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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及本文件其他章節提供的若干資料來自政府官方出版物、其他公開可得
來源以及我們委託獨立全球諮詢公司弗若斯特沙利文編製的市場研究報告（「弗若斯
特沙利文報告」）。我們相信本節及本文件其他章節的資料來源為有關資料的適當來
源，並在摘錄及複製有關資料時已採取合理的謹慎措施。我們並無理由相信有關資
料屬虛假或具誤導性或遺漏任何部分而導致有關資料屬虛假或具誤導性。我們、聯
席保薦人、 [編纂]、 [編纂]或參與 [編纂]的任何其他人士或我們或彼等任何各自的
董事、高級職員或代表並無獨立核實來自官方政府來源的資料，亦無就其準確性發
表任何聲明。因此，　閣下不應過分依賴該等資料。有關與我們行業有關的風險的
討論，請參閱「風險因素－與我們業務及行業有關的風險」。

中國出行行業概覽

出行是人們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蘊含龐大商機。中國作為全球第二大

經濟體，擁有全球第二多的人口，且人口稠密的城市眾多，造就了現今最大的出行市

場，2024年的市場規模達到人民幣8.0萬億元。

中國的出行行業包括多種不同類型的交通工具，用於個人交通出行。公共交通

（如公共汽車和軌道交通）便於群眾多人乘坐，傳統出租車便於自主單程出行，共享出

行在無需擁有車輛的情況下提供便捷出行服務，私家車隨時隨地滿足個人交通需求，

也有其他不同價位的交通方式滿足消費者各種出行需求（如兩輪車）。

中國出行市場的規模由2018年的人民幣6.9萬億元增長至2019年的人民幣7.2萬億

元。於2020年至2022年，由於COVID-19疫情，消費者的出行需求下降，從而對出行

市場的增長造成影響。儘管COVID-19疫情帶來負面影響，中國出行市場的規模僅由

2019年的人民幣7.2萬億元輕度下降至2022年的人民幣6.9萬億元。

隨著經濟從COVID-19疫情影響中復甦，中國的出行市場迎來強勢反彈，從2022

年增長8.9%至2023年的人民幣7.5萬億元。市場規模再進一步增長至2024年的人民幣

8.0萬億元。自2025年起，在下沉城市消費者對出行需求日益增加、消費者對純電動汽

車的偏好不斷上升及商業活動復甦的推動下，預期中國的出行市場將由2025年的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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幣8.6萬億元增加至2029年的人民幣10.6萬億元，複合年增長率為5.4%。尤其是，於

2025年至2029年，共享出行在不同出行方式中預期增長最快。

中國出行行業的市場規模，2019年至2029年（預測）

共享單車及共享電動自行車
合計

（人民幣十億元）

共享出行
出租車
公共交通
私家車

2019年至2024年
複合年增長率

2025年至2029年
複合年增長率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預測）

2026年
（預測）

2028年
（預測）

2029年
（預測）

2027年
（預測）

3.8%
(10.6%)
(5.9%)
10.6%
30.1%
2.3%

4.3%
8.2%
6.3%

17.0%
8.3%
5.4%

5,637.8 5,203.7 5,635.6 6,012.1 6,412.4 6,779.4 7,152.3 7,517.1 7,862.9 8,177.4 8,463.6

803.9
467.2

431.4
320.5

419.6
460.0

502.0
548.7

595.1
641.4

688.2

488.4

355.8
401.1 300.8

333.9
360.2

386.2
413.0

439.4
465.7

493.2

207.9

204.3
244.9 213.3

282.1
344.4

429.6
519.0

613.4
710.0

804.2

18.6

23.1
36.8 48.2

58.3
69.4

80.0
89.5

97.8
104.6

109.9

7,156.6 

6,254.1 
6,749.8 6,894.9 

7,506.3 
8,013.4 

8,550.0 
9,087.3 

9,608.6 
10,099.1 

10,559.0 

資料來源：弗若斯特沙利文、中國交通運輸部及中國汽車工業協會

附註：

(1) 私家車的市場規模由合計消費者在購買車輛、能源補給、保險、保養及停車方面的支出計算得出。

中國共享出行市場概覽

市場規模龐大並具有高增長潛力

共享出行允許用戶在不擁有車輛的情況下享受個性化出行服務，在擁有私家車與

公共交通之間創造了一種混合模式。正因如此，與擁有私家車相比，共享出行可減輕

城市交通擁堵，降低每公里出行成本，且與公共交通相比，共享出行便捷高效，能夠

提升出行體驗。

中國的共享出行方式包括網約車和順風車。網約車利用在線平台將平台用戶的需

求與平台上註冊可提供服務的司機和車輛進行實時匹配。順風車則指代私家車車主提

前在線上分享他們即時的行程信息，讓其他有相似行程的人加入，實現共享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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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是一個極大受益於共享出行的獨特市場。中國有大量人口稠密的城市，人

