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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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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名称： 工商管理哲学博士学位 

专业名称： 工商管理专业（中文体系） 

学年： 二〇一八年 

 

本研究在中国 O2O 移动出行行业迅猛发展的背景下，重点研究该领域制度

创业过程中制度逻辑的变迁，以及在该领域中，制度逻辑如何通过分类塑造个体

行为主体的认知，为行动者提供动机和身份的不同词汇表，从而影响制度创业的

进程。 

本研究基于制度逻辑的理论视角，采用语言学话语分析的分析框架，探究了

制度创业过程中，制度逻辑如何通过分类塑造个体行为主体的认知，影响人们对

新制度的认知合法性的理解，从而推进制度的变迁。作为判断组织和个人行为合

法性的重要依据，制度逻辑影响和改变行为主体对组织战略及身份的理解，而理

解和认同依托的是认知系统。认知系统有文化要素，还有符号系统。词语、图片、

信号、姿势这些都属于符号。个体关于世界内化的一系列符号系统构建了行为主

体的认知，并在与客体的不断互动中产生和塑造意义。 

本研究在总结既有研究的基础上，以中国O2O移动出行行业制度创业为例，

通过研究中国 O2O 移动出行行业的新词汇的分类词汇表，揭示行动主体认知的

范畴化过程，从而探讨新制度认知合法性的变迁与制度演进的过程。 

本研究采集了从中国O2O 移动出行行业兴起初期的 2013 年 3月 6 日至 2017

年 11 月 12 日来自中国 120 多家新闻媒体近 60 万字的新闻语料，采用语料库软

件 AntConc3.2.0 进行话语分析，对语料的核心范畴词汇词频、词汇索引定位、核

心范畴在新闻语料中的互文等进行了分析。 

本研究解释了新词汇产生的过程及变化的情况，体现了公共话语体系中认知

的变化，探索了移动出行行业背后的制度逻辑及观念制度的变迁情况。本研究还

进一步揭示了，中国 O2O 移动出行行业的多元制度逻辑实际上主导是从家庭到

共享，或者从本质上说是从家庭逻辑到市场逻辑和社区逻辑的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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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itle: From Family to Shar ing —A Case Study of China O2O 

Shared Mobility Industry Inst itut iona l Entrepreneur  

Author: Jing Ma  

Adviser:  Dr. Erming Xu 

Degree: Doctor of Philosophy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Major: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Chinese Program) 

Academic Year: 2018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 O2O shared mobility 

industry, this paper researches on the changes of institutional logics in the process of 

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 in this organizational field. The institutional logics 

perspective considers institutional logics as the important starting point and basis of 

judging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and behavior legitimacy. Institutional logics shape 

actors’ cognition through social classification and categorization or category 

conventions, and consequently influence the process of 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 

process.  

From the prospective of institutional logics, employing a linguistic analysis 

framework of discourse analysis, this research explored how institutional logics shape 

actors’ cognition through social classification and categorization, to influence people’s 

understanding of culture-cognitive legitimacy, and promote the institution changes. 

The institutional logics perspective considers institutional logics as the important 

starting point and basis of judging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and behavior legitimacy. 

Institutional logics could consistently influence the understanding and acceptance of 

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 and strategies of all the stakeholders internal and 

external.  

Cognitive system embodies in the culture elements and symbols systems. 

Cognition is the mediation of external stimulus and personal body reaction, and an 

internalization symbols system about the world and individual. Symbols, words, 

signal and posture, which shaped the meaning of the object and activity. Meaning is 



 

 
IV 

produced in interaction, and be understood in continuous interaction, so that to 

maintain and transformation. 

Based on previous study, this paper takes China O2O shared mobility industry as 

an example, to research on the new items of categorization, so that to uncover the 

process of social actors’ cognition process. Consequently to discuss the institutional 

logics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China O2O shared mobility industry.  

The paper collects the news discourse in China O2O shared mobility industry 

from more than 120 news agents with an amount of nearly 600,000 Chinese words 

dating from 6th March 2013 to 12th November 2017, to do a discourse analysis based 

on linguistic corpus software AntConc3.2.0. The linguistic analysis includes category 

words frequency and concordance index, concordance plot, as well as the meaning 

intertextuality of new categorization items.  

This paper explains the new categorization changing process and traces the 

cognition changes in public discourse system, which helps in understanding the 

cognition institution changes as well as the institution logics beneath. In conclusion, 

this paper makes clear that in China O2O shared mobility industry, the leading 

multiple logics are family to sharing, there is a shift from family to sharing. To be 

more specific, so called share logic is fundamentally the combination of market logic 

and community logic.  

 

Keywords:   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     Institutional Logics 

Family Logic    Sharing     Categor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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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引言 

1.1 选题背景 

1.1.1 中国 O2O 移动出行行业的高速度发展 

中国人口众多，综合交通存在的一系列的问题，供需矛盾突出。国家从宏观

战略上大力支持推进优化中国的交通运输体系。中国交通运输部于 2012 年 7 月

31 日发布的《交通运输行业智能交通发展战略（2012－2020 年）》正式提出了

中国智能交通发展的总体目标。目标指出，到 2020 年，中国应基本形成适应现

代交通运输业发展要求的智能交通体系。应当实现跨区域、大规模的智能交通集

成应用协同运行，为民众提供便利的出行服务以及高效的物流服务。力争在本世

纪中叶实现中国的交通运输现代化。2013 年 3 月 7 日，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研

究制定了《促进综合交通枢纽发展的指导意见》，该意见旨在解决该阶段中国综

合交通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助力社会和国民经济发展，进一步构建便捷、高效的

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便利广大民众的出行，从而提升国家竞争力。至此，中国的

智慧交通和车联网应用爆发式增长。 

在智慧交通上升为国家战略代表未来交通发展方向的大形势下，O2O 移动出

行成为发展活跃的一个重要领域。在该领域，网约车、顺风车、共享汽车、共享

单车、共享巴士等出行方式不断涌现，新的出行方式极大地便利了人们的生活，

但同时也以摧枯拉朽之势冲击着传统的交通行业。中国交通出行行业在各方力量

的推动力之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成为重要的经济增长领域。《中国分享经济

发展报告 2017》显示，新型的共享性质的交通出行领域市场交易额在 2016 年约

为 2038 亿元，与 2015 年比较增长了 104%。新型的共享性质的交通出行领域的

参与总人数在 2016 年达到了 3.3 亿人，比 2015 年增长了近 40%。而在 O2O 移

动出行细分行业中的网约车司机总人数在 2016 年约为 1800 万人，比 2015 年增

加了大约 350 万人。 

1.1.2 中国制度创业者高度重视 O2O 移动出行行业制度建设 

中国 O2O 移动出行行业产生了众多细分场域，如出租车移动打车、专车（快

车）、顺风车（拼车）、移动租车、分时租赁、共享单车等。中国 O2O 移动出

行产生初期至今，各地区陆续出台 O2O 移动出行方面的政策和意见，积极管理

和规范行业发展。早在 2014 年，国家交通运输部就对几大专车公司进行深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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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研究后，确定对网约车的发展进行鼓励，此后，又正式公布了《关于促进手

机软件召车等出租汽车电召服务有序发展的通知》提到支持手机召车软件的发展， 

2015 年 10 月，中国交通运输部对外公布了《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

行办法》（征求意见稿）。次年的 2016 年 7 月中国交通运输部又正式出台了《网

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明确承认了在中国网约车的合法性。

中国随即成为了在国际上首个对网约车颁布全国性法规的国家。随后，中国各地

方政府也陆续出台了相关的网约车实施细则。虽然部分地方的细则在一些具体要

求，如驾驶员户籍、运营方地方许可、车辆牌照排量与轴距等细节上要求过于苛

刻，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网约车的发展，但是这些苛则主要限于北京、上海等人口

户籍政策收紧的城市。总体而言，网约车在中国的大部分城市发展顺利，中国管

理者高度重视 O2O 移动出行行业制度建设，并大力支持新业态的发展。2017 年

5 月 22，中国交通运输部出台了《关于鼓励和规范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发展的指导

意见》（征求意见稿），2017 年 6 月 1 日，出台了《关于促进汽车租赁业健康

发展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再次规范了共享单车和共享汽车行业的发展。

和网约车不同的是，共享单车和共享汽车的最终办法在征求意见稿出台后不三个

月，就下达了正式意见。分别是：2017 年 8 月 3 日，中国交通运输部《关于鼓

励和规范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发展的指导意见》和 2017 年 8 月 8 日，中国交通运

输部《促进小微型客车租赁健康发展指导意见》。新规的不断出台体现了中国政

府层面的管理者对 O2O 移动出行行业制度建设的高度重视。 

就企业层面而言，大量的新兴企业不断涌现，企业是 O2O 移动出行行业应

用制度的实践者和开拓者。新的交通出行方式受益于全球定位系统、地理信息系

统技术及遥感技术（Location-Base-Services,简称 LBS) 的发展。更便利的服务备

受民众的欢迎，并被大范围高频率的使用。而民众的青睐进一步推进了技术的进

步和完善。新技术为移动出行创造了多种可能，如地图的实时定位可实现最佳道

路匹配，推荐和确定拼车路线等。而新的方式不断催生移动出行企业发布配套的

制度，来实现和完善相应的服务。下面以移动出行企业在信用保障体系建设方面

的探索为例进行说明。 

一、平台的信用评价系统。常见的平台信用评价系统，如初期的绑定手机号

码、进行身份证校验、绑定银行卡等。用户双方互相评价、相互打分，记录交易

过程中的信用情况，设立“黑名单”，对信用较好的用户给予一定优先权。这些方

式切实保障了用户的可信性和真实性，提升了用户体验。滴滴出行已在全国大部

分城市建立了服务信用体系，司机和用户均有自己的服务信用档案和服务分值，

平台会根据信用分优先派单给信用较高的司机，也会对信用较差的用户进行定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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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叫车的处罚。共享单车的相关平台同样有较为完善的信用分制度，以规范用

户行为。 

二、信用管理制度。平台企业通过与征信机构合作，提高自身对用户的信用

鉴别和管理能力。2015 年 1 月央行印发《关于做好个人征信业务准备工作的通

知》，8 家机构首批获准开展个人征信业务。共享出行行业平台企业拥有的海量

用户行为信息成为个人信用信息的重要来源，同时也能够得到相应的信用信息服

务。如芝麻信用已接入包括滴滴出行、小猪短租等分享型企业在内的 200 多家商

户。 

三、信用保险制度。平台企业也积极与保险公司合作，为交易双方可能出现

的意外情况提供相应的保险服务。例如滴滴出行与平安保险公司合作，推出“滴

滴平台司乘意外综合险”。该保险覆盖滴滴出行平台的专车、快车、顺风车、巴

士、试驾等业务的所有司机和乘客，保障范围不仅包括从乘客上车至到目的地下

车的全过程，还包括司机自接单到接到乘客这一时间段。 

总之，中国 O2O 移动出行行业的监管部门及企业均在各个方面进行着广泛

的制度创业。但是，作为一种新生事物，移动出行行业发展变化快，法律法规和

企业制度跟不上实践发展。此外，移动出行行业不仅跨地区，而且跨行业，与数

量庞大的行业性、地区性法规产生了广泛的冲突，相关的制度建设问题较多，难

度较大，亟待解决也备受重视。 

1.1.3 学术界的研究不足 

1.1.3.1 对制度理论的研究不足 

通过文献回顾，本研究发现，Thornton 等人提出，制度逻辑影响行为主体行

为存在四种机制。其中的一个机制是，社会分层和分类可以影响行为主体的认知，

特定的制度逻辑和制度安排可以产生特定的分类方式。(Patricia H. Thornton, 

William Ocasio, 2008: 99-129)。然而，Thornton 等人的理论仅仅停留在设想的阶

段，并没有进行具体的理论演绎和进一步的论证。本文将通过引入语言学范畴化

的有关理论，梳理中国移动共享出现行业的新的概念范畴和分类，并进行不同维

度的语言学分析，对制度逻辑通过分层和分类影响行为主体认知的具体模式进行

了详细地阐释，弥补现有理论的不足。 

1.1.3.2 对共享经济的研究不足 

共享经济是 O2O 移动出行行业高速发展的宏观背景。学术界关于共享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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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主要是从文化的视角、草根社会创新的视角、社会整合的视角、生活风格

