布全面停止代驾租车业务。

这寥寥几百字像是给黄宾打了“强
心剂”，面对即将爆棚的代驾市场，犹豫
就是错失先机。“拜师”3个月后，黄宾
决心找外包团队开发e代驾APP。

2011年 10月 e代驾 1.0版本正式上
线。“这是一款操作简单的‘傻瓜’软
件。”e代驾技术部负责人孙洪静说，每
次用户开启软件将自动联网进行LBS定
位，届时手机屏幕会显示离客户最近的5
名代驾司机。点击地图上的司机名字直
接呼叫，双方约定价格、时间后即可完
成下单。通过手机2步下单，司机平均几
分钟后上门服务，起步价、公里数、加
价数、起止时间等信息会同步呈现在用
户和司机手机上，自始至终分毫不差。

代驾EE
站在云端按图索骥

挣钱快在普通代驾司机看来无可非议，可
仅靠微薄的信息费，e 代驾的利润增长如何加
速呢？从单位时间的订单数量上看，移动
APP 公司显然要比传统代驾多出许多，才有
可能实现盈利。

凭什么？一靠大数据，二靠云计算技术。
“大数据是水，云技术是渠，只有水到渠

成方能实现整个移动端的高效运转。”孙洪静
说，2011 年诞生伊始，e 代驾就建起了 20 人
的技术团队，一方面通过移动应用技术分析客
户需求、客户区域和市场走势；另一方面，把
这些需求和走势信息制作成“公报”，在移动
云端推送给每一个“上线”的代驾司机，让他
们第一时间知道哪里有需求、何时有需求。

通过两年多的数据积累和在阿里云上服务
器的运转，e 代驾已能成功测算出过去较长一
段时间内客户需求较高的区域和高需求人群等
关键信息，再通过“云端”按图索骥就变得很
轻松。

“在理想状态下，e 代驾这样的移动 APP
能够做到‘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算是‘分
享型经济’的代表。”e 代驾市场部负责人张
东鹏笑言，在可预见的未来，e 代驾会将业务
拓展到国内 50 个城市，拥有数万名签约的代
驾司机。而在更远的将来，e 代驾将把“分享
型经济”发展到极致。

“或许这只是我们的移动梦想，但并非遥
不可及。”张东鹏告诉记者，在汽车业发达的
韩国，代驾生意非常火爆。目前韩国有将近 1
万家正规代驾公司，注册的代驾司机超过30万
人，每年所创造的产值超过1500亿元人民币。

资本看中的高效率

2012 年，代驾业的竞争在移动端
趋向白热化——5 月，微代驾公司发布
安卓手机 1.0 版本，10 月，爱代驾手机
客户端 1.0版本上线，加上原本就庞大的
传统代驾军团，黄宾越发感觉压力正逼
近公司的每一个角落。而 2012 年春，艰
难创业的黄宾迎来了第一个风险投资公
司，具体数目是多少，深谙其道的投资
经理们三缄其口。

不管怎样，这场“及时雨”让黄宾暂
时松了一口气。从e代驾迅猛拓展的业务中
不难发现“资本介入”的轨迹。2012年3
月，e代驾已在北京、上海、重庆等6个城
市完成布局，拥有超过 5000 名司机。20
个月间这一数字被几度刷新，截至目前，
已有20个城市的2万名代驾司机被招致麾
下。与此同时，继e代驾2.0版本去年3月
亮相后，拥有订单模式、订单轨迹跟踪等
功能的3.0版本也即将面世，短短 2年间，
e代驾一跃成为移动APP的“排头兵”。

资本到底看重他什么呢？
有互联网分析师认为，若用互联网

先进的生产关系和技术尽心改造，传统
产业就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正是
风投最看重的。而在 IT 产业内部已经产
生 BAT （百度、阿里巴巴、腾讯） 等巨
头，在既要传统产业的基因，又要互联
网生产关系的 O2O 领域，存在不小的移
动发展机遇，VC 在移动领域选择投资 e
代驾是应有之义。

VC 经理们看重的，首先源自移动
APP超高的效率。

重庆师傅刘星在传统代驾公司干了多

年，跳槽到e代驾后挣钱明显更快了：“过
去，我们常年在酒店门口‘趴活’，一等就
是几个小时，每单200至300元，除去酒店
经理100元提成、代驾公司100元提成，每
月能挣1500元就不错。在e代驾平台下，5
公里以内的起步单39元，扣除5元给e代驾
的信息费，每单纯收入34元。按照每天2
单保守估计，每月轻松赚2000元。”

互 联 网 行 业 分 析 师 葛 甲 说 ， 移 动
APP 用线上的技术提升了线下对接的效
率，突破了传统代驾公司必须通过“呼
叫中心”提供服务的瓶颈，最大限度地
压缩了查找、等待时间，让代驾服务变
得更加高效。