口密度對現有出行基礎設施構成挑戰，催生出對出行解決方案進行升級的需求。例

如，中國各地許多地方政府限制所擁有的車輛數量或限制車輛僅可在一週中某些日子

駕駛，以改善交通狀況及空氣質量。許多城市出現停車位短缺的情況。此外，隨著持

續城鎮化加速及消費升級，中國消費者對出行體驗的要求越來越高。另外，私家車在

中國主要用於日常通勤，且經常長時間停放，2024年中國私家車的平均利用率低於

30%，令資源嚴重浪費。因此，成本低及服務質量較高的共享出行在中國擁有巨大商

機。

共享出行行業的快速發展亦為傳統出租車行業的數字化轉型帶來了各種政府優惠

政策的支持。相關政策促進了出租車及網約車服務的共同發展，推動傳統出租車與網

約車模式的融合，減少出租車閒置時間、提高出租車經營效率並改善乘客體驗。領先

的共享出行服務供應商正在將傳統出租車接入其平台，並推廣出租車網約解決方案，

而傳統出租車行業亦正尋求服務產品的升級。此外，作為傳統出租車和網約車服務共

同發展的一部分，出租車公司需要將車隊現代化。這涉及購買配備智能化功能及旨在

優化車輛TCO並增強乘客體驗的定制車。出租車車隊的更換過程為專門開發該等定制

車的公司提供重大機遇。出租車服務升級及網約車服務創新的融合預計將進一步刺激

中國共享出行行業的增長。

儘管中國的共享出行市場已具有龐大市場規模，但仍存在巨大的增長空間。2025

年至2029年，在消費者對高性價比的出行選擇需求不斷增加以及共享出行在下沉城市

日益普及的推動下，預期共享出行在出行行業中的滲透率（將共享出行的GTV除以特

定期間的出行GTV計算）將由2024年的4.3%大幅增至2029年的7.6%。由於共享出行在

整體出行行業中所佔的份額不斷增加，預期中國共享出行市場的規模將由2025年大幅

增長至2029年的人民幣8,042億元，複合年增長率為17.0%，與COVID-19疫情爆發前

2016年至2019年21.1%的複合年增長率增長相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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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共享出行行業的市場規模，2019年至2029年（預測）

共享出行

共享出行

滲透率

（人民幣十億元）
2019年至2024年
複合年增長率

2025年至2029年
複合年增長率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預測）

2026年
（預測）

2027年
（預測）

2028年
（預測）

2029年
（預測）

10.6% 17.0%

710.0

613.4

519.0

429.6

344.4
282.1

213.3
244.9

204.3207.9

2.9%
3.3%

3.6%
3.1%

3.8%
4.3%

5.0%

5.7%

6.4%
7.0%

7.6%

804.2

資料來源：弗若斯特沙利文、中國交通運輸部及中國汽車工業協會

中國共享出行市場的發展趨勢

流量分散化

經過多年發展，中國共享出行市場已從由單一參與者主導市場轉變為用戶流量分

配更為分散的市場。八年前，近90%的網約車完成訂單總數由中國最大的共享出行服

務提供商產生。現時的用戶流量則較為分散：最大共享出行服務提供商已完成訂單佔

總數的約70%。

用戶流量分散部分歸因於聚合平台的興起。聚合平台包括地圖導航類應用程序及

本地生活服務類應用程序，如高德、美團、騰訊出行及百度地圖等，將用戶流量整合
及引導至出行服務提供商。2019年至2024年，通過聚合平台完成的網約車訂單比例由

7.0%上升至31.0%，預期於2029年將進一步上升至53.9%。

聚合平台的興起為處於發展初期的出行服務提供商帶來了增長空間，因為即使不

具備最大參與者所享有的規模和網絡效應，他們亦能夠以高質量服務吸引和留住用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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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管完善