运动的视角、社会区隔的视角以及治理模式的视角等一些社会学视角进行分析。

本文采用语言学范畴化的视角，研究中文中词汇范畴化以及背后的制度逻辑变迁，

对其他社会学视角进行补充。 

分享经济在中国面临一系列本土性问题。也很有必要结合中国的社会、制度

和文化情境，对中国的分享经济的研究。本文对这一方面进行了尝试。 

1.1.3.3 对中国 O2O 移动出行行业研究不足 

当前，中国关于 O2O 移动出行的研究还停留在探索阶段，主要集中在移动

出行行业行政法规和制度研究、移动出行市场的消费者购买意愿的影响机制，互

联网信任安全、共享单车的经营性质、案例研究 SWOT 分析、O2O 平台的竞争

策略、出行 O2O 的商业模式、发展战略、民事法律问题、用户行为等方面，其

中。从既有研究来看，中国 O2O 移动出行行为研究才刚刚起步，没有系统性的

理论研究，调查方法相对单一、多为对研究对象的解释性分析。 

1.2 研究意义 

1.2.1 理论意义 

相对于西方成熟市场经济国家，中国转型经济产生了较高的不确定的制度环

境，为企业提供了更加丰富和有望产生更大利益的制度创业机会。而在制度创业

已有研究中，对西方成熟市场经济研究的比较多,有关中国这样的转型经济的新

兴场域情境化研究较少。中国正处在经济转型期，正在进行巨大的制度变革。而

中国有着独特的文化背景，制度创业和制度逻辑的土壤有别于西方国家，研究这

一一个独特国情和文化背景下的制度创业状况有着重要的意义。西方社会的资本

主义已充分发展，市场完善，法制健全，产权明晰，创业环境较为自由，因而，

西方制度创业研究的前提假设明显不同于中国或其他经济转型中的发展中国家，

同时，西方先验假设背后的制度逻辑与中国当前的特殊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

下的制度逻辑也存在着显著的差异。目前西方主流的制度创业理论较少对中国制

度创业的过程阶段特征进行研究，而中国国内学者对此问题的研究也并不充分。

因此，本研究将以中国移动出行行业创业为例，研究在中国情境下，制度创业过

程和背后的制度逻辑，从而丰富中国制度创业的历史叙事，从理论和实践上，丰

富现有的研究，发展和完善现有的制度理论。 

本研究对制度三大要素的文化-认知要素构建进行了探索性的研究，以期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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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对文化-认知制度要素的研究不足，特别是中国语境下的文化-认知要素，具有

一定的理论意义。本研究拟采用语言学范畴化的视角，研究共享观念，研究中文

中词汇范畴化以及背后的制度逻辑变迁，拟对其他社会学演进视角进行补充。本

研究还探索了对制度逻辑研究的新方法。本研究将管理学理论和语言学理论结合

起来，丰富和发展了制度理论。通过梳理，本文发现，话语分析是一个分析制度

逻辑的有效的定性分析方法。因此，本研究拟采用话语分析的方法对制度逻辑进

行分析，深化对制度创业过程中制度逻辑的动态演进过程的理解。话语分析方法

为管理研究提供新的分析思路和分析技术，会提高对组织现象的解释力度，促进

新的管理理论的构建。用这种方法进行管理研究也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价值。 

1.2.2 应用价值 

移动出行行业方兴未艾，中国的移动出行行业迅速发展。中国大力发展“共

享经济”， 倡导利用社会的闲置资源，为更多有需要的人进行服务，使资源利用

效率最大化的同时创造更多价值。在中国，出行成为共享经济发展最为活跃的领

域之一。共享单车、共享汽车、顺风车、网约车、分时租赁、共享巴士以及传统

的经营性租车业务转型，这个行业正在经历着巨大的变革，发展的速度令人惊讶，

这与中国庞大的人口数量和特殊的国情密不可分。新的行业发展需要相关的研究，

对现有实践进行梳理，并对未来实践进行指导。本研究详细梳理了中国移动出行

行业的细分领域及其发展情况，具有很强的应用价值。  

此外，本文自行建立了中国移动出行行业新闻话语的小型语料库。内容涵盖

2013 年初至 2017 年末来自中国 120 多家新闻媒体近 60 万字的新闻语料，为未

来他人大规模的实证研究，提供语料和数据支撑，填补了中国学界在这一方面的

空缺。 

1.3 研究内容 

1.3.1 研究的主要问题 

通过梳理已有研究，借鉴前人研究成果，本研究将使用话语分析这一语言学

分析方法来分析以下问题： 

根据现有的研究，制度逻辑的变化会导致新分类的产生，或改变已有分类的

具体涵义。那么， 

第一，中国 O2O 移动出行行业制度创业高速发展，其背后的制度逻辑如何

变化？第二，中国普遍倡导的共享概念如何通过分类塑造个体行为主体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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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影响认知合法性，推进制度变迁？第三，在观念制度变迁的视域下，中国

O2O 移动出行行业场域变革的进程怎样？期望通过本研究，分析和解释以上问题。 

1.3.2 研究的主要内容 

在借鉴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研究拟以中国 O2O 移动出行行业制度创业为

例，通过研究中国 O2O 移动出行行业的新词汇的分类词汇表，揭示该行业中行

动主体认知的范畴化过程，从而探讨该行业中新制度认知合法性的变迁与制度演

进的过程。 

本研究采集了从中国O2O 移动出行行业兴起初期的 2013 年 3月 6 日至 2017

年 11 月 12 日来自中国 120 多家新闻媒体近 60 万字的新闻语料，采用语料库软

件 AntConc3.2.0 进行话语分析，对语料的核心范畴词汇词频、词汇索引定位、核

心范畴在新闻语料中的互文等进行了分析。 

本研究解释了新词汇产生的过程及变化的情况，体现了公共话语体系中认知

的变化，探索了移动出行行业背后的制度逻辑及观念制度的变迁情况。本研究还

进一步揭示了，中国O2O移动出行行业的多元制度逻辑实际上是从家庭到共享，

或者从本质上说是从家庭逻辑到市场逻辑和社区逻辑的演进。 

1.3.3 论文的章节安排 

第一章为引言。引言部分将对本文的选题背景，即中国 O2O 移动出行行业

的发展概况，中国制度创业者在 O2O 移动出行业制度创业情况等背景内容进行

简单介绍，然后说明本研究的理论意义、现实意义以及应用价值，最后对全文的

主要内容进行概述，同时阐述本研究的理论创新之处，研究方法创新和研究视角

创新等情况。 

第二章为文献综述。对制度创业、制度逻辑、组织场域、话语分析、分类范

畴化等方面的现有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述评，总结和选取本研究的研究视角。 

第三章为中国 O2O 移动出行行业制度创业现状。详细梳理了中国 O2O 移动

出行行业细分场域。出租车移动打车市场、专车（快车）、顺风车（拼车）、移

动租车市场、分时租赁、共享单车等几个方面进行了概括。 

第四部分为研究设计和研究方法。本研究采集了从中国 O2O 移动出行行业

兴起初期的 2013 年 3 月 6 日至 2017 年 11 月 12 日来自中国 120 多家新闻媒体近

60 万字的新闻语料，采用语料库软件 AntConc3.2.0 进行话语分析，梳理出了该

行业新兴词汇的代表词汇表，并得出的核心范畴词汇的词频、词汇索引定位、以

及其在新闻语料中的互文情况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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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为研究结果和讨论。梳理了本文研究的主要结论，讨论了研究的不

足之处，以及对后续研究的建议。 

1.4 创新之处 

1.4.1 理论创新 

相对于西方成熟市场经济国家，中国转型经济产生了较高的不确定的制度环

境，为企业提供了更加丰富和有望产生更大利益的制度创业机会。而在制度创业

已有研究中，对西方成熟市场经济研究的比较多,有关中国这样的转型经济的新

兴场域情境化研究较少。中国正处在经济转型期，正在进行巨大的制度变革。而

中国有着独特的文化背景，制度创业和制度逻辑的土壤有别于西方国家，研究这

一一个独特国情和文化背景下的制度创业状况有着重要的意义。西方社会的资本

主义已充分发展，市场完善，法制健全，产权明晰，创业环境较为自由，因而，

西方制度创业研究的前提假设明显不同于中国或其他经济转型中的发展中国家，

同时，西方先验假设背后的制度逻辑与中国当前的特殊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

下的制度逻辑也存在着显著的差异。目前西方主流的制度创业理论较少对中国制

度创业的过程阶段特征进行研究，而中国国内学者对此问题的研究也并不充分。

因此，本研究将以中国移动出行行业创业为例，研究在中国情境下，制度创业过

程和背后的制度逻辑，从而丰富中国制度创业的历史叙事，从理论和实践上，丰

富现有的研究，发展和完善现有的制度理论。 

通过文献回顾，本研究发现在制度创业过程中，制度创业者的一个中心任务

是构建认知和结构安排的制度要素。Scott（1995）表明组织场域中制度的三大要

素是规制性、规范性和文化-认知性。现有的研究较多通过定量的方法对制度的

规制性和规范性要素进行了充分的研究，而对制度的文化-认知要素构建研究不

足，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本研究试图通过研究多元制度逻辑，来填补制度理论对

文化-认知要素研究不足的空白。 

本研究还探索了对制度逻辑研究的新方法。本研究将管理学理论和语言学理

论结合起来，丰富和发展了制度理论。通过梳理，本文发现，话语分析是一个分

析制度逻辑的有效的定性分析方法。因此，本研究拟采用话语分析的方法对制度

逻辑进行分析，深化对制度创业过程中制度逻辑的动态演进过程的理解，进一步

完善和发展了话语与制度化理论。话语分析方法为管理研究提供新的分析思路和

分析技术，会提高对组织现象的解释力度，促进新的管理理论的构建。用这种方

法进行管理研究也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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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研究视角创新 

表 1.1 关于共享经济的若干社会学研究视角 

 

鉴于制度逻辑的特点，定量的测量方法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本研究拟采用语

言学的分析方法，有相关的理论支撑，更具有技术手段的创新性；话语分析方法

为管理研究提供新的分析思路和分析技术，会提高对组织现象的解释力度，促进

新的管理理论的构建。用这种方法进行管理研究也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共享经济是 O2O 移动出行行业高速发展的宏观背景。学术界关于共享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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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主要是从社会学的一些视角，如文化，草根社会创新，社会区隔的，生活

风格运动，社会整合以及治理模式等相关视角展开。文化的视角从分享经济行为

参与者的文化动机入手进行分析，如反消费主义价值、环境保护的价值和共享性

价值。草根社会创新视角研究边缘草根群体，这些群体通常处于市场以外，或主

流经济以外，这些草根群体往往通过提出激进的转型路径从而促使了分享经济的

异军突起。生活风格运动视角则从个体日常私人生活的角度来看待社会变迁，尝

试把社会风格和宏观的群体社会运动结合起来。而个人日常风格的改变会引起价

值性公共目标的改变，从而促进了分享经济的发展。社会整合视角则从社会团结

的层面，探讨分享经济会带来的社会整合效果。基于布迪厄的观点，社会区隔视

角关注分享经济里社会区隔的后果。此外，治理模式的视角分析不同的治理模式，

通过针对不同的社会群体和不同的社会组织特征。 

分享经济在中国有着独特的发展路径，有必要结合中国的社会、制度和文化

情境，对中国的分享经济的研究。本文采用语言学范畴化的视角，研究中文中词

汇范畴化以及背后的制度逻辑变迁，具有研究视角上的创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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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献综述 

2.1 制度创业研究综述 

制度创业这一概念的提出，主要用来帮助解释“制度从何而来”这一问题。而

制度创业指对某一制度安排有偏好的行动主体，由于认识到所偏好的制度形式对

自身具有潜在利益，因而通过调配资源，推广新制度形式获广泛认同所需要的规

则、行为模式、信念与价值观，来创造新制度或改变现有制度所进行的活动。(Steve 

Maguire et al., 2004: 657-679)。制度创业理论是新制度学派中的重要理论，最早

由 DiMaggio（1988）在《Interest and Agency in Institutional Theory》中首次提出。

此概念提出后，对制度创业的研究在国内外迅速发展起来。 

关于制度创业研究，主要关注制度创业的动因，制度创业的主体，制度创业

的过程和制度创业的效果。 

2.1.1 制度创业的动因 

目前，有关学者们主要从场域内部和场域外部两个角度来探究制度创业产生

的动因。而组织场域被分为新兴场域和成熟场域。(Neil Fligstein, 1997: 397-415)。

部分学者（Fligstein, Mara-Drita,1996； Hargadon, Douglas,2001； Wijen, Ansari, 

2007；Wang， Swanson，2007）认为，制度创业的动因来自于场域外环境，如

经济与政治危机，环境危机，信息与技术创新等。另外一些学者(Rao , 1994 ; 

Déjean，Gond 和 Leca , 2004) 则从环境压力的作用于制度创业者的主观能动性

两者结合，探讨场域内部的制度创业动因。 

Seo 和 Creed 于 2002 年完成的研究认为，场域内部的制度矛盾对行动主体

的意识及行动都具有塑造作用，比如制度和环境需相互适应所产生的矛盾，制度

的合法性和制度的效率之间的矛盾等。这些矛盾能够调行动主体的能动性, 增强

行动者的变革意识，从而促使行动主体主动克服制度规则和制度逻辑的约束，进

而进行变革制度的活动(Myeong-Gu Seo, W. E. Douglas Creed, 2002, 222-247)。除

此之外，学者们还探讨了哪种场域更有可能发生制度创业的问题 (Neil Fligstein, 

1997: 397-415)。 Maguire 、Hardy 和 Lawrence 认为，新兴场域更容易产生制度

创业，因为，新兴场域的结构化程度低，对创业的限制相对较少，创业的收益却

很高，因而创业的空间更为广阔。(Steve Maguire et al., 2004: 657-679)。然而, 

Beckert 却认为，成熟场域更容易产生制度创业，因为程度场域的制度化程度比

较高，场域内部存在的利益分歧也比较大，制度创业者更容易预见制度创业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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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也更容易预见与制度创业相关的利益方将会产生什么样

