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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年初开始的打车软件“烧钱大战”硝
烟渐止。3月底，嘀嘀打车公布的“成绩单”
更像给这场“烧钱大战”画上了一个阶段性
的“句号”，在之前77天的时间里，嘀嘀打车
的用户数从2200万增至1亿，日均订单数
从35万增至521.83万，补贴达14亿元。

对改变消费习惯有作用

打车软件“烧钱大战”最重要的目的，
在于博取眼球，进而建立起消费者和出租
车司机之间的黏合性。然而，没有补贴，
用户会怎样？来自第三方支付企业易宝
支付的一项调查显示，如果没有补贴，肯
定会用手机支付打车费用的人群约占受
调查人群的 26%。经过一场营销大战的

“洗礼”，消费者日渐接受了将打车软件作
为扬招之外的“后备方案”。

记者在北京、杭州、广州、深圳等地随
机采访了几十位出租车司机，他们的观点
相当一致：随着补贴的下调，司机会越来越
对订单有所选择。北京康城出租车公司的
于占勇师傅，在补贴高峰期每天能多赚
100多元。“那时候2公里之内肯定抢单，但
现在就要考虑活儿的远近和是否方便了。”
但于师傅也表示不会放弃打车软件。

更重要的是，“烧钱大战”还让出租车
司机们“鸟枪换炮”，熟练掌握了智能手机
和移动支付的种种使用技巧。

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常务副会长王德
荣表示，“就像货运业曾经利用互联网解
决了‘车找货、货找车’的难题一样，打车
软件根本上是为‘车找人、人找车’提供了
解决方案，突破了司机与乘客间信息不对
称的‘瓶颈’。”

对培育移动支付环境有效果

来自市场研究机构易观智库的数据
显示，“嘀嘀”和“快的”目前以 43.6%和
46.7%的比例牢牢占据打车软件前两名
的 位 置 ，合 计 占 据 超 过 90% 的 市 场 份
额。成都聚车科技创始人邹岳熹表示，

“‘烧钱’让其他同类软件瞬间消失了，在
去年下半年，国内曾有数十款同类应用。”

沉淀了用户，“竞争”掉了对手，打车软
件觉得以亿元计算的投入“太便宜了”。快
的打车COO赵冬表示，“快的”吸引一个新
用户平均成本是10多元钱，“比起电商，这
点补贴真不算什么。”

而对于“嘀嘀”和“快的”背靠的腾讯
和阿里巴巴两棵大树来说，为“烧钱大战”
投入的真金白银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它们看重的是让用户意识到手机支付的
便利，从而培育移动支付的大市场。小米
科技董事长雷军笑称，“腾讯和阿里巴巴
合演了移动支付最好的一部广告片。”来
自腾讯的数据显示，微信支付通过“嘀嘀
打车”每日能完成 400 余万笔交易，成为
了主流移动支付工具，而支付宝方面则在
3 月下旬表示，3 月份以来支付宝每天手

机支付超过 2500 万笔，支付打车费用已
成为了其中的重要内容。

“嘀嘀”、“快的”一飞冲天，也让移动
互联网的中小创业者看到了美好的前
景。易观智库副总裁李智坦言，“这说明
即使在 O2O 体量中不那么庞大的应用，
也有可能获得机会。对于想要进入 O2O
领域的企业是一个很好的启示，重要的
是在于要发现解决单点问题的场景，才
能盘活线上线下的用户和资源。”

对监管方式提出新课题

高额补贴带来的刺激，确实暴露出打
车软件应用上的一些问题，诸如司机边开
车边抢单，影响驾车安全；为“抢单”空驶
拒载等等。因此，对打车软件的监管也就
提上了日程。

从目前各地的实际操作来看，监管方
式多种多样。国家发改委综合交通运输
研究所主任程世东表示，“北京模式”给他
留下的印象最深。一是政府数据与接入
企业数据共享，防止黑车；二是北京市交
委对打车软件提供的订单只监管不调度，
订单则被备案纳入综合考核。和北京的
宽松政策相比，深圳、苏州等地则要求打
车 软 件 接 入 官 方 叫 车 平 台 ，统 一 调 度
订单。

针对具体问题的公共服务也在细
化。在上海，“嘀嘀”与“快的”已与强
生、大众等 4 大出租车公司的电调平台
对接，这些企业的出租车在接到打车软
件的订单后，电调中心可远程控制出租
车顶灯将绿色“待运”字样翻成红色

“电调”字样，以消除乘客扬招“待运”
车辆不停的误会。

不过，从目前各地的监管措施来看，

打车软件的加价功能多被“叫停”。广
州、杭州和福州已经叫停了加价打车，上
海也正在酝酿取消加价打车的措施，当
地监管部门认为，出租车作为一种公共
资源，首先应该考虑公平原则。