近年來，中國共享出行市場迅速發展，監管要求日益嚴格。出行服務提供商及聚

合平台在提供共享出行服務的司機、車輛和在線平台等方面須遵守多層合規要求。

目前，由於取得所需許可證及牌照存在諸多實際困難，故並無主要共享出行服務

提供商達到100%合規率。隨著時間推移，共享出行市場的競爭態勢已從爭奪需求端用

戶流量轉變為爭奪供給端合規車輛及司機。

缺乏合規司機及車輛是導致共享出行市場在2019年至2024年增長放緩的部分原

因，原因是鑒於監管要求日益嚴格，出行服務提供商承擔的合規成本不斷增加。隨著

市場開始獲得更多合規司機及車輛，共享出行市場有望進一步擴大。此外，主要由於

不合規及安全問題以及COVID-19的影響，近年來順風車市場的增長空間有限。網約車

已成為整個共享出行市場增長的主要驅動力。

出行運營車輛

出行運營車輛特徵

出行運營車輛包括用於共享出行及傳統出租車服務的車輛，與私家車在許多方

面有所不同。首先，與私家車相比，出行運營車輛的折舊速度往往更快，從而加快了

更換週期，並創造了對新車需求的持續增長。其次，中國多個地方政府機關頒佈了有

關合規標準，要求出行運營車輛滿足若干特定的參數標準，包括座位數目、衛星定位

裝置安裝、軸距要求。因此，市場對符合該等合規標準的出行運營車輛的需求日益增

加，而專為滿足中國各地政府機構對車輛參數要求而設計的定制車的需求亦日益增

加，因其能更好的滿足該等合規標準。最後，近期的趨勢表明，大量出行運營車輛

由企業（包括共享出行服務提供商及出租車服務提供商）而非個人購買。於2024年，

85.4%的出行運營車輛由企業購買。

共享出行運營車輛的TCO比較

在共享出行價值鏈中，車輛TCO是影響司機收入及出行服務提供商盈利能力的最

大成本組成部分。於2024年，車輛TCO佔司機平均總收入約55%。降低車輛TCO已成

為提高司機收入水平及出行服務提供商盈利能力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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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輛TCO包括(i)購買成本或租賃成本、(ii)能源補給成本，及(iii)車服成本。購買

成本或租賃成本於其使用壽命內平均分配。能源補給成本計量與加油、充電或換電相

關的直接成本。車服成本包括保險成本及維護保養成本。

共享出行中使用的車型種類繁多。純電動汽車的車輛TCO通常遠低於燃油車。純

電動汽車的TCO較低，主要是由於電價較低及純電動汽車的車身結構較為簡單，因此

其能源補給成本及維護成本較低。然而，純電動汽車的購買成本通常高於燃油車，原

因是純電動汽車的研發成本仍然相對較高。隨著電池技術不斷改進及純電動汽車製造

商的規模經濟效益不斷提高，預期生產純電動汽車的平均邊際成本將繼續下降，從而

進一步降低純電動汽車的購買成本。此外，除了節省TCO，換電的純電動汽車能為司

機帶來其他好處，包括縮短能源補給所需時間從而換取更多的運營時間，以及通過車

電分離來降低初始購買價。

考慮中國各類專車出行服務中多種最常用的車型，下圖載列在車輛購買模式下燃
油車、純電動汽車之間的車輛TCO構成的說明性比較。

共享出行所用車型的每月TCO比較

購買成本或租賃成本 能源補給成本 車服成本

純電動汽車 燃油車

4,933

7,198

2,620

958

1,355

2,377

3,001

1,820

資料來源：弗若斯特沙利文、中國交通運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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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慮中國共享出行服務中最常用的純電動汽車車型，下圖進一步載列按TCO及淨
收入劃分的純電動汽車司機總收入的說明性明細：

共享出行行業純電動汽車司機按TCO及淨收入劃分的總收入明細

49.9%

22.2%

16.1%

11.8%

司機淨收入

購買成本或租賃成本

車服成本

能源補給成本

資料來源：弗若斯特沙利文、中國交通運輸部

本公司的楓葉80V及曹操60被認為是共享出行服務中最具成本效益的兩個車型。

楓葉80V及曹操60的估計TCO分別為每公里人民幣0.53元及每公里人民幣0.47元，兩

者均配備換電功能。下表進一步載列楓葉80V、曹操60及其他典型出行運營車型的

TCO比較：

楓葉80V 曹操60

定制純

電動汽車

（換電式）

純電動

汽車

（充電式） 燃油車

續航里程（公里） 600,000 600,000 600,000 497,000 560,000

攤銷每月購買成本（人民幣元） 1,629 1,482 2,498 2,742 2,377

每月能源補給成本（人民幣元） 976 928 928 987 3,001

每月車服成本（人民幣元） 716 545 1,427 1,284 1,820

資料來源：弗若斯特沙利文、中國交通運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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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行運營車輛銷售的市場機遇