的反应。(Jens Beckert, 1999: 777-799)。 Dorado 颠覆了这两种截然相左的观点，

倾向于认为，当制度化程度在中等水平时，组织场域会有更多透明的机会，因而

这种情况下，才更有可能发生制度创业。(Silvia Dorado, 2005: 385-414)。 

2.1.2 制度创业的过程 

国际上关于制度创业过程的研究已经有相当的数量。制度创业的过程被认为

是制度创业行动主体争取新制度合法性的过程机制，也就是，制度创业者如何实

现自身的创业主张，构建新的制度逻辑。当然，这一过程需要一些列的策略去影

响众多的利益相关者，才能达成制度创业的结果。(Julie Battilana et al., 2009: 

65-107)。根据已有的研究，制度创业的过程在成熟场域分为沉淀不稳、去制度化、

前制度化、理论化、扩散化、加强制度化一共六个阶段 (Royston Greenwood Roy 

Suddaby Hinings, 2002: 58-80)。然而，制度创业的过程在新兴场域被分为理论化、

扩散化、制度化一共三个阶段(Steve Maguire et al., 2004: 657-679)。基于不同视角

的研究者对制度创业机制的认识不尽相同, 成熟场域制度创业过程研究呈现多

元化态势,各种不同的模型被提出，比如 Greenwood 等人在 2006 年提出的中心场

域位置模型， 以及 Misangyi 等人在 2008 年提出的边缘场域位置模型。 

Greenwood 等人提出的中心场域位置模型认为有利的场域位置和明显的制

度矛盾这两个因素驱动着制度创业的发生。首先，处在不同的场域位置意味着制

度创业者所遭遇的矛盾程度不同，处在成熟场域中心，边界桥梁处或边界错位处

的精英组织更容易进行制度创业，因为他们将为容易发现现有制度的不平衡之处，

更容易发现切实可行的新制度方式。其次，现行的制度矛盾往往意味着现有资源

的分配不均以及现行利益的普遍失衡，这些矛盾会促使新的或者替代的制度逻辑

在场域成员中公布和扩散。而处于有利场域位置和善于发现制度弊端的精英组织

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利动员集体，最终促成制度的变迁。Greenwood 等人整合的是

一个成熟精英制度创业的过程，他们选取了加拿大的五所会计师事务所，探讨了

这些事务所如何将新的混合精英模式引入到之前已经十分成熟的会计师事务所

组织结构中(Royston Greenwood, Roy Suddaby, 2006: 27-48)。 

Misangyi等人提出了边缘场域位置模型，该模型则认为处于场域边缘位置的

制度创业者更容易进行制度创业。制度变迁中，制度创业者需要消除先前制度逻

辑的影响，而处于场域边缘的制度创业者由于处于较低的地位，不能从当前制度

中收益，往往不满于现行制度，是现行逻辑的挑战者，所以制度变迁往往是场域

边缘的制度创业者、资源和制度逻辑三者之间互动的结果。此外，Misangyi 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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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制度创业者的主要制度创业行动分为四种，分别为创造新的制度逻辑、探寻

制度创业所需要的资源、充分了解现行制度逻辑的状况及其其对应的支撑资源、

界定新的制度逻辑边界。此外，创造新的集体身份也是制度变革的一个重要途径。

通过为行动主体创造新身份，可以改变制度逻辑。行动主体通过诊断、预知、激

励可以创造新的集体身份，并使制度创业变革合法化(Vilmos F. Misangyi et al., 

2008: 750-770)。新兴场域制度创业过程研究的一部经典之作是 Maguire 等人关于

加拿大促进艾滋病治理组织的案例研究。该研究认为，在新兴场域进行制度创业，

必须与处于场域中心位置的利益相关者建立友好关系，从而获得更为广泛的合法

性， 同时通过说服及政治策略来对新的实践活动进行必要的理论化，把新的实

践活动与利益相关者的惯例、行为和价值观联系起来，进而巩固新制度。也就是

说，制度创业仍需与拥有处于场域中心位置的实际权力拥有者结盟，从而使制度

创业者获得主体地位。新制度确立最终是制度创业者与利益相关者博弈后深度合

作的结果(Steve Maguire et al., 2004: 657-679)。此外，此前的研究还涉及到制度创

业的策略，包括文化策略、社会网络策略、理论化策略、话语策略等。这些策略

在制度创业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并最终帮助制度创业者完成相应的制度

创业过程。 

2.1.3 制度创业的效果 

制度创业的效果探讨制度创业最终带来了什么样，即制度创业的外部效应。

制度创业使组织或社会收益，则为正外部性。制度创业使组织或社会受损，则为

负外部性。特别是对于非营利组织而言，他们开展制度创业活动并不以盈利为目

的，而是为了社会的总福利。例如，Wijen 等人(2007)研究了京都议定书这一制

度创业的效果，发现该制度明显减少了温室气体的排放，缓解了环境问题，改善

了人类社会的总福利，具有将为显著的正外部性(Frank Wijen, Shahzad Ansari, 

2007: 1079-1100)。Hiatt 等人(2009) 考察了美国的禁酒运动，该运动由美国的非

营利组织 WCTU 发起，主要告诫人们不要酗酒，并推动关于禁酒的法案获得立

法。然而，与此同时，该项禁酒运动无意中推动了百事可乐等无酒精饮料企业的

发展。因此，该项制度创业具有双重外部性的特征。而企业等营利组织进行制度

创业的目的是营利，而为了营利而从事的制度创业活动最终可能导致相应行业的

转型升级，因而，可能会带来潜在的外部经济 (Shon R. Hiatt et al., 2009: 635-667)。 

为推广电力照明系统而进行的制度创业，最初也是企业以营利为目的的行为，但

是该行为大力推动了照明行业的发展，促成了其技术升级的完成 (Andrew B. 

Hargadon, Yellowlees Douglas, 2001: 476-501)。制度创业也存在负的外部性，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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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基斯坦限制使用童工的制度，造成了巴基斯坦众多家庭收入大幅减少、女性压

力增大，作为该项的制度利益相关者的普通劳动者的利益并没有的到切实保障，

由于很多因素没有被考虑进去，制度创业的效果违背了制度创业的初衷 (Farzad 

R. Khan et al., 2007: 1055-1077)。 

2.2 制度逻辑研究综述 

逻辑是社会共享并深深印在人们脑海中的假设和价值观。逻辑会形成固定的

认知框架，也是衡量行为主体合法性的标准。制度逻辑是指社会层面的文化、信

仰和规则。制度逻辑能够塑造行为主体的认知及行为 (Mary B. Dunn, Candace 

Jones, 2010: 114-149)。 

制度逻辑研究的兴起基于传统新制度理论的局限性。制度同构导致组织行为

趋同化是传统新制度理论的一个重要基石。20 世纪 70 年代，Meyer、Rowan 和

Zucker （1977）提出一种制度分析方法，这种方法强调文化规则和认知结构在

制度分析中的重要作用，认为现代化可以合理化组织场域内很多理所应当的规则，

从而导致同质化倾向。也就是说，组织必须遵从外部环境关于合法性的要求，调

整自身的行为模式，从而适应组织场域的主导制度要求。Dimaggio 和Powell(1983)

发展了 Meyer 等人关于同质化倾向的理论，并将其由社会层面拓展至组织领域。

他们提出强制性同构、模仿性同构和规范性同构三种不同的制度同构机制。然而，

此时新制度理论中制度逻辑被默认为单一的，单一主导的制度逻辑塑造着组织行

为，制度架构被默认为是稳定的，组织行为也趋于同构化，因而，组织异质化的

问题无法被合理解释。制度逻辑理论在新制度理论的基础上，对组织趋同现象进

行了更为深入的解释。制度逻辑塑造或决定了组织环境中的运行规则，以及人们

看待事物的一系列假设(Mary B. Dunn, Candace Jones, 2010: 114-149)。 

2.2.1 制度逻辑观的提出 

在这样的背景下，制度逻辑的相关研究应运而生。制度逻辑这一概念最早是

指资本主义、国家官僚政治和民主政治之间的矛盾实践和信仰，是现代西方社会

制度所固有的。1985 年，Alford 和 Friedland 将这一概念引入社会学研究。1991

年，又被引入组织行为研究。Alford 和 Friedland 进一步发展了在广阔社会背景

下个人、组织和社会的相互关系的理念，把制度看成是根植于物质实践和符号系

统的超组织层面的模型，个人和组织生产和再生产他们的物质生活，并使他们的

经验变得有意义。不同于个人主义、理想选择理论和宏观结构视角，制度逻辑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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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存在一个核心逻辑来主导组织原则，为社会行动者提供动机和自我认知的词

汇表。后来，Haveman 和 Rao、（1997）， Thornton 和 Ocasio（1999）等学者

引入制度逻辑、制度多元性等概念来重新界定了制度的意义和内涵。Thornton 等

人于 1999 年研究了美国高等教育出版业的制度变迁。在该行业的制度变迁中，

主导的制度逻辑由编辑逻辑转向市场逻辑。在该文中制度逻辑被界定为社会构建

的，关于物质实践、假定、价值、信仰和规制的历史模式，基于该种模式个人产

生或再生产物质生活资料，组织时间和空间，并为社会实在提供意义(Patricia H. 

Thornton, William Ocasio, 1999: 801-844)。根据这一定义，制度逻辑整合了结构、

规范和符号三种制度的必要维度。2000 年 Scott 等人发表了《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Healthcare Organizations: From Professional Dominance to Managed Care》一书，

该书研究了医疗组织内专业逻辑到市场逻辑对医疗保健系统的影响。根据

Thornton 等人（2008）的观点，以上这些研究标志着制度逻辑作为一种新的研究

思路正式被引入制度分析领域。Greenword 等人在 2008 年编写了一部专门论述

组织制度化的著作。在这部论述中，Thornton 和 Ocasio 阐明了制度逻辑理论与

新制度理论之间的区别，说明制度逻辑理论是一种元理论。他们认为制度逻辑思

想一方面秉承了Meyer和 Rowan关于文化规则和认知结构塑造组织结构的思想，

但另一方面又与他们的思想有很大的区别。制度逻辑理论不再关注世界体系、社

会和组织层面的同构问题，而是关注差异化的制度逻辑在广阔的社会背景，如市

场、行业、组织人群中如何对个人和组织行为产生影响。在制度逻辑塑造理性行

为的同时，个人和组织行动者也在塑造和改变制度逻辑。Meyer 等人（1997）强

调社会同构的宏观层面，而 Zucker（1997）和 Dimaggio 等人（1997）则强调组

织场域同构的微观层面，制度逻辑理论为两者之间搭建了桥梁，在更为广阔的环

境视角探讨制度问题 (Patricia H. Thornton, William Ocasio, 2008: 99-129)。2012

年，Thornton 等人共同完成了第一部论述制度逻辑的专著名为《The Institutional 

Logics Perspective: A New Approach to Culture, Structure, and Process》, 并在该书

中全面综述和评介了制度逻辑观，介绍了制度逻辑有关的研究成果。2013 年度

国际管理学年会上，改书获得了乔治 R. 特里著作奖，至此，制度逻辑理论得到

了国际管理学界的广泛认同。 

2.2.2 制度逻辑理论的五个基本原理和假设 

制度逻辑理论的五个基本原理和假设由 Thornton 等人在 2008 年提出，这五

个基本原理和假设分别是嵌入式能动、交互制度系统、物质与文化双重基础、制

度多层次性和历史权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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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嵌入式能动。制度逻辑理论认为，个体和组织的兴趣、认同、价值观