“而人气在 VC 看来更加必不可少。
烧钱、聚人气、再赚钱的互联网发展 3
部曲中，聚人气是移动 APP 提高价格、
开拓广告等后续盈利模式的必经之路。”
葛甲认为，代驾市场是流动性充足的成
熟市场，e代驾能否在移动端留住客户人
气对未来至关重要。

对此，黄宾和他的团队洞若观火。
从起步之初，e代驾就推行开放 API客户
端战略，谋求第三方 APP 合作。如今，
与 e 代驾联姻的移动 APP 已达数百家，
而高德地图、招商银行等“盟友”APP
贡献的应用人气数量比 e 代驾官方网站
的数量要多数百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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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过元旦，马年的春节就近了。网络上

流传着一幅人气颇高的拜年帖：一匹卡通

马，驮着几捆百元大钞，寓意“马上有钱”。

“马上有钱”，大概是眼下资金市场里最

讨人喜欢的口彩了。2013年岁末，虽然央行

反 复 表 态 流 动 性 上 “ 不 差 钱 ”， 可 又 是

SLO、又是逆回购地几千亿砸进去，才算让

高昂的隔夜利率稍许回落。

钱“贵”了，这个趋势近来表现越来越明

显。从SHIBOR到国债利率、信用债利率，再

到理财、资管、信托、货基等的收益率，真

实的市场化利率水平其实一直都在上涨。

利率是资金的价格。随着利率市场化的

推进，金融业务的创新，银行难以再继续大量

占用廉价资金，贷款利率也水涨船高，短期内

存贷款利率双双上行是预期中的事。按照经济

学的说法，作为一种商品的资金，其供给和

需求会在某个价位达成均衡。利率高到资金

回报无利可图，需求自然就会下降，流动性

应该随之收缩。但现在令人费解的现象是：

虽然利率已经到了大家都喊“受不了”的程

度，还是有不断的需求将之进一步推高。

目前各银行一年期贷款利率普遍超过

7%，从影子银行渠道融资的成本更高。对

于多数从事制造业的企业来说，一般能有

10%毛利已是不错的水平，除去工资、折旧

等开支，能否“裹住”资金成本是个疑问。

凭常识推断，依然有实力“抢钱”并

推高利率水平的是两种“土豪”：一种是钱

来得容易的；一种是对利率不敏感的。前

者以房地产企业为代表，后者以地方政府

融资平台为代表。据统计，在 2013 年前 3

季度社会融资规模同比增加的 2.2 万亿元

中，有三分之二以上流向了房地产和地方

政府融资平台。

本来这些长期投资的领域，并非短线资

金的理想去处。但各路资金供给方通过玩转

“期限错配”攻克了这个难题。像短贷长

投，将短期资金配置到长线项目以获取高额

回报；像借新还旧，对到期债务进行展期来

应付滚动存量债务的流动性需求。

作为经济主体，将资源配置到最能产生

效益的地方无可厚非。但随着宏观经济进入

转型期，下行压力加大，这些领域的风险点

也在逐渐暴露。结构失衡加上期限扭曲，增

添了资金链的脆弱性。

还有一种去处尤为令人不安：一些资金

只是在金融体系内自我循环“钱生钱”，没

有真正进入到实体经济。否则难以解释为什

么我们有超百万亿广义货币总量、有增幅超

过 GDP 的社会融资总量，仍时不时“钱

慌”。再宽松的货币政策也难以将这部分

“空转”的流动性驱赶出来。

钱贵了，对于习惯在流动性宽松的温水

中泡澡的企业和银行，管理部门和各级政

府，乃至普通百姓，都是个考验，需要补上

资产负债和风险控制的相关课程。

近来手头有点闲钱的小投资者有福了。

银行理财年化收益率6%以上的比比皆是，这

个“宝”、那个“宝”的年化收益率基本进入

了“8时代”，更别提那些门槛高高、收益也

高高的信托产品。但在喜大普奔、呼朋唤友

之前，搞清楚背后挂钩了什么也很重要。别

让马儿驮着钞票在咱眼前空跑一圈。

如果不做货币研究，你会不会认真观

察，手上每一张纸币的细节？世界各国的

纸币，有的印着政治人物、有的却是巴洛

克建筑；有的背面是财长签名，有的却是

简单的红色印章⋯⋯一张普通的纸币，是

透视各国各地区不同经济、文化的重要

窗口。

纸币上的有趣细节
苏雪燕

独 一 无 二 的 “IN GOD WE
TRUST”