以用於出行服務的車輛總銷量計，出行運營車輛的銷售市場近年來出現大幅增

長，且預計該上升趨勢將保持增長勢頭。出行運營車輛銷售的市場規模由2019年的人

民幣1,499億元增至2024年的人民幣2,406億元，預計將以8.2%的複合年增長率從2025

年的人民幣2,604億元進一步增長至2029年的人民幣3,575億元。

中國出行運營車輛銷售的市場規模，2019年至2029年（估計）

（人民幣十億元）
2019年至2024年
複合年增長率

2025年至2029年
複合年增長率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估計）

2026年
（估計）

2027年
（估計）

2028年
（估計）

2029年
（估計）

149.9 159.6 171.5
195.1

224.8
240.6

260.4
283.6

311.5
335.3

357.59.9% 8.2%

資料來源：弗若斯特沙利文、中國國家統計局、中國交通運輸部及中國汽車工業協會

出行運營車輛銷售成功的關鍵之處在於有機會觸達出行服務的司機，因為該等司

機本質上是出行運營車輛的潛在客戶及終端用戶。擁有大量出行服務司機的共享出行

服務提供商具有天然優勢，使此類共享出行服務提供商在出行運營車輛銷售市場中佔

據有利位置。

中國共享出行市場的挑戰

用戶端－面對價格與體驗的兩難選擇

目前，中國共享出行市場的兩種主要服務類型為快車和專車，而用戶往往面對價

格與體驗的兩難選擇。缺乏高性價比且始終如一的高質量的智能乘車體驗仍然是用戶

的主要痛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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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專車服務通常提供卓越的用戶體驗，但其高收費令其於共享出行市場的滲透

率較低。另一方面，快車出行服務目前擁有眾多質量不一的車型。目前，單是中國最

大共享出行服務提供商便已使用超過200種不同的快車車型來提供快車出行服務。由於

車型繁多，可能無法保證用戶每次均能獲得一致的網約車體驗。

司機端－高昂的車輛TCO及欠缺對司機的關注

平均來看，車輛TCO佔司機總收入約55%。高昂的車輛TCO阻礙了司機增加淨收

入。這情況往往導致共享出行服務提供商的司機留存率較低，為行業帶來巨大挑戰。

按月攤銷的購買成本或每月租賃成本是車輛TCO的最大組成部分。司機通常沒有

渠道選擇擁有相當低TCO的出行運營車型，從而限制了他們實現成本效益的能力。

無論司機駕駛燃油車或純電動汽車，司機的能源補給成本相當高，長時間運行的

兩種出行運營車輛通常需要每天補能1.1次。該等補給需求導致傳統燃油車的汽油成本

高昂。同時，與只需要添加汽油的燃油車相比，純電動汽車需要更長的時間才能充滿

電。充電時間亦意味着為低經營效率。此外，儘管部分純電動汽車的能源補給成本較

燃油車低，但純電動汽車的耐用性通常大幅較低，這是司機在選擇車輛時最關注的。

車輛TCO的另一個主要組成部分是車服成本，包括保險及維護保養成本。司機

的保險成本指保險公司收取的保險費用，並取決於該汽車司機就相關損害承擔法律責

任的車輛事故頻率及事故嚴重程度。此外，汽車維護保養服務通常需要大量的停機時

間，而這並非司機所能控制。汽車維修店亦通常缺乏定價透明度及服務質量保證。該

等因素顯著提高司機的運營成本。

於2024年，中國共享出行司機平均每個工作日在車內工作時間約10小時。傳統

車輛通常缺乏對司機健康和便利性關注，例如司機座椅通風、可調節護腰、主駕休息

模式及熱力圖以支持接單等定制化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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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共享出行服務提供商而言－高昂的合規成本及合規司機和車輛短缺