和设想通常被嵌入在主导的制度逻辑之中，决定和结果的达成是个人代理和组织

结构相互作用的结果。个人和组织行动者会寻求权利、身份、经济优势，而他们

的利益、能动手段和结果均受到主导制度逻辑的使能和约束，这一假设被称之为

嵌入式能动，它有别于强调个人利益的制度理性选择视角以及结构塑造行动的宏

观结构视角。制度逻辑理论试图解释新制度理论“嵌入式能动”的悖论，主体不光

被制度中的认知框架和规制规范所约束，嵌入在制度中，而且也能打破制度的限

制从而开展新的实践活动。因为制度是社会构建的，这种社会构建自然受到行动

主体能动性的影响，个体与组织不仅是嵌入在制度中，也与制度之间存在能动关

系 (Patricia H. Thornton, William Ocasio, 2008: 99-129)。 

第二、社会是交互制度系统。要在广阔的背景下定位行为，需要理论化一个

涵盖广泛社会部门的交互制度系统，在这个系统里，存在着一系列关于社会关系

和人类组织行为的不同期待。Friedland 和 Alford（1991）认为西方社会的制度

秩序有五种，分别是基督教、官僚政治、资本主义市场、民主和核心家庭。而这

五种制度秩序分别有着自己的制度逻辑。Scott 等在 2000 年，研究了医疗领域的

制度逻辑，包括市场逻辑、民主国家逻辑和专业逻辑。Thornton 在 2004 年，通

过一系列的实证研究将这五大类重新分类我 6 大类，即市场、企业、专业、政府、

家庭和宗教。认为社会是交互制度系统，可以更好的解释为何存在行为的异质性

和能动性问题。制度逻辑之间存在矛盾冲突，行动者选择不同的制度逻辑，于是

在社会内部，组织行为产生异质性。不同的制度逻辑多重影响行为主体，带来矛

盾冲突，并产生互动与交互的制度体系。不同的制度秩序、组织原则和行为逻辑

并没有先验的优劣之分，不同的制度逻辑都应该被重视。先前习以为常的关于组

织研究的构念并不都是中性的，而是交互系统中相互塑造的。此外，世界体系方

法论并不仅仅来自于理性主义，而是有多种来源 (Patricia H. Thornton, William 

Ocasio, 2008: 99-129)。 

第三、物质与文化要素。制度逻辑理论认为，制度秩序有文化和物质两种要

素（Friedland 和 Alford，1991）。物质和文化两个要素相互影响和共同作用，

制度变迁是这两者共同作用的结果。比如，市场秩序，除了具有物质特征，还有

文化特征，并受社会关系网络和社会结构的影响 (Patricia H. Thornton, William 

Ocasio, 2008: 99-129)。要想实现制度化，必须达成集体意义。任何物质实践必须

通过象征的方式来表达意义和进行传播。包括制定异质性和理论化均需借助象征

手段的意义表达（Thornton 等，2012）。只强调技术资源、组织竞争、市场机制

等物质要素，而忽略社会因素的作用，是无法解释很多个体行为与组织结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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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Friedland 和 Alford，1991）。制度逻辑观整合了文化认知等象征领域的问

题和物质性的问题，探讨了文化如何塑造行为主体的行为。不同的制度逻辑相互

冲突，彼此兼容，而这种状态影响着行动者的行为（Thornton 等，2012）。 

第四、多层次性。行动主体嵌入在社会、组织、场域等多个层次之中，制度

在这种多元层次里运行制度逻辑理论关注制度化发生的不同层次，如制度场域与

社会层次、组织与制度场域层次、个体与组织层次、个体与个体层次等，探讨在

不同的层次中的不同影响，或者跨层次交错的影响。（Thornton 和 Ocasio, 2008；

Thornton 等，2012）。 

第五、历史权变性。制度具有历史权变性。一段时期内对组织和个人影响较

大的制度逻辑，在下一个历史时期可能退居次要位置，变成影响较弱的制度逻辑。

例如，在西方社会中，早期家庭逻辑和宗教逻辑对制度的影响较为深远，随后，

市场逻辑更受行动者关注。（Thornton 和 Ocasio, 2008；Thornton 等，2012）。

再比如，Dunn 和 Jones 做了一项对美国医疗教育行业的研究显示，在整个组织场

域的发展历程中，重视医疗的逻辑与医疗科学逻辑相互重叠、冲突和替代，人类

受科学逻辑和保健逻辑的影响在不同阶段情况不尽相同，早期人们认为有病才需

要治疗，秉承科学逻辑，后来，人们越来越重视保健预防，认为这种观念更可取。

这构成了在该组织场域中制度逻辑的复杂演进过程。总之，历史权变性帮助研究

者更准确地解释在不同时期，行动主体行为差异的深层原因 (Mary B. Dunn, 

Candace Jones, 2010: 114-149)。 

2.2.3 制度逻辑影响组织和个体行为的四种机制 

Thornton 等人认为，制度逻辑影响组织和个体行为存在着四种机制，这四种

机制能够帮助解释组织和社会差异性问题。(Patricia H. Thornton, William Ocasio, 

2008: 99-129)。 

一、集体身份认同。制度逻辑可以塑造组织和个体的群体特征。行动主体共

同认同某一群体身份、组织身份、种族身份时，这种集体身份便会对组织或个体

产生影响（Thornton 和 Ocasio, 2008；Lock，2010）。Souitaris 等人对风险投资

行业进行的研究显示，风投企业实际遵守着不同的制度逻辑，而它们是更认同职

业经理人身份还是投资伙伴身份，会影响企业采纳不同的组织结构，即机械式组

织结构还是有机式组织结构 (Vangelis Souitaris et al., 2012: 477-505)。 

二、社会分层和分类。不同的分层和分类会影响行为主体的认知。特定的制

度逻辑和制度安排产生特定分分类方式，而一旦制度逻辑发生变化，又会产生新

的认知和新的分类，或者改变了原有分类的内涵意义 (Patricia H. Thorn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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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iam Ocasio, 2008: 99-129)。例如，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时，原来关

于人事部门的分类产生了新的变化，人事部门的功能也随之改变，产生了市场部

门、人力资源管理部门等。 

三、组织决策者的注意力配置。制度逻辑通过改变组织决策者的注意力分配

来影响组织和个体行为。制度逻辑提供一系列的价值标准，如哪些议题更具有合

法性，更具有关联性，更为重要，这些价值标准和价值判断会改变决策者的注意

力，从而改变组织和个体的行为。同时，制度逻辑还通过改变决策者的兴趣和认

同，来影响决策者的行为动机 (Patricia H. Thornton, William Ocasio, 2008: 99-129)。 

四、权力与身份的争取。不同的制度逻辑塑造了行为主体关于自身权利和身

份的不同认知。行动者的不同认知会影响他们对于自身权利的争取，继而进一步

强化影响他们的主导逻辑 (Patricia H. Thornton, William Ocasio, 2008: 99-129)。   

2.2.4 多元制度逻辑下的制度创业研究综述 

制度逻辑理论为制度创业研究提供了新视角。通过文献梳理发现，目前的制

度逻辑研究重点集中在组织合法性和制度创业领域。而早期的制度理论、制度变

迁与制度化研究为后来的制度逻辑研究提供了前提和基础。 

早期，Oliver（1992）在 The Antecedents of Deinstitutionalization 中整合了一

系列因素阐明了组织去结构化的前提，这一系列因素影响组织行为的环境，组织

行为很容易被耗散、排斥和更换，而并非传统制度理论认为的文化具有持久性影

响（Christine Oliver, 1991: 145-179)。Fligstein 认为制度创业者的一项重要社会技

能是促进合作，在不同的组织场域中，制度创业者促进其他行动者合作的作用不

尽相同，行动者在制度理论中有着重要的作用 (Neil Fligstein, 1997: 397-415)。Seo

等人认为制度矛盾和人类实践这两种因素相互作用、动态互动产生了制度变迁，

而整个人类社会处于一个矛盾的制度之中，这种矛盾制度是多层次的、互不相容

的，但又是整体的 (Myeong-Gu Seo, W. E. Douglas Creed, 2002, 222-247)。

Greenwood 等人（2002）从合法性变革的视角探讨了制度变迁的过程，并通过在

行业协会的角色变化来进行了说明 (Royston Greenwood Roy Suddaby Hinings, 

2002: 58-80)。Maguire 等人对加拿大促进艾滋病治理组织进行了案例研究，提出

了制度创业的三大关键活动，研究了在新兴场域进行制度创业，为随后的制度创

业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 (Steve Maguire et al., 2004: 657-679)。Glynn 等人则探讨

了制度逻辑如何影响绩效评判过程以及如何影响绩效评价话语，案例选取是亚特

兰大交响乐团的绩效评估 (Mary Ann Glynn, Michael Lounsbury, 2005: 1031-1055)。

Battilana 等人认为，制度创业过程是制度创业者借助一系列策略来实现自身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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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并构建新的制度逻辑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新的制度被创造出来，或者现

有制度转化为另一种制度，而在这一过程中率先打破旧制度束缚和推行新制度的

行动者便是制度创业 (Julie Battilana et al., 2009: 65-107)。Battilana 等人的观点重

点突出了被传统新制度理论忽略的变革。研究制度创业的学者对传统新制度理论

的一项质疑便是关于组织场域中组织行为趋同的问题，他们认为，如果组织行为

趋同，率先打破既有制度束缚的个人和组织又缘何产生呢？ 

部分学者认为，最有可能成为制度创业者的是同时接触多种制度逻辑并认同

多种制度逻辑的个人或组织。Leblebici等人研究了美国传媒业的案例，发现在美

国传媒业中电视台、发行商等行为主体遵循着不同的制度逻辑，而美国传媒业的

制度随着不同的行为主体在行业中的地位和市场势力而发生变化，最后导致那些

能够接触和认同非主导逻辑的行为主体进行了制度创业。(Huseyin Leblebici et al., 

1991: 333-363)。Seo 和 Creed（2002）也认为行动主体能够接触到其他制度形式，

这些制度形式与主导制度不尽相同，行动主体才更有可能成为制度创业者，这是

发生制度创业的重要原因 (Myeong-Gu Seo, W. E. Douglas Creed, 2002，222-247)。

Greenwood 和 Suddaby 在发展 Seo 和 Greed 的观点的基础上，研究了美国会计师

事务所的案例，发现位于权力中心的行动者由于可以接触到管理咨询、法律等会

计行业之外的制度，他们更能成为制度创业者，并最终将多事业部这一制度形式

引入到了会计师事务所行业 (Royston Greenwood, Roy Suddaby, 2006: 27-48)。

Battilanna 等人认为，多元的制度逻辑是制度创业者出现的重要原因，制度逻辑

越多元、制度逻辑冲突越激烈，制度创业者越容易产生(Julie Battilana et al., 2009: 

65-107)。Lepoutre 和 Valente 研究了荷兰的花卉种植业，也指出荷兰花卉企业的

高管之所以成为花卉种植业的制度创业者，也是由于他们可以接触到其他行业的

制度 (Jan M. W. N. Lepoutre, Michael Valente, 2012: 285-313)。Misangyi等人研究

了反腐败的案例，并提出了一个制度变革的三要素框架，这三要素分别为资源、

制度创业者和制度逻辑。制度创业者是立志消除腐败的行动者，他们不仅持有反

对腐败的制度逻辑，还拥有开发和利用必要资源的能力(Vilmos F. Misangyi et al., 

2008: 750-770)。Misangyi 等人认为制度变迁是制度逻辑、资源及处于场域边缘位

置的行动主体之间互动的结果。制度创业者的首要任务就是彻底消除现行制度逻

辑的影响。他们还阐述的制度创业者的四种主要制度创业行动: 一、创造新的制

度逻辑并用新的制度逻辑来指导具体的实践活动;二、探寻并尽量获取制度创业

所必需的资源; 三、了解现行制度逻辑和现行制度逻辑的支撑资源; 四、界定新

制度逻辑的边界 , 并谋求象征性要素与实质性要素之间的匹配 (Vilmos F. 