如果你手头有几张世界各国的纸币，
不妨拿出来仔细比较一下。如果恰好有一
张美元，你会发现，美元的背后有一行别
的 纸 币 都 没 有 的 特 殊 的 字 “IN GOD
WE TRUST”（意思是“我们信仰上
帝”）。在钱币上印制带有宗教色彩的语
言，还是有一些争议的，但是美国最高法
院支持了这句格言的使用。

其实不仅宗教需要信任、信仰，货币
也需要人们的“信仰”——人们只有相信
某种货币会保持相对稳定，才会作为交
易、持有的主要货币，或是核心储备货
币。“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美元与
黄金脱钩，如何让世界相信脱钩后的美元
仍然可以作为核心货币？——这就要大家
相信美国的经济实力，以及美国平衡货币
体系、保持美元稳定的能力。

时至今日，美元仍然是全球最重要的
交易和储备货币。

签字还是签章？

仔细观察不同纸币上的签章，一个有
意思的细节就会浮现：美元、欧元等西方
国家地区的纸币上都印着其财政部部长或
是央行行长的亲笔签名，有一些国家的纸
币上印的则是发行者或授权发行者的印
章，比如人民币上是个“行长之章”，而
朝鲜的货币，则签名和印章都没有。细细
体会一下，是不是多多少少也反映了这些
国家的传统和文化？

因为签名，还引发了一些有趣的小故
事。现任美国财政部部长杰克·卢(Jack.
Lew)在刚获得奥巴马提名时，他怪异的
签名遭到了公众的一致“吐槽”，这个签
名看上去就像 8 个圆圈，其中首尾两个圆
圈略大，根本看不出是卢的姓名。

美国的媒体说，这个签名，像是“面
包圈”、又像“鬼画符”，还有网友调侃
说，这“是否预示着美元将一路贬值，直
到最后成为一文不值的 0 呢？”奥巴马对
此不得不回应称：“杰克已经保证，如果
他成为财政部长，要努力至少让一个字母
变得可以辨认，以免造成我们国家的货币
贬值。”

最后，杰克·卢不得不改变了他的签
名。在杰克·卢上任后发行的第一版纸币
上，他的签名已经不再是“面包圈”，而
是“至少可以让人认清几个字母了”。

不过，杰克·卢并非是第一个上任后
被要求更换签名的财长。事实上，此前卸
任财长盖特纳也曾经更改自己的签名以增
加清晰度。而盖特纳的前任约翰·斯诺也
表示自己作了很多尝试，才最终得到一个
能够印在大量钞票上的合适的签名。

头像：政治人物还是其他？

你能在各国流动中的纸币上找到人物
头像。美元上有林肯、富兰克林，人民币
上有毛泽东，韩圆上有“世宗大王”⋯⋯
主角几乎都是政治家，或是国家缔造者，
或是某一时期的最高执政者。

但日元是个例外。过去的日元也是当
政者的头像，但 1984 年以后发行的日本
纸币，全部采用清一色的学者肖像，而且
都采用了明治维新时期所涌现出来的各个
学科领域里的领军式人物，“以此来鼓舞
国民的士气”。

10000日元上的头像一直是日本教育
家福泽谕吉，他被称为“日本近代教育之
父”、“明治时期教育的伟大功臣”，一生
用著述引导社会、提倡演说和辩论、巩固
民权政治。2004 年以前 5000 日元上的头
像是日本教育家新渡户稻造，2004 年新
版日元上的头像则为明治时期的女作家樋
口一叶，她被认为是日本近代批判现实主
义文学早期开拓者之一。1000 日元上的
头像前后则是日本小说家夏目漱石和日本
医学家野口英世。

2000 年，日本新发行的 2000 日元纸
币背面的图案选自源氏物语画册中主人公
光源氏父子相见的场面，另外还配有源氏
物语作者紫式部的肖像。有许多评论说，
日本新纸币的社会文化意义要大于其经济
意义——它委婉地表达了日本在保持经济
大国地位的同时，致力于成为文化大国并
最终跻身政治大国行列的意愿。

“ 在 兴 起 淘 金 热 的 地

方，总能找到卖牛仔裤发

财的人”，这句话用在移动

互联网APP（应用软件）大

行其道的今天再合适不过。

淘金热就像延续至今的互

联网技术热，而卖牛仔裤

的人，是那些机敏的移动

APP创业者，他们迅速嗅到

“淘金热”伴生的市场机

遇，将一项项“制作牛仔

裤”的普通技术应用到极

致，取得可观的收益。

e代驾正是那个谙熟IT

大势的“牛仔裤商人”，他

几乎可以告诉你当今移动

APP圈的全部。

代驾冲上“云”端
本报记者 周 琳

心而论 这么贵的钱去哪儿了
齐 平

这么贵的钱去哪儿了
齐 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