专家分析认为，面对包括打车软件
在内的移动互联网新事物的监管，一要
及时意识到市场发生的变化，带来的困
境与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二
要摆正“裁判员”的位置，避免与民争
利；三要思考如何更好地利用管理部门
的数据资源。

打车软件只是 O2O 领域里的一个小
切口，当移动互联网的应用对原有传统产
业的运行方式和商业模式产生越来越多
影响时，究竟应该怎样在培育市场、增进
市场活力的同时，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
增进公共利益？这样的“考题”还将反
复出现。

在日前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棚户区改造工

作获得了一揽子金融支持方案。政策性金融机构为之

设立专门机构，且实行单独核算，以市场化方式发行住

宅金融专项债券，向邮储等金融机构和其他投资者筹

资，鼓励商业银行、社保基金、保险机构等积极参与，重

点用于支持棚改及城市基础设施等相关工程建设。

显然，这一次，既能缔造经济奇迹也能制造经济危

机的金融体系向好的一面推进了一步，金融机构在政

策的督导下，社会利益被摆在了更高目标位置上。

金融有好坏吗？至少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

特·希勒先生的眼中是有的。在好的金融体系中，金融

会为民众的梦想实现服务，不管这种梦想是职业的抱

负、家庭生活的希望，还是生意当中的雄心。

在希勒先生看来，理想的金融体系可以让每一个

社会成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都不会因为资金不足而变

成空想。虽然这是一种经济学家常说的“理想状态”，

可能永远不会有这样的一刻，但并不妨碍我们应该向

这个方向努力。发挥金融体系的力量为棚改服务，显

然就是这样的一种努力。

按照商业原则，棚改这类社会利益远大于经济利

益的项目，很难被当作“生意”，这种领域中，确实需要

政府主动伸手推金融体系一把，让他们稍稍把商业利

益的位置放低一些，为社会发展贡献得更多一点。

如棚改这样领域的还有不少，比如小微企业和“三

农”贷款。在监管机构“两个不低于”（增速和增量都不

得低于前一年）要求出台前，几乎所有的银行机构喜欢

的都是“傍大款”、“垒大户”，因为这种业务模式商业效

益好。

从“两个不低于”政策的运行看，效果是明显的，自

从政策出台以来，每年都能完成目标，但显然，“两个不

低于”这样的政策只能保下线，与需要相比，还很难匹

配。这种供给不足的根本解决之道恐怕还得是放宽金

融准入门槛，在完善金融监管的基础上，让更多愿意并

有能力为社会发展服务的机构进入市场。

平等，是社会进步的体现。同样，平等的融资机会

也是好金融的体现，对于这种平等的实现，政府不妨再

推一把。

近日，财政部公布了 《农村金融机构
定向费用补贴资金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办法》），规定符合条件的新型农村金融
机构和基础金融服务薄弱地区的银行业金
融机构 （网点），可获得财政补贴资金支
持。《办法》 从多方面完善了已实施 5 年
的农村金融机构定向费用补贴政策，将更
好地支持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持续发展，促
进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建设。

农村金融机构定向费用补贴政策出台
于 2009 年。2010 年，财政部发布通知，
扩大了补贴范围，并同时下发了 《中央财
政农村金融机构定向费用补贴资金管理暂
行办法》（以下简称 《暂行办法》）。

与 《暂行办法》 相比，新公布的 《办
法》 在补贴条件等方面，进行了更细致、
严格的规定。

《办法》 严格了补贴条件，只有符合
所列条件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才能获得
财政部门按其当年贷款平均余额的 2%给
予的补贴。其中，新增的条件是“当年涉
农贷款和小微企业贷款平均余额占全部贷

款平均余额的比例高于 70% （含） ”，这
大大强化了补贴政策的支农、惠农、强农
导向。此外，对村镇银行的存贷比要求，
由原来的“年末存贷比高于 50%”，改为

“年均存贷比高于 50% （含） ”。
《办法》 新增了规定，对 4 类贷款不

予补贴，包括当年任一时点单户贷款余额
超过 500万元的贷款；注册地位于县级以
下区域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其在注册地
所属县级区域以外发放的贷款等。

对于违反规定的金融机构，《办法》
强化了处罚措施：金融机构虚报材料，骗
取财政补贴资金的，财政部门应当追回补
贴资金，并按规定予以处罚。

《暂行办法》 对农村金融机构补贴期
限没有规定。此次新出台的 《办法》 增加
了补贴期限要求：东、中、西部地区农村
金融机构可享受补贴政策的期限，分别为
自该机构开业当年 （含） 起的 3、4、5 年
内。农村金融机构开业超过享受补贴政策
的年数后，无论该机构是否曾经获得过补
贴，都不再享受补贴。