Misangyi et al., 2008: 750-770)。因此，制度逻辑理论为解释制度创业的动因奠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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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基础，研究制度创业中的制度逻辑，对我们理解制度创业过程具有重要的意义。 

Thornton 等人基于 Friedland and Alford 在 1991 年提出的制度理论，将多重

制度逻辑分为宗教逻辑、国家逻辑、家庭逻辑、市场逻辑、社区逻辑、专业逻辑

和公司逻辑。（Thornton，2012）。Friedland and Alford （1991）提出制度本身

也有内部秩序，它们由它们如何定义制度秩序、基督教、核心家庭、官僚国家、

资本主义市场和民主作为内部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市场的制度秩序主要关

注人类活动的积累、编纂和定价。宗教制度秩序主要关注世界的起源，以及将所

有的问题转化为在信仰基础上的绝对道德准则。家庭的制度秩序主要关注将社会

关系转化为面向家庭成员繁衍的互惠和无条件的义务。信仰通过仪式不断加强。

国家的制度是将多样化的问题转化为多数人投票的共识。基于此，Thornton 等人

（2012）提出了修订的制度内系统理想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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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修订的制度内系统理想模型 

 

在修正后的系统中，Thornton 添加了社区逻辑，并分析了社区逻辑的核心隐

喻、合法性来源、权利来源、身份来源、规范的基础、关注的基础、战略的基础、

非正式的控制机制和经济系统共九个类别。 

不同制度逻辑主导下，对制度的认知合法性产生不同的影响效应。 

比如，受国家逻辑的影响，组织重点考虑创新行为是否符合法律法规，是否

符合管理机构指定的行业规范，在组织创新实践中，符合国家逻辑的行为，更容

易被认可，更容易获取创新合法性。 



 

 
21 

市场逻辑认为，基于成本和收益的理性是商业组织的重要价值观，企业在进

行制度创业的时候，主要看中利润并追求利润最大化。制度创业者在利益的驱使

下，可能冒着巨大的制度压力进行颠覆性的创新。此外，市场逻辑下，企业会为

了获取竞争优势而进行创新，即所谓的竞争者导向。竞争者导向能够促进合法化。 

专业逻辑推崇专业领域知识，专业逻辑重视管理者的专业水平和知识技能。

受专业逻辑的影响，组织热衷于参加各种专业交流活动，信任专业协会。因此，

具有丰富专业知识的技术人员或管理者发挥重要作用，他们是认知合法性的一种

重要来源。 

社区逻辑关注组织在社区中的地位，关注组织是否参与了共同社区中的问题

解决，是否履行了社会责任。关注组织的利益相关者。符合社区逻辑的创新行为，

能够获得较高的创新合法性。 

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宗教逻辑在西方社会对企业的管理起到一定的补充作

用，但是对中国而言，目前中国受宗教逻辑的影响还较小，在本文研究的中国语

境中将不做讨论。 

此外，纵观国外关于制度逻辑下的制度创业研究，《美国管理学杂志》近年

来有多篇研究可以借鉴。2007 年，Michael Lounsbury 的 《A Tale of Two Cities: 

Competing Logics and Practice Variation in the Professionalizing of Mutual Funds》通

过研究搜集国会证词、证券交易委员会报告,和各种样的信托基金文档、演讲、

备忘录、年度会议纪要；采访 30 位业内人士，使用固定后果逻辑回归模型进行

定量研究，探讨了波士顿信托思想的信托人逻辑和绩效逻辑在证券投资基金行业

共同存在，相互竞争，并在实践中扩散和相互影响的现状(Michael Lounsbury, 2007: 

289-307)。 2010 年，Julie Battilana 和 Silvia Dorado 的《Building Sustainable Hybrid 

Organizations: The Case of Commercial Microfinance Organizations》通过对 2 个商

业小额信贷组织的对比研究，发现，组织必须建立一个共同的组织身份，来平衡

两种逻辑。证据进一步显示，发展这类组织身份的初期杠杆是招聘新员工和同化

政策(Julie Battilana, Silvia Dorado, 2010: 1419-1440)。2013 年，Jason Jay 的

《Navigating Paradox As A Mechanism of Change and Innovation in Hybrid 

Organizations》使用定性研究软件 Atlas.ti version 6 (Muhr, 2011)进行案例研究，

迭代和诱导视分析，探讨混合组织内的各种制度逻辑。制度复杂性的一个后果是

复杂的制度逻辑可能不利于产生创新解决方案。过去的学者强调冲突的外部需求

和内部有关组织的身份的争论。对剑桥能源联盟的深入研究验证了这一结果。绩

效的悖论产生的模糊性，一定的组织结果到底意味着成功还是失败。文章发展了

一个过程模型来探讨这一的悖论(Jason Jay, 2013: 137-159)。2014 年，Joseph, 

http://www.so.com/link?url=http%3A%2F%2Fwenku.baidu.com%2Fview%2F5d584bc8a1c7aa00b52acb2b.html&q=AMJ+%E7%AE%A1%E7%90%86&ts=1482153985&t=02dc1efa9740fcbb58d53e9a786981f&src=haos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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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Ocasio, William McDonnell, Mary-Hunter 等人的《The Structural Elaboration of 

Board Independence: Executive Power, Institutional Logics, and the Adoption of 

CEO-Only Board Structures in U.S. Corporate Governance》采用定量分析的方法，

通过开发一个模型来解释和研究企业采用似乎符合现行制度逻辑的董事会结构,

实际上是违背现行制度逻辑的。文章以只有执行总裁的董事会结构作为案例来测

试预设的理论。只有执行总裁的董事会结构正式增加董事会的独立性，被研究证

实会导致执行总裁更加固步自封，而并不会增加股东价值。文章通过对财富 250

强 27 年的事件历史分析，发现 3 种机制促进了只有执行总裁的董事会结构的产

生：经验管理者利益、经营管理者权力和细化的机会。只有执行总裁的董事会结

构通常会发生在：大量更高比例的业内人士早在首席执行官或首席执行官有更大

的正式权力和议程控制力。文章同时发现强大的执行总裁更能认识到结构改变所

能带来的制度机会。如萨班斯法案的通过，组织权变，公司绩效的改善。通过对

只有执行总裁的董事会结构的扩散机制研究，对公司治理社会政治的观、制度逻

辑理论和结构细化理论作出了贡献。文章强调了权力在制度逻辑细化中作用，说

明行政权力如何塑造结构影响制度逻辑(John Joseph et al., 2014: 1834-1858)。2016

年，York, Jeffrey G、 Hargrave, Timothy J.Pacheco, Desiree F.等人的《Converging 

Winds: Logic Hybridization in the Colorado Wind Energy Field》使用电脑辅助定性

研究软件 Nvivo 10，进行理论抽样、过程研究和归纳研究，探讨场域层面的逻辑

杂糅，即分析组织场域内，先前不相容的逻辑如何融合的过程。通过对科罗拉多

风能场域的归纳研究，发现当社会运动组织(SMOs)、电力公司、混合组织和政策

制定者对经济逻辑和生态逻辑之间的不相容性作出回应时，逻辑杂糅便开始了。

社会运动组织无法改变经济逻辑的主导作用，转而改变策略促进生态逻辑。当社

会运动组织成功改变场域内的力量平衡之后，混合组织出现，使一系列的框架、

实践和安排具备合法性。电力公司和政策制定者，然后把新的杂糅逻辑嵌入其中

并正式化。文章的研究结果表明,场域层面的逻辑杂糅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其中组

织行为和场域条件随时间递归式地相互影响(Jeffrey G. York et al., 2016: 579-610)。

但综合而言，目前有关制度逻辑演进过程和规律的研究依然以及制度逻辑影响下

的制度创业研究仍处于理论发展的初期阶段。 

2.3 组织合法性研究综述 

2.3.1 合法性的定义 

组织要生存下来，必须获得社会的认可、接受与信任（Scott et al., 2000: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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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合法性是组织的价值观与其所处的社会情境之间一致的程度。组织的价值体

系应该按照组织能为系统目标实现所做贡献的程度来确立，合法性应通过遵从组

织所处的社会价值体系来获得。Suchman(1995)认为，合法性是普遍化的理解和

假定，是社会成员的价值估计与判断，是在社会构建的信念、规范、身份和价值

系统中，某个实体进行的适当的假定。作为一种普遍的评价，合法性是客观存在

的但又是被主观创造的（Suchman，1995：574）。从制度理论的观点来看，合法

性是一种被感知的与法律规范和规制相一致的状态，或者说是一种与文化——认

知性框架相契合的状态，是一种以外部可见的方式展示出来的符合系统 （Scott， 

2003:213-214）。迈耶等人同样强调文化——认知性制度维度的重要性，他们认

为组织的合法性是组织得到文化支持的程度（Meyer&Scott，1983:201）。合法性

的概念历经了不同的发展阶段，有着不尽相同的具体释义。中国学者周雪光等人

认为，合法性机制是指某些特定的组织形式、社会的文化观念、社会规范、法律

等被大众广为接受的社会事实，这些社会事实是规范人们行为的观念因素，会使

组织和个人接受和这种共享观念相一致的制度形式。同时，合法性也是一种资源，

组织获得合法性有利于组织提高知名度和社会地位 (周雪光 , 艾云 , 2010: 

132-150)。 

2.3.2 合法性的分类和维度 

学者们对合法性有着不同的分类。 

Singh 等人认为合法性分为两个维度，即内部合法性和外部合法性。他们通

过调查自愿服务的社会组织，发现新组织消亡与组织是否获得外部合法性有一定

的相关性，但与组织内部协调机制关联较低。故而，一个新组织必须获取外部合

法性，也就是说外部的制度支持来适应周遭环境从而获得持久发展 (Jitendra V. 

Singh et al., 1986: 171-193)。Aldrich and Fiol(1994)也将合法性分为两个维度，认

知合法性和社会政治合法性。他们通过研究新创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认为社会政

治合法性是企业利益相关者对于企业存在形式、存在结构、行为态度的认可程度，

这些认可程度是基于政治角度进行考虑的，考虑企业的这些要素与法律法规的一

致程度。这里的利益相关者也是从政治视角考虑的利益相关者，比如政府官员、

社会地位高的领导者、以及关键的利益相关者。认知合法性是指外界对新企业的

社会认可和接受程度 (Howard E. Aldrich, C. Marlene Fiol, 1994: 645-670)。 

Scott（1995） 将合法性分为三个维度，即规范合法性、规制合法性和认知

合法性。规范合法性是与社会传统、文化、价值观念的契合程度。组织结构、产

品生产技术与流程符合社会价值观与道德观，则具有规范合法性。规制合法性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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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政府政策、法律法规、行业协会等制定的标准相契合的程度。组织行为符合政

府政策或法律法规，那么从外部来看，就具有规制合法性。认知合法性是与以社

会为中介的共同理解、共同信念、共同行动逻辑和共同意义框架相契合的程度。

组织的信息扩散程度高，被认知的程度高，则具有更高的认知合法性。Suchman 也

将合法性分为三个维度，这三个维度是根据动力机制来划分的， 它们分别为实

用合法性、道德合法性以及认知合法性。企业的利益相关者的直接利益涉及到实

用合法性，对组织活动是否肯定的规范性评价涉及道德合法性，而组织活动与社

会文化规制是否一致涉及到认知合法性 (Mark C. Suchman, 1995: 571-610)。 

Zimmerman and Zeitz 在 Scott（1995）三维度分类的基础上，将合法性分为

四个维度，即实用合法性、道德合法性、认知合法性和行业合法性 (Monica A. 

Zimmerman, Gerald I. Zeitz, 2002: 414-431)。而 DaCin 等人(2007)将合法性分为五

个维度，即社会合法性、市场合法性、投资合法性、关系合法性和联系合法性。

这种分类方法是根据企业的特征和企业的周遭环境来考虑的 (Dacin M. Tina et 

al., 2007: 169-187)。 

本文借鉴在学术界普遍认可的 Scott(1995)的三维度划分方法，从制度创新的

规则合法性、规范合法性和认知合法性三个维度来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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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组织合法性的分类和维度 

2.3.3 组织合法化的战略选择 

组织要获取合法性，必须实施合法化的战略。组织所采取的合法化战略各不

相同，为适应企业周遭不同的制度环境，组织会根据自己的特征状况来进行战略

选择。Suchman 概括出依从型合法化战略、操纵型合法化战略和选择型合法化战

略共三种合法化战略 (Mark C. Suchman, 1995: 571-610)。Zimmerman and Zeitz 则

提出了操纵型、选择型、创造型和依从型共四种合法性战略。其中的创造型合法



 

 
26 

化战略需要组织建立新认知基础，从而创造出新的制度环境。现有制度不能提供

与组织认知匹配的基础时，组织就需要创造新模式、新实践，树立新的认知等来

获取合法性 (Monica A. Zimmerman, Gerald I. Zeitz, 2002: 414-431)。Ahlstrom 等

人认为企业会主动采取措施，从其生存和发展的环境中不断获取合法性，从而加

速自身的成长 (David Ahlstrom, Garry D. Bruton, 2001: 72-83)。  

2.4 话语分析理论综述 

2.4.1 话语分析与管理学研究 

20 世纪中叶出现的话语分析对管理研究产生了深远而重大的影响。21 世纪

以来，使用话语分析进行管理学研究的论文数量不断增加。做为一种质性分析手

段，话语分析可以提高管理学研究者对如文件、文字、访谈记录等经验数据的分

析质量。话语分析促进了批评管理学研究和反思性方法论的发展。批评管理学和

反思方法论挖掘语言背后的价值观、权利结构和意识形态，对经验数据进行多重

阐释，从而提高研究的质量 (M. Alvesson, D. Karreman, 2000: 1119-1125)。 

话语分析审视语言自身分特征，揭示语言与社会情境的关系，关注话语与组

织活动、组织结构、组织行为和组织程序的关系，以及话语对组织行为和管理活

动的影响等方面。管理活动与语言之间联系密切。组织不断产生大量的书面和口

头话语，如组织规章制度、工作计划、图形图像、符号等。组织间也有大量的话

语交流与互动。人们的意识受到话语的影响，话语塑造个体和组织的行为。从话

语的角度来看，组织管理可以被定义为“在特定的社会和组织背景下，人们以实

现预期目标为导向来创造、生产和传播话语，形成理解与意识/意图，并以影响

他人行为的一系列话语实践活动。”管理研究中，一切的管理知识本身都是话语

的产物，管理研究本身也是在特定的语境下对指定话语素材（访谈材料、数据）

的检验和分析。传统的管理研究仅注重研究组织实体结构和行为，而话语分析吸

纳了语言研究的成果，运用到管理学研究中，丰富和发展了现有的理论，提供了

更为广阔的视野 (吕源, 彭长桂, 2012: 157-171)。 

英国东安格利亚大学的语言学家和文学批评家们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倡导批

评语言学的研究，对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1989 年，Fairclough 在其《语言与