共享出行服務提供商亦面對合規成本高昂及合規司機和車輛短缺的問題，原因是

對行業的監管審查日益嚴格。2024年，整個行業的平均訂單合規率約為69%。

中國共享出行市場的主要增長動力

供給端

定制車

定制車的加大部署預期將推動中國共享出行市場的擴張。

傳統上，車輛是為了供車主使用和體驗而設計。然而，共享出行中使用的車輛

的首要條件是必須迎合司機及乘客的剛需。共享出行服務中的司機將車輛視為生產工

具，優先考慮生產力，而不是為私家車主個人體驗而設計的功能。因此，傳統車輛的

TCO往往很高，無法為司機帶來成本效益，也無法為乘客帶來滿意的體驗，因此不適

合共享出行。

另一方面，定制車的TCO顯著降低，可以提高司機的收入，並為網約車平台創造

盈利空間。定制車旨在滿足司機和乘客的實際需求，並改善共享出行服務提供商的經

營效率。定制車通常不僅集成座椅加熱和額外腿部空間等功能，以改善司機和乘客的

體驗，亦集成智能座艙功能和應用程序連接等先進技術。通過專注於共享出行的定制

功能，精簡冗餘功能，定制車為司機提供物有所值的選擇，並為乘客提供滿意的乘坐

體驗，推動共享出行行業的發展。

純電動汽車

與傳統燃油車相比，純電動汽車具成本效益及環保性，有望日後在共享出行中發

揮核心作用。傳統燃油車的每公里成本為人民幣1.2元，而純電動汽車的每公里成本為

人民幣0.8元。純電動汽車在車服方面更具成本效益。市場越來越多採用純電動汽車將

為提高司機的收入留出更多空間，從而吸引更多司機並提高司機的留存率。換電模式

的純電動汽車的車輛TCO進一步得到改善。車輛可通過減少充電所需的等待時間來提

高司機的生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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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而言，市場已加快採用純電動汽車。中國的純電動汽車銷量由2019年的1.0

百萬輛汽車增至2024年的7.7百萬輛汽車，預測於2029年將進一步增至23.6百萬輛汽

車。到2029年，估計所出售的所有新車輛中將有61%為純電動汽車，而2024年則為

25%。

於2024年，共享出行市場中約35%的運營車輛為傳統燃油車，而2024年開始在共

享出行市場投入運營的車輛中近80%為純電動汽車。憑藉純電動汽車在能源補給成本

方面的顯著優勢，預期純電動汽車日後以更快的速度取代燃油車。

自動駕駛

長遠而言，自動駕駛預期將推動中國共享出行市場的結構化轉型。

從長遠來看，隨著自動駕駛技術變得更加先進及被廣泛採用，搭載自動駕駛技術

的乘車服務對消費者而言也將變得更加經濟實惠。此外，預期自動駕駛有助為共享出

行市場提供更多合規及更具成本效益的車輛、提升用戶體驗及吸引更大的用戶群。

並非所有擁有自動駕駛技術的出行服務提供商均能夠實現自動駕駛的大規模商業

化落地。然而，共享出行的自動駕駛成功商業化需要的不只是在軟件層面上的自動駕

駛技術開發和使用。部署自動駕駛需要進行軟件技術與車輛硬件的全面整合。只有擁

有強大車輛控制能力的出行服務提供商才能將自動駕駛技術完全整合到其平台上及在

商業環境中提供大規模的服務。

共享出行平台與聚合平台之間的合作

通過提升用戶的出行體驗，聚合平台成為共享出行市場發展的關鍵驅動力。2019

年至2024年，中國透過聚合平台完成的網約車訂單佔比由7.0%增長至31.0%，預計

2029年將進一步增長至53.9%。聚合平台整合多個共享出行平台的資源，優化訂單匹

配的準確性和效率，從而減少用戶等待時間並提高車輛利用率。具體而言，訂單響應

時間（定義為從用戶下單到司機接受訂單的時間）在聚合平台上平均約為3分鐘，而在

共享出行平台上則約為4分鐘。此外，乘客等待時間（即從司機接受訂單到乘客上車的

時間）在聚合平台上平均約為6分鐘，而在共享出行平台上則約為8分鐘。相關指標顯

示，聚合平台在訂單配對方面更為高效，並能縮短乘客的等待時間。同時，與聚合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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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合作有助共享出行平台降低運營成本、擴大市場份額並提高服務質量。通過共享出