新增补贴期限的规定，体现出国家侧
重帮助农村金融机构缓解开办初期的资金
压力，而不是对其进行长期的补贴。

在资金来源上，按照原有政策，补贴
资金由中央财政全额负责，而 《办法》 明
确了农村金融机构的定向补贴资金将改由
中央和地方财政按比例分担，东、中、西
部地区的分担比例，分别为7︰3、8︰2、
9︰1。从比例数上看，中央仍承担大部
分，而且充分照顾了中西部。

根 据 2014 年 中 央 财 政 预 算 ， 今 年
的农村金融机构定向费用补贴资金将继
续 增 长 。 2014 年 农 村 金 融 机 构 定 向 费
用补贴预算数为 43.85 亿元，比 2013 年
执行数增加 2.8 亿元，增长 6.8%，主要
是根据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数量和业务规
模预计。

农村金融机构补贴新规“严”在何处
本报记者 曾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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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车软件：“烧钱”之后往哪走
本报记者 陈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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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打车软件应如何走好接下来的路来的打车软件应如何走好接下来的路——

继打车软件被多地叫停后，一个全
新的互联网应用“人人快递”近日也被地
方监管部门亮红灯。随着互联网对传统
产业的颠覆和冲击越来越凸显，“搅局者
们”频频被叫停的命运引起公众关注。
面对互联网环境下不断涌现的新业态、
新产业，监管部门如何在严格“把关”的
同时为企业留出创新空间，“市场之手”
和“政府之手”该如何协调？

“新业态、新产业来势汹汹，传统监
管模式遭遇挑战，而新的管理模式和行

业秩序又没有方向，这是当前互联网产
业与传统行业、监管部门矛盾爆发的核
心所在。”中国社科院信息化研究中心秘
书长姜奇平说。

防控风险，是监管部门叫停的最主
要理由。公共利益，则是衡量互联网创
新的另一架天平。但在另外一些人看
来，互联网“破坏性创新”对传统利益格
局带来的巨大撼动，才是这一系列尖锐
争论的根本原因。

“这些‘搅局者’的本质，是第三次工业

革命浪潮下互联网代表的信息生产力。虽
然不是每个‘搅局者’都会成功，但这个趋
势不会因为几个叫停而改变。”姜奇平说。

“搅局者”野蛮生长，面对新生事物
的不完善，如何在创新与规范、效率与安
全之间寻求平衡点？

DCCI互联网数据中心创始人胡延平
等业内人士建议，出台政策应该“开门立
法”，让各方利益公开博弈。“行业本位”
的监管思路往往会对其他产业带来负面
影响。 （据新华社上海 4月 4日电）

“市场之手”与“政府之手”如何协调
新华社记者 姚玉洁 叶 锋

好的金融体系什么样
刘 溟

曾一年间疯涨 80 倍的虚拟货币比特币正在中国

遭遇尴尬：一方面，交易平台遭遇银行及支付机构“设

限”，导致比特币行情单月跳水近 40%；另一方面，虚拟

货币热也催生国内数十种“山寨币”，但投资均不乏本

金难保风险。

据介绍，对比特币采取审慎监管，已是目前多国普

遍做法。 商海春作（新华社发）

在互联网理财成为全民热议话题的当下，部分银
行也创新服务模式，力推直销银行。继民生银行之后，
兴业银行、珠海华润银行等股份制银行的直销银行于
近日上线，北京银行也在积极筹建。记者查询了解到，
与传统网上银行不同，直销银行更便捷，但暂只提供基
金、理财、存款和缴纳水电费等简单服务。

北京银行采用的是“线上互联网平台”和“线下直销
门店”模式。线上服务由互联网综合营销平台、网上银
行、手机银行等多种渠道构成；线下模式是建立便民直
销店，设置远程签约机、存取款机、自助缴费终端等。

珠海华润银行的直销银行提供了一些基本服务：
智能存款、一款类似余额宝的“润日增”货币基金、缴纳
水电煤气费的“预付通”产品。

兴业银行直销银行也提供两种登录方式，即电脑
版和客户端手机银行版。记者登录兴业银行直销银行
电脑版看到，目前上线业务有三种，分别为理财产品、
代销基金和定期与通知存款等。

在国内，直销银行是个新概念，而国外却是一种较
为成熟的商业模式。这种银行作为独立的法人组织存
在，没有实体网点，所有服务和产品都通过邮件、电话、
互联网等完成，完全颠覆了传统的银行服务模式。同
时，因为机构少、人员少、成本低，直销银行提供的产品
及服务价格会更低。从银行力推直销银行模式可以看
出，面对互联网企业的竞争，传统银行也开始积极布局
互联网金融。 （据新华社福州 4月 6日电）

积极布局互联网金融——

部 分 银 行 推 直 销 银 行 模 式
新华社记者 郭 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