权力》这本书中第一次使用了“批评话语分析”这一术语，随后的 1995 年，

Fairclough 出版了一本名为《批评话语分析》的专著。Halliday 的系统功能语言

学理论为批评话语分析理论奠定了基础。而在批评话语分析理论产生前后的评价

理论(appraisal theory)也对批评话语分析产生了重要影响。1994 年，在悉尼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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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学的 Martin 正式提出了完整的评价系统理论。根据批评话语分析的观点，话语

是一个行使和实现权力关系的场所，话语分析旨在揭开隐藏在语言背后的意识形

态和动机。1999 年 Martin 又展开了积极话语分析的研究，他在英国的一个批评

话语分析研讨会上，发表了“积极话语分析：团结和变化”的论文。积极话语分析

提出一个关于语言和语义生成的补充视角，旨在探讨权力的重新分配和建构。积

极话语分析对待社会冲突采取积极的态度，力争推动一个和谐的社会构建。 

《text》是一本话语分析的专业学术期刊，它于 1981 年被创办。因该期刊的

创办，话语分析成为了一门独立的学科，研究领域从语言学扩展到文学、心理学、

哲学、教育学、人类学、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等领域。2000 年以来，话语分

析在管理学界的应用呈现蓬勃发展之势。有三个知名的欧洲和美国管理期刊于

2000 年发表了以话语分析为主题的专栏文章。在 Organization 第 3 期中发表了以

A debate on discourse 为主题共 11 篇考察话语分析在组织研究中应用的论文。在

Human Relations 第 9 期中，发表了 Alvesson 和 Kärreman 题为 arieties of 

discourse: On the study of organizations through discourse analysis 的文章，该文对话

语分析这种研究方法进行了系统的评价和总结。 (M. Alvesson, D. Karreman, 2000: 

1119-1125)。在 Journal of Applied Behavioral Science 第 2 期中，发表了以 The 

discourses of organizing 为主题的共 8 篇与话语分析有关的文章。2010 年，Journal 

of Applied Behavioral Science 杂志再次发表 7 篇话语研究的论文。至此，话语分

析方法成为管理学研究越来越普遍的研究方法和重要主题 (吕源, 彭长桂, 2012: 

157-171)。 

2004 年 Phillips 等人在 Discourse and institutions 中，提出了一个话语与制度

化模型，梳理了话语在制度化过程中的功能与作用。该文认为，制度是一种社会

构建，是通过话语生产的社会构建，制度化过程是文本生产和行动不断相互作用

的过程，而制度是对既往实践和行动的历史认证 (Nelson Phillips et al., 2004: 

635-652)。Maguire & Hardy, 2009年发表了Discourse and Deinstitutionalization: The 

Decline of DDT, 作者研究了 DDT 的案例，认为外部驱动可以影响去制度化，去

制度化源于问题化，问题化改变了话语，从而损坏了制度基础，并最终完成去制

度化过程 (Steve Maguire, Cynthia Hardy, 2009: 148-178)。 

在中国管理学界，使用话语分析作为技术手段的研究也是越来越多。2005

年，韦森等人发表在《北京大学学报》上的《言语行为与制度的生成》，采用文

献法研究言语行为与制度生成的内在关系；讨论了以言创生制度的基本哲学思路、

施事话语的条件和道德基础问题，为制度与话语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韦森, 

2005: 121-130)。2010 年，郭毅等人发表在《管理世界》上《“红头文件”何以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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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行事?——中国国有企业改革文件研究》采用了文本分析、关键语篇分析法，

探究“红头文件”言语系统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影响。研究发现肯定性语篇明确了国

企改革的性质和方向；影响性语篇规定了改革的内容；行动语句影响改革进程(郭

毅 et al., 2010: 74-89)。2010 年，林泉等人在《管理世界》上发表了《国有与民

营企业使命陈述的对比研究》，该文采用文本分析法中的内容分析法，同时结合

定量统计方法，对国有与民营企业的使命陈述进行了研究，对比了国有与民营企

业使命陈述的质量、关注点及其他差异(林泉 et al., 2010: 116-122)。2012 年，吕

源和彭长桂发表在《管理世界》上的《话语分析:开拓管理研究新视野》使用文

献法，探讨话语分析在管理学研究中的应用。考察了话语分析在管理学领域的主

要进展，提出语言、语用、建构、批评四种话语分析模式(吕源, 彭长桂, 2012: 

157-171)。2014 年和 2016 年，彭长桂和吕源分别在《管理世界》发表论文《组

织正当性的话语构建:谷歌和苹果框架策略的案例分析》、《制度如何选择:谷歌

与苹果案例的话语分析》，该文采用话语分析的系统功能语法技术，提出了一个

战略选择的话语模型，其中，认知框架为中介变量，调节了制度压力对战略选择

的影响 (彭长桂, 吕源, 2014: 152-169)(彭长桂, 吕源, 2016: 149-169)，研究具有开

拓性的意义。 

2.4.2 Fairclough 的三维分析框架 

系统功能语法是话语分析的一个重要工具。语言形式是社会选择的结果，说

话人下意识地选择了某些词汇、某个语法结构来表达意向时，实际上他是在完成

特定语境下的意义的社会选择。作为思想的载体，语言是关于经验世界的编码， 

将一切事物以交际的形式展现出来，对一切事物进行描述。而语言的本质在

语言创造和表达意义的语法中体现 (Halliday M. A. K., 2013: 808)。而认知语言学

进一步提高了系统功能语法分析结果的解释力度。认知语言学认为语言形式和意

义与认知有着极大的关系，而语法象征着人类在身体构造和动作的约束下所体验

和感知的现实，语言的形式与意义表达有着重要的关系 (王寅, 2007)。本研究拟

采用 Fairclough( 1989) 的三维分析框架，不仅考察语法这一层面，更考察语篇、

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Fairclough 的三维分析框架在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基础上，

进行一种批评话语分析。Fairclough 认为，语篇( text)是话语实践( discursive)的产

物，这个过程包括语篇的“生成( production) ”、“传播( distribution) ”和“接受

( consumption) ”，所有这些都是由特定的“社会实践( social practice) ”条件决定的。

由 Fairclough 提出的批评话语分析的三个层次为:“描写( describe) ”语篇的形式结

构特征;“阐释( interpret) ”语篇与话语实践过程的关系;“解释( explain) ”话语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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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和它的社会语境之间的关系 (Norman Fairclough, 1989: 274)(辛斌, 高小丽, 

2013: 1-5) 

根据 Fairclough 的三维分析框架， 本文在“描写”层进行微观的文本分析。随

后，将对语言学描述结果进行阐释，探讨语篇与话语和社会实践过程的关系。第

三个层面 “解释”，将对组织场域内背后逻辑进行分析，拟结合社会结构的宏观

背景来分析新的概念范畴背后的主导制度逻辑，定位于宏观层面。  

2.4.3 互文性 

互文性（Intertexuality）分析可以为研究者提供一种检验某一话语/概念与其

他话语之间相互联系和溯源的研究工具（Heracleous & Barrett，2001：755-788）。

1969 年法国的文艺理论家 Kristeva 在《符号学：符义解析研究》中提出了互文性

的概念，他认为，所有的语篇均由引言拼凑而成，语篇都是对其他语篇的吸收和

转化。从那时开始，互文性研究一直在文学批评研究中占据重要位置。互文性理

论有两个理论基础：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和索绪尔的符号学语言观。语言是二元的，

语言符号系统，它联系的不是事物和名称，而是概念和音响形象。符号本身没有

意义，符号在与其他符号的关系中产生意义。任何文本都处在若干文本的交汇处,

都是对这些文本的重读、更新、浓缩、移位和深化”(王瑾, 2005)。“互文”本来是

一种修辞现象，即语义产生于多个话语的共同建构。每个文本都不是孤立存在，

而不过是互文链中的一个环节。互文性分析被认为是语篇分析的重要形式，它体

现了语篇对话语秩序的选择，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话语生产者使用特定的话语

实践，特定的叙事和特定的体裁等。作为一项话语分析的技术，互文分析能够改

进解释力度（辛斌，2005）。 

使用互文分析技术，可以帮助确定某一概念在不同的群体和社会层面中，在

不同的时间维度上，如何产生和演变，而这一概念又是如何成为某一行为的驱动

力和参考的。同时，互文分析帮助找到在文字中隐含的概念和主题要素，并进行

交叉互证。2010 年 Khaire 和 Wadhwani 在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上发

表了题为 Changing Landscapes: The Construction of Meaning and Value in A New 

Market Category - Modern Indian Art 一文中，使用了互文分析的方法，对印度现

代艺术这一概念在新兴市场中的意义构建进行了研究。为了方便市场交易，作为

一种新的概念，印度现代艺术这一范畴必须具有稳定的意义类别，行动者通过强

化共同认知，激活美学的比较和评估等方式来实现新类别的意义构建。同时

Khaire 等人引入了定量分析的方法，采用多元回归的方法验证了在不同话语材料

中主题的相关程度，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对未来的研究具有较大的借鉴意义 (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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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 彭长桂, 2012: 157-171) (Mukti Khaire, R. Daniel Wadhwani, 2010: 1281-1304)。 

2.4.4 范畴化 

范畴化(Categorization) 是分类的心理过程。(Ungerer＆ Schmid, 2001:2)。 

人类在认识世界时，从事物的千差万别中找到相似性，比如在功能、形状、

性质等方面的相似性，然后把这种可辨别的事物歧异性处理成相同的类别，进而

形成概念。这种过程和能力是一种以主观和客观相互作用为基础的，对外界事物

进行类属划分的心智过程，是基于客观所作的主观概念分类，并以这种分类形式

赋予世界结构的理性活动。概念是范畴化的最终产物，被称为认知范畴或概念范

畴 (王寅, 2007)。束定芳在《认知语义学》一书中说：“范畴化就是把不同的事物

归为同一个类型的过程，或者说，是将不同的事物看作同一类事物的过程。这是

人类认识世界，用语言表达世界的最基本的过程（束定芳，2008）。Lakoff等人

在《女人、火与危险的事物》中强调了范畴化的重要，认为范畴化对于行动、感

知、思维和语言来说，范畴化是最基本的，是人类认知世界的基本手段，是产生

词汇需经历的早期阶段。对某一事物的命名，从一个人开始传给另一个人，因为

事物之间的相似性，某些事物被归为一类。这一命名使用较多以后，便形成了固

定的概念，对一种范畴的概念化之后，便用文字语义表示。也就是说，词汇是概

念化和范畴化的结果。然而，不同语言之间的词汇意义并不完全对应，因为不同

语言对事物的范畴化和概念化方法不同 (George Lakoff, Mark Johnsen, 2003)。比

如，在某些阿拉伯语国家，由于骆驼和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关于骆驼的分类和

范畴多达十几种，而在中国等国家，骆驼就只有一个词汇范畴。再比如，在爱斯

基摩人的语言类，关于雪的词汇范畴非常丰富，而对于不常下雪的地方，人们关

于雪的词汇范畴则比较单一。经典范畴理论认为，范畴由充分特征和必要特征的

交叉的部分定义，而范畴事物的特征是二元的，并有着明确的边界，范畴中的成

员地位平等。现代认知范畴理论则认为，范畴中的成员是由家族相似性联系在一

起的，而不是由充要条件来界定，并没有某一特征为全体家族成员共有。此外，

范畴的边界是模糊的，相邻范畴之间重叠并相互渗透。范畴原型和范畴边缘成员

在拥有范畴成员共有特征方面具有差异性，范畴原型拥有的范畴成员共有特征最

多。因为特征的多寡，范畴成员之间并不平等，有些更为典型，有些则不然。认

知主体在形成范畴和概念的过程中个，起到某种促进作用。概念、活动和语言都

是隐喻性地组织在一起，概念隐喻是人类的思维方式，是认知的基本模型 

(Friedrich Ungerer, Hans-Jorg Schmid, 2006)。隐喻的实质是通过一类事物来体验和

理解另一种事物。隐喻是语言的常态，在日常生活中比比皆是。除了显性的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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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还有很多系统性的潜移默化的长期规约类的隐喻，隐喻本身是一种思维方式。

人类赖以思考和行动的概念系统均由隐喻的形式建构与界定 (George Lakoff, 

Mark Johnsen, 2003)。 

2.4.5 制度逻辑与话语 

制度逻辑意味着每一套制度都有一套自成体系的价值理念和解决问题的方

法。每种主导制度都有解释世界源起的世界观体系，同时每种主导制度也具有它

们用来理解世界的语言。制度逻辑为行动者提供组织原则，同时为行动者提供词

汇表，反映行动者动机和身份的词汇表 (Robert R. Alford, Roger Friedland, 1985: 

502)。不同的制度逻辑具有不同的话语体系，这些话语体系陈述制度逻辑的行动

和理念。语言是现实的逻辑形式，所以它不能表现违背逻辑的东西 (L. 