行平台和聚合平台之間的資源共享和合作，共享出行行業有望在未來實現可持續增長。

加快發放網約車經營牌照及許可證

隨著監管機構加快發放網約車服務牌照及許可證，共享出行行業有望迎來增長。

由於共享出行服務的發展為居民創造了更多就業機會，於該行業孕育出靈活的就業模

式，從而增加了就業機會。近年來，政府機關已頒佈多項政策支持快速擴張的合規共

享出行服務，並多次建議簡化並優化網約車服務牌照及許可證的行政審批程序。因

此，為司機和車輛頒發的許可證數量顯著增加，網絡預約出租汽車駕駛員證從2020年

的2.9百萬增加至2023年的6.6百萬，而同期運輸證從1.1百萬增加到2.8百萬，複合年增

長率分別為31.5%及35.6%。於部分城市（尤其是一二線城市），地方部門已實施動態調

整機制來管理從事網約車服務的車輛數量，部分共享出行平台也因此通過收購擁有合

規車輛的本地公司，來增加其合規車輛的數量。儘管如此，牌照及許可證的發放整體

加速，強化了市場供給端，提高了共享出行平台的合規性、響應性和經營效率。尤其

是，提高共享出行平台的合規性不僅可以加強乘客的信任和滿意度，還可以使共享出

行平台更有效地管理風險並維護質量和安全標準。隨著越來越多的合規司機和車輛的

加入，共享出行平台有望提供更加穩定高效的服務，滿足不斷增長的需求並推動行業

增長。

需求端

從自持車輛到共享出行的模式轉變

與許多發達國家不同，在中國，共享出行是比自持車輛更具成本效益的選擇。對

於大部分的人口而言，自持車輛的成本遠高於共享出行的成本，這使共享出行成為首

選的交通方式。在中國許多城市，自持車輛的成本遠遠超出購買成本。尤其為改善交

通狀況及空氣質量，中國許多地方政府限制所擁有的車輛數量或限制僅可在一週中特

定日子駕駛。在中國部分一線城市，僅可通過抽籤或公開招標系統獲得車牌。許多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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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的停車位供應短缺，停車成本相當高。於2024年，在主流車輛使用共享出行的每公

里成本為人民幣2.7元，比自持車輛的每公里成本人民幣4.5元少近40%。因此，物有所

值的共享出行選擇可能代表著一種模式轉變，導致消費者放棄擁有私家車。

滲透到一、二線以外的下沉市場並觸達龐大的消費群體

共享出行市場因其覆蓋範圍擴大而加速增長，尤其是從一線城市擴展至二線及其

他城市，主要受該等城市完善的共享出行基礎設施所帶動。這一趨勢突顯了共享出行

服務在全國範圍內的吸引力，並使共享出行平台能夠觸達廣泛的消費群體，為市場注

入新的活力。中國的一、二線以外的城市人口眾多，且正經歷持續的經濟發展及城市

化，而交通選擇卻往往很有限。因此，一、二線以外的城市居民對便捷高效的出行選

擇的需求日益增長。共享出行服務以其適應性、易用性及可負擔性而著稱，正日益成

為該等城市的首選出行方式。近年來，大部分一、二線以外的城市的合規共享出行服

務以快於全國平均的速度增長。例如，自2020年至2023年期間，海口及威海發出的運

輸證數量分別以43%及56%的複合年增長率增加，高於同期全國平均數的35.6%。在此

背景下，一、二線以外的城市通過應用程序預訂乘車的趨勢正在興起，證明了一、二

線以外的城市外對個性化和按需出行解決方案的偏好日益增加。共享出行平台正在微

調其產品和定價模式，以適應一、二線以外的城市的消費習慣，並採用本地化營銷策

略來吸引更多客戶。

更佳的用戶體驗

近年，共享出行的普及率和使用率顯著提高。用戶可以享受共享出行帶來的便

利、避免出現駕駛壓力，且共享出行提供多條不同價位的服務路線以滿足就用戶的特

定需求。隨著市場上多個參與者的出現，用戶亦能夠以更具競爭力的價格享受服務。

隨著時間推移，該行業越來越重視提升用戶體驗及提供物有所值的服務。特別是，出

行服務提供商通過使用戶能夠在成本、舒適度和及時性等偏好方面進行優化，通過不

斷改善用戶體驗，吸引更多用戶選擇共享出行，從而推動行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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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網約車市場的競爭格局