Winttgenstein, 1974: 106)。比如，一种制度提案，如果想要获得权威的批准，那

么这种制度提案必须遵循符合权威的制度逻辑，据此来进行话语表示，以摆脱被

拒绝的命运（(Mark C. Suchman, 1995: 571-610)；(Patricia H. Thornton, W. Ocasio, 

2008: 99-129) (Roy Suddaby, Royston Greenwood, 2005: 35-67); (C. Jones, R. 

Livne-Tarandach, 2008: 1075-1099)。组织行动者与制度权威进行互动，在这种互

动中，不同的行动者秉承着不同的制度逻辑，于是，多种制度角色如规则挑战者、

规制追随者、规制制定者等制度角色在不同制度逻辑的影响下相互博弈 

(Christine Oliver, 1991: 145-179); (W. Streeck, K. Thelen, 2005: 309); (J. Child et al., 

2007: 1013-1034)。制度逻辑对话语具有塑造作用，同时话语也对制度逻辑具有建

构效应，这种建构通常以修辞的方式体现。任何制度的建立最终还需通过语言来

进行，制度本身就是一种通过话语来完成的社会构建，所以语言在制度的构成中

也具有重要的作用，因为人的思维受其使用的语言规则和形式制约，所以话语在

一定程度上可以导致新制度的产生或制度的变迁（Berger & Luckmann，1967；

Slobin，1991；Searle，1995；Phillips，Lawrence & Hardy，2004；Suddaby & 

Greenwood，2005；Sapir，2007；Whorf，2011）。不同的话语体现着不同的管

理实践，因为话语体现了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因而可以从组织话语中看到管

理实践背后的制度逻辑 (彭长桂, 吕源, 2014: 152-169)。 吕源和彭长桂，使用系

统功能语法的话语分析技术，进行主题推导，情态系统判定和语义评价，对谷歌

和苹果不同战略选择进行了分析，展示了语言是如何观测制度逻辑的(彭长桂, 吕

源, 2016: 149-169)，为话语分析技术观测制度逻辑提供了研究范本和实证参考。

语言或话语和制度之间的关系已经受到了研究领域理论和实证的注意。(Phillips, 

Lawrence, and Hardy 2004; Maguire and Hardy 2009)，但是语言和实践以及符号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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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相互构建机理尚未澄清。Thornton 等人关于场域内制度逻辑的理论为研究实

践和符号如何通过场域词汇的出现相互联系提供了研究理论。认知框架是建立在

人类体验之上、与场景相关的概念结构, 是信仰、社会实践、制度、意向等要素

的图式表征,是语篇编码概念所预设的背景知识, 是特定言语社团成员交流的认

知基础, 是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位一体的认知结构 (李天贤, 2012: 252)。“框架”

是处理世界的知识,是认知的前提。一个框架是一个心理识结构,是抓住了世界的

典型特征(Monika A. Bednarek, 2005: 685-705)。认知框架被广泛使用在哲学、心、

人工智能、社会学、语言学等领域。在语言学领域，最早引入认知框架概念的是

Charles J Fillmore，在他提出这一概念之后，对他的解释也随时间而不断演进。

他认为，框架是语言的选择系统, 体现在简单的如词汇汇集, 或对语法规则或语

言范畴的选择。框架是一种认知结构,是词语编码概念所预设的背景知识。认知

框架就是理解发生在我们周围之事件的背景知识,语言框架则是词汇单位的具体

编码或语言的其它形式特征 (Charles J. Fillmore, Miriam R. L. Petruck, 2003: 

359-361)。在管理学领域，认知框架能够为管理者解读特定情境或为特定事件提

供组织原则。不同的认知允许某些信息进入战略制定过程但排除其他信息的认知。

认知通过嵌入于语言和日常实践的文化来束缚人们对现有制度安排以外选择的

想象。组织决策层通过把个人认知融入集体的主导认知框架，从而获得环境的主

观解读，最终驱动战略决策和随后的组织行动 (彭长桂, 吕源, 2016: 149-169) 

(Sucheta Nadkarni, Pamela S. Barr, 2008: 1395-1427)。 

语言不但是组织信息的图式结构，而且是社会制度的主要载体。语言既可以

让我们从社会方面考察语义在使用情境中的交流和表达功能，也能让我们从心理

方面研究认知方式在语义形成中独特的组织作用 (王寅, 2007)。语言是人类所特

有的符号系统，是人类交流和思维的中介工具，同时也是社会赖以运转的根本性

制度体系和信念系统 (Saussure de F., 1983)。语言是一种以选择性视角为依据的

元认知技能，它能够塑造和反映特定情境下社会行动者的潜在假定，比如态度、

价值观、意识形态等。语言是制定决策和形成判断的核心工具，能够为我们提供

独特的分析视角。(Halliday M. A. K., 2013: 808)(J. Austin, 1962: 174) (M. Tomasello, 

1999: 256)；(Derek J. Harmon et al., 2015: 76-95) (黄洁, 2012: 87110) (文旭, 2001: 

29-36)。 

2.4.6 话语与制度化 

Thornton 等人基于在 2009 年美国管理学年会主题讨论的基础上，在 2012 年

出版了专题著作《制度逻辑观》，制度逻辑的研究初具规模。但是，制度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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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身份等概念都相当抽象，用传统的管理学量化方法对其进行界定、策略和获

取数据有较大的困难。目前研究制度逻辑的方法多为扎根研究、理论推导等。这

些研究方法显然存在解释力度不足的缺陷，因而，本文拟采用语言学的话语分析

研究方法，拟提高对制度创业和制度逻辑研究实践的解释力度。 

话语（Discourse），是指在特定社会情境下的语言的使用和表达形式。话语

分析不单单考察以词句或语法规则等语言内部规律，而且将研究扩展到语言在社

会情境（Contexts）下的应用。也就是关于人们如何使用话语、如何构建话语的

社会意义和如何通过话语互动、交流来参与社会实践，并实现话语实践的预期目

标。话语分析揭示语言的使用特征、反映语言与社会形态和社会活动之间的复杂

关系，从而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人类社会内在机制和变化规律的理解（朱永生，

2003；辛斌，2005）。在进行社会实践活动时，行动者会不断大量产生各种类型

的话语，包括书面形式的规章制度、工作报告，口头层面的的会话交流，以及非

文字的的符号、图形、图像等表达素材。这些话语不仅是制度实践中的交流工具，

也是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及权力结构的反映。这些组织话语会影响人们的理解和

意识，从而引导和塑造个人与组织的行为。本世纪以来，话语分析逐渐受到管理

学领域研究者的青睐，相关的研究文献不断增加。本文拟主要采用互文性

（Intertexuality）的话语分析技术，用这一分析技术来检验某一概念与其他话语

之间的相互联系和溯源，从而丰富和发展制度创业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同时，采

用话语分析的理论框架，挖掘和揭示隐藏在制度话语背后的制度逻辑和个人价值

观念等，通过对经验数据的多重阐释，提高研究的质量，推动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传统管理研究中大量使用各种概念和词语，均有一个先验假设，那就是这些

概念和词语是先天存在的，词语和事物存在着一一对应的指涉关系。然而，现代

语言学认为，词语与事物并不是简单的一一对应，而是一种动态的社会构建。 

词汇和概念由一系列的区分、固定、命名、标签、分类与联系的过程而产生

(Robert Chia, 2000: 513-518)。 语言并不独立于经验、现象、行为的东西（陈嘉

映，2003）。语言与世界之间的关系受到社会规范、传统、习俗、历史等众多因

素的影响。人们依赖语言的帮助描述事物，但是语言本身就包含了对事物的分类。

事物自身没有明确区分，是语言才把事物区别开来。因此，语言产生意义，并以

此使得人们认识和理解世界（辛斌，2005）。“对人来说，现实在语词的水平上

成像”（陈嘉映，2003）。不仅如此，语言还在社会实践中发挥积极的构建

（Constructive）作用。一旦语词和概念被人们赋予相应的意义，人们又会根据各

自对这些语词（或概念）的理解建立主观意识并以此在社会实践中指导自己的行

动（Chia，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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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话语”（Organizational Discourse）这一概念，作为组织管理领域的分析

框架，已经取得众多学者的共识（Boje，Oswick & Ford，2004；Grant & Hardy，

2004；Grant，Hardy，Oswick & Putnam，2004，吕源，彭长桂，2012）。“组织

话语”是“体现在说话与写作实践（也包括视觉表现和文化制品等各种变体）的结

构化文本的集合。这些文本被生产、被传播和被消费的过程使有组织地联系的客

体得以存在”（Grant & Hardy，2004：6）。作为组织话语分析基本单位的文本，

既可以是语言类素材也可以是非语言类的符号，比如谈话、谈判、报告、组织文

件、会议记录、规章制度和标记、标识、图像和图形等。也就是说，一切与组织

和组织过程有关的语言素材。按照组织话语的视角，制度化是话语的社会实践活

动，即群体、个体和组织行动者之间通过共享并接受对社会现实的共识，来协商

建设社会实在的过程。在制度化的过程中，话语构建、分享和传播意义，指导和

制约人们的行动 (Nelson Phillips, Thomas B. Lawrence, Cynthia Hardy, 2004: 

635-652)。一个话语在制度化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与功能的理论模型被提出。该

模型强调话语和社会行动通过生产和消费文本来完成制度化过程，揭示了制度化

过程更可能发生的条件。Phillips 等人（2004）等人的话语与制度化模型阐明了

个人行动者通过产生文本影响话语领域的微观机制，以及话语产生社会构建从而

产生制度塑造个体行为的自动调整机制过程。他们认为，制度具有自我约束和自

我控制的功能，是对既往实践和行动条件的历史认证。制度是一种通过话语产生

的社会建构。制度化过程是文本生产与行动两者之间不断互动的过程。此外，该

研究也为管理学研究提供了方法论贡献，使话语分析作为研究语言和意义内生社

会动力的成熟分析技术得以运用在制度化过程如何发生的经验研究里，并为使用

语言学视角研究组织理论与制度理论提供借鉴  (Nelson Phillips, Thomas B. 

Lawrence, Cynthia Hardy, 2004: 635-652）。 

图 2.2 话语与制度化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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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本章小结 

通过文献的梳理，笔者发现了相关的研究问题：在中国移动出行行业，制度

逻辑如何影响组织获取合法性，共享观念如何达成？制度创业者如何寻求合法化。

例如，一、制度逻辑塑造行为主体的群体特征，改变组织和个体的集体身份认同，

从而影响合法性获取，推动制度变迁。那么，宏观层面：组织如何在制度环境中

经历身份危机，并在与场域等各个层面的互动过程中形成新的组织身份？如新创

网约车企业的身份争取；首汽约车国企改制为网约车企业形成新的组织身份。微

观层面：“私家车车主是否可以成为网络车的运营者”？“网约车车主是否应该有

本地户口”？…等问题的共享观念变化情况）二、制度逻辑通过社会分层和分类

塑造个体行为主体的认知，从而影响认知合法性，推进制度变迁。那么，关于出

租汽车、网络预约出租汽车、巡游出租车、私人小客车合乘、即时用车服务、约

车人、抢单、乘客爽约、甩客等概念的分类变化，共享观念如何随时间的变化。

三、制度逻辑影响组织和个人对权力的争取。那么，随着类属意义的逐渐合法，

网约车企业、私家车网约车车主的话语权如何发生变化，共享观念对此的接受情

况如何变化？  

最后，本文将问题聚焦于制度逻辑通过社会分层和分类塑造个体行为主体的

认知，从而影响认知合法性，推进制度变迁这一方面。制度逻辑提供一系列现成

的分类，使某些主题或现象对个体而言更突出，从而是人们对某些活动者、客体

和实践更为关注。社会逻辑通过为个人和组织提供关于身份、动机和行动的词汇

表来帮助决定关于过去的哪些方面、场景更能激发组织的身份、文化和战略的形

成。同时，逻辑帮助决定关于主体、客体实践的分类中哪些被合理地考虑进去，

以及这些这些分类的含义如何被理解。（William Ocasio And Christopher W. J. 