競爭格局概覽

共享出行市場由網約車及順風車組成。網約車是最大的細分市場，具有顯著的

增長潛力，佔2024年共享出行總市場規模約90%。網約車服務提供商的競爭格局主要

由一名參與者主導，以2024年的GTV計，其市場份額為70.4%，餘下市場份額由若干

主要的參與者佔有。以2024年的GTV計，市場前五大參與者佔86.0%的市場份額。按

GTV計，本公司於過去三年均一直位列中國網約車平台前三名。

按十億GTV劃分的中國領先市場參與者排名，2024年

公司 GTV

按GTV計算的

市場份額

（人民幣十億元） (%)

公司A(1) 219.6 70.4

曹操出行 16.9 5.4

公司B(2) 16.7 5.3

公司C(3) 8.9 2.8

公司D(4) 6.6 2.1

五大參與者的總市場份額 86.0%

資料來源：弗若斯特沙利文

附註：

(1) 公司A於2012年成立，總部位於中國北京，為出行技術平台。公司A在亞洲、拉丁美洲及澳
洲提供網約車、網約計程車、順風車、司機服務、企業運輸服務、共享單車、共享電動滑
板車、車輛保養、派送及支付服務。公司A的美國存託股份在OTC Pink市場掛牌。

(2) 公司B於2019年成立，總部位於中國南京，為共享出行平台，主要在中國提供網約車服務。
公司B為私人公司。

(3) 公司C於2015年成立，總部位於中國北京，為提供出行服務的旅遊服務提供商，為中國主要
線上旅行社(OTA)、航空公司、飯店及其他企業客戶提供服務。公司C為私人公司。

(4) 公司D於2018年成立，總部位於中國上海，為在中國整合其母公司資源及技術的旅遊服務提
供商。公司D為私人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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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出行是高度屬地化的業務，體現在每個城市均為一個獨特市場，具有自身的

一系列挑戰和機遇。這種地方性來自消費者偏好、基礎設施和市場競爭的變化。此方

面強調了解和適應當地條件對於在共享出行行業運營取得成功的重要性。於2024年，

按GTV計，本公司為2024年中國一、二線城市的三大網約車平台之一。

按2024年GTV劃分的中國一、二線城市領先市場參與者排名

公司 一線城市GTV 二線城市GTV

（人民幣十億元）（人民幣十億元）

公司A(1) 48.3 81.2

曹操出行 6.0 9.8

公司B(2) 3.9 11.0

三大參與者的總市場份額 85.4% 88.3%

資料來源：弗若斯特沙利文

附註：

(1) 公司A於2012年成立，總部位於中國北京，為出行技術平台。公司A在亞洲、拉丁美洲及澳
洲提供網約車、網約計程車、順風車、司機服務、企業運輸服務、共享單車、共享電動滑
板車、車輛保養、派送及支付服務。公司A的美國存託股份在OTC Pink市場掛牌。

(2) 公司B於2019年成立，總部位於中國南京，為共享出行平台，主要在中國提供網約車服務。
公司B為私人公司。

資料來源

我們委託提供行業研究及市場策略，以及增長諮詢及企業培訓的獨立全球諮詢公

司弗若斯特沙利文對中國共享出行行業進行詳細研究及分析。我們已同意就編製弗若

斯特沙利文報告向弗若斯特沙利文支付人民幣600,000元的費用。我們從本節的弗若斯

特沙利文報告以及「概要」、「風險因素」、「業務」、「財務資料」及本文件其他章節摘錄

若干數據，以便向潛在[編纂]更全面地介紹我們業務經營所在的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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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編製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的過程中，弗若斯特沙利文進行一手及二手研究，並

獲取有關目標研究市場的知識、統計數據、資料及對行業趨勢的行業洞察。一手研究

涉及訪談領先的市場參與者、提供商、客戶及獲認可的第三方行業協會等業內人士。

二手研究則涉及審查公司報告、獨立研究報告及基於弗若斯特沙利文自身研究數據庫

的數據。雖然弗若斯特沙利文已獨立核實數據，但其審查結論的準確性在很大程度上

取決於所收集資料的準確性。弗若斯特沙利文的研究可能會被所用假設的準確性以及

對一手及二手資料來源的選擇影響。

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乃基於以下假設編製：(i)中國經濟獲政府利好政策及全球經

濟復甦及其他因素支持，將以穩定速率增長；及(ii)預測期內中國社會、經濟及穩定政

治環境將持續，這將確保中國共享出行市場的可持續及穩定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