Steele，2016） 

共享是移动出行行业广泛被提及的新的观念，也极大地推动了移动出行行业

的制度创业。分享经济或又称协作消费目前的内涵还并不严密固定，本研究采用

博茨曼和罗杰斯的概念。他们认为，分享经济(sharing economy)是借助点对点

( peer-to-peer) 的互联网互动平台而实现的协作消费( collaborative consumption)，

即借助互联网平台而实现的个人与个人之间通过物物交换、租赁、贸易、出租、

馈赠、互换等协作方式而实现的对闲置或未充分使用的资产、技能、时间等资源

进行再利用或分享的消费模式。协作消费让人们有机会去超越所有权的限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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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对资源的使用权的共享( Botsman & Rogers, 2010)。“共享”这一新的观念，在移

动出行行业被广泛提及。它作为一种新的观念制度形式，如何改变了人们对社会

的分类，从而塑造了行为主体的认知，推动移动出行组织场域内的制度变迁将成

为本文主要探讨的主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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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中国 O2O 移动出行行业制度创业现状 

3.1 中国 O2O 移动出行行业概况 

中国人口众多，综合交通存在的一系列的问题，供需矛盾突出。国家从宏观

战略上大力支持推进优化中国的交通运输体系。中国交通运输部于 2012 年 7 月

31 日发布的《交通运输行业智能交通发展战略（2012－2020 年）》正式提出了

中国智能交通发展的总体目标。目标指出，到 2020 年，中国应基本形成适应现

代交通运输业发展要求的智能交通体系。应当实现跨区域、大规模的智能交通集

成应用协同运行，为民众提供便利的出行服务以及高效的物流服务。力争在本世

纪中叶实现中国的交通运输现代化。2013 年 3 月 7 日，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研

究制定了《促进综合交通枢纽发展的指导意见》，旨在解决该阶段中国综合交通

存在的一系列问题，构建便捷、安全、高效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支撑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方便广大人民群众出行，提升国家竞争力。智慧交通和车联网应用

爆发式增长。 

随着技术、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中国大力发展共享经济。中

国共享经济蓬勃发展，市场交易额持续增长，带来了经济社会领域的深刻变革。 

而在智慧交通上升为国家战略代表未来交通发展方向的大形势下，共享出行

发展迅速，并成为了共享经济发展最为活跃的领域之一。在各方力量的推动力之

下，中国的交通出行行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成为整个中国分享经济行业的示范

引领风向标。在该领域发生了广泛的制度创业活动，具有较大的典型性。根据表

3.2，2016 年中国参与交通出现共享的人数已到达 3.3 亿，交通出行类移动平台

提供服务人数已达 1855 万。 

 

表 3.1 2016 年中国分享经济重点领域的参与者人数 

领域 参与人数（人） 提供服务人数（人） 平台员工人数（人） 

生活服务 5.2 亿 2000 万 341 万 

生产能力 900 万 500 万 151 万 

交通出行 3.3 亿 1855 万 12 万 

知识技能 3 亿 2500 万 2 万 

房屋住宿 3500 万 200 万 2 万 

医疗分享 2 亿 256 万 5 万 

中国分享经济发展报告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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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全球独角兽企业榜单中的中国分享经济企业 

公司 估值（亿美元） 行业 

滴滴出行 338 需求 

陆金所 185 金融科技 

新美大 180 电商/市场 

饿了吗 45 需求 

中商惠民 20 需求 

微影时代 20 电商/市场 

挂号网 15 医疗 

优客工厂 10.2 房地产物业 

货车帮 10 供应链与物流 

途家网 10 电商/市场 

新达达 10 电商 

融 360 10 金融科技 

魔方公寓 10 设备 

瓜子 10 电商/市场 

知乎 10 互联网软件服务 

 

CB Insights 公布的数据显示，至 2017 年 2 月 17 日，在全球共有独角兽企业

186 家，在这 186 家中，中国的企业达到了 42 家之多，占到了总数的 22.6%。这

些独角兽企业中，有典型分享经济属性的公司有 15 家，占中国独角兽企业总数

的 35.7%。而共享出行行业的代表企业滴滴出行在全球独角兽企业榜单中中国分

享经济型企业的市场估值榜单上，占据榜首位置，市场估值高达 338 亿美元。 

根据《中国分享经济发展报告 2017》，中国 2016 年共享性质的交通出行领

域的市场交易额约为 2038 亿元，这一数字比 2015 年增长了 104%。共享性质的

交通出行领域的市场融资超过 700 亿人民币，这一数字比 2015 年增长了约 124%。

共享性质的交通出行的参与总人数达3.3亿人，这一数字比2015年增长了近40%。

2016 年中国的网约车司机总人数约为 1800 万人，这一数字比 2015 年增加了 350

万人。 

3.1.1 发展阶段 

中国的移动共享出行始于 2010 年。2010 年 5 月，易到用车在北京成立，成

为中国首家互联网预约车服务平台，线上用车行业进入萌芽期。2011 年 9 月，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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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玛拉雅科技创立的AA拼车网正式上线，成为中国首家拼车信息汽车共享平台。

2012 年 3 月，由北京聚核众信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开发的手机智能软件摇摇招车

在北京上线，手机打车软件开始出现。2012 年 5 月，快的打车在杭州成立，同

年 8 月上线。2012 年 6 月，嘀嘀打车在北京成立，同年 9 月上线。2013 年 4 月，

大黄蜂打车在上海成立并上线。2013 年 10 月，新加坡政府和风投联合投资的 PP

租车开始进入中国，同时拼车类软件，如 AA 租车、爱拼车上线。这一阶段，各

类拼车、租车移动应用如雨后春笋般不但涌现，共享出行行业进入高速成长期。

同年，国际移动打车巨头 Uber 开始进入中国。滴滴打车、快的打车、分别获得

腾讯、阿里巴巴大额投资，覆盖城市迅速扩展，并开始接入移动支付终端。2014

年 1 月起，滴滴打车和快的打车两款打车软件开始了持续四个月的补贴烧钱大战。

2014 年 1 月 10 日，嘀嘀宣布使用微信支付，乘客车费立减 10 元、司机立奖 10

元。1 月 20 日，快的和支付宝接招，宣布与滴滴相同的补贴措施。鉴于背后两

家互联网巨头企业的大力支持，滴滴和快的疯狂砸钱。补贴大战客观上促进了移

动出行行业的快速发展。移动用车软件可以掌握消费者的消费记录，来精确锁定

消费者的目的，从而培养消费者的消费习惯。不断的补贴返现带来了较大程度的

用户增长及市场份额扩张，普通民众对移动用车的认知得到提高。随后，滴滴和

快的推出滴滴专车和一号专车，开始进入专车领域。哈哈拼车、嘀嗒拼车、天天

用车微微拼车、51 用车等拼车软件相继上线，宝驾租车、凹凸租车、友友租车

等租车软件上线。 随着 Uber 进入中国市场，补贴大战愈演愈烈，中小平台多有

死亡，摇摇招车、嘟嘟、百米等实力较弱的移动应用产品逐渐淡出人们视线，滴

滴打车、快的打车成为中国移动打车领域的双寡头。2015 年 1 月，传统租车企

业神州租车推出神州专车并上线，开始了企业转型。 而在移动打车领域，核心

企业开始谋求共赢，2015 年 2 月滴滴打车和快的打车宣布合并，逐步结束补贴

大战，结束了原有的双寡头竞争。2016 年 8 月滴滴出行收购 Uber 中国，在中国

的移动出行行业正式形成了一家独大的格局。2016 年共享单车热潮来临，腾讯、

红杉资本、华平资本以及高瓴资本等知名投资机构纷纷入住，与此同时，共享汽

车也开始积极布局并进入用户视线，共享出行需求不断延展，行业发展持续创新。

摩拜单车和 ofo 等共享单车企业开始出现，优拜、小鸣、小蓝、骑呗等几十家平

台涌现。共享汽车也进入用户视线，2016 年初，在中国进行分时租赁的企业达

到了 30 家以上，所拥有的车辆达到了 3 万辆左右。至此，中国共享出行行业用

户需求不断延展，行业发展持续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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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中国移动出行发展阶段 

3.1.2 发展历程 

 

表 3.3 中国移动共享出行发展历程 

时间 事件 

2010 年 中国首家互联网预约车服务平台易到用车成立，线上用车行业进入萌芽

期 

2012 年 快的打车、滴滴打车正式上线 

 

 

2013 年 

快的打车、滴滴打车分别获得阿里巴巴、腾讯大额投资，彼此覆盖城市

区域迅速扩展，并接入移动支付终端； 

Uber 进入台湾台北市进行试营运； 

PP 租车（总部新加坡）开始在中国运营； 

AA 租车、爱拼车上线 

 

 

2014 年 

滴滴和快的推出滴滴专车和一号专车，开始进入专车领域； 

Uber 进入北京，并逐步覆盖广州、深圳、上海等城市； 

哈哈拼车、嘀嗒拼车、天天用车、微微拼车、51 用车等拼车软件相继上

线； 

宝驾租车、凹凸租车、友友租车等租车软件上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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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3 中国移动共享出行发展历程 

 

 

2015 年 

滴滴和快的进行战略合并，结束了原有的双寡头竞争，形成一家独大的

行业格局，并逐步推出顺风车、巴士、代驾服务； 

传统租车企业神州租车推出神州专车并上线； 

中国拼车、租车等平台逐渐发展；  

专车应用异军突起 

 

 

2016 年 

-2017 年 

滴滴出行收购 Uber 中国； 

共享单车热潮来临，摩拜单车和 ofo 等共享单车企业开始出现，优拜、小

鸣、小蓝、骑呗等几十家平台涌现； 

共享汽车不断发展，汽车分时租赁略有规模的企业约达 30 余家，市场总

车队规模约 3 万辆； 

各类共享出行平台继续发展 

3.1.3 服务共享与软件共享 

移动共享出行本质包括服务共享和硬件共享两大类，用户选择为享受服务埋

单或为使用硬件埋单，不同共享方式催生不同的细分行业，共享单车和共享汽车

都是硬件共享，用户对硬件有充分的自主选择权。 

图 3.2 共享出行行业图谱 

3.2 出租车移动打车市场 

3.2.1 现实问题 

在中国，打车难是中国一二线城市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问题，也是推动移动

打车行业发展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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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中国的一二线城市，出租车市场供求处于失衡状态。乘客乘车需求

较大，出租车总量受调控政策的影响，很难满足乘客的乘坐要求。很多拥有私人

小汽车的市民，在遇到交管部门严查酒驾、停车费用不断提高，或者类似北京市

的出行尾号限行政策时，都会选择放弃自驾私家车，改乘公共交通出行，供需压

力进一步增大。 

其次，乘客和出租车司机信息和资源高度不对称。一方面，乘客不仅在上下

班高峰期、节假日、恶劣天气、深夜或偏远地区很难打到车，在某些时间和地点

也打不到车，因为出租车无法准确及时地掌握乘客的出行需求。另一方面，出租

车采用扫街式的拉客方式，经常出现空驶耗油耗时效率低。为了提高收益，司机

倾向于接单路程较远的乘客，或者顺路可以进行交班等情况的乘客。于是，就会

出现司机的选择性接单，出租车的运营效率低下。为了解决乘客和司机的信息不

对称，一个集中统一的调度平台非常重要，这样的调度平台可以让乘客更方便打

到车，也可以提高车辆的利用率。 

再次，移动打车软件得以兴起，得益于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巨大进步，智能手

机的不断普及，移动网民的不断增加。根据艾瑞咨询集团发布的数据，在移动打

车软件兴起的 2013 年，中国智能手机保有量达到 4.8 亿台，整体网民规模接近

6.1 亿人，其中移动网民接近 5 亿人，智能手机已经成为了广大用户上网的主要

载体。而移动网民规模的快速增长，产生了移动应用的庞大需求以及促进互联网

技术飞速进步的巨大助推力。 

最后，由政府建立的统一电召平台用户体验差，不符合市场规律和未兼顾用

户利益。2013 年 3 月 15， 中国交通运输部发布了《关于规范发展出租汽车电召

服务的通知》，2014 年 7 月，中国交通运输部又发布了《关于促进手机软件召

车等出租汽车电召服务有序发展的通知》。该通知呼吁各地主管部门，加强管理

出租车电召服务平台，实现各类召车需求信息统一由电召服务平台运转，在车载

终端进行播报。并同时要求各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监督手机软件召车信息服务商

加强驾驶员终端软件的发放与使用管理，完善管理制度。政府部门希望通过统一

平台的打造，整合电话、APP、网页等三种渠道，为市民提供更有诚信约束的服

务。然而初衷虽好，现实问题却很多。因为技术落后，统一电召平台的人工操作

部分太多，订单流转效率较低，用户等待时间太长，电话订单和手机 App 订单互

通也存在问题，用户体验很差。此外，为了鼓励司机通过电召接单，主管部门提

出加收电召费，试图将成本转嫁给乘客，广大乘客对电召平台并不了解，加价也

并不符合市场规律，在额外收费并没带来更好的体验的情况下，乘客普遍不认可

统一电召平台。根据艾瑞咨询 2013 年的数据，96.4%的司机更倾向于使用手机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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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应用，而不是本地电召平台。移动打车应用以用户为中心的打车应用将司机和

乘客连在一起，继续以用户体验优势和价格优势快速发展。移动打车应用降低了

出租车空驶率，从而提高了出租车的运营效率，对缓解都市交通拥堵起到一定的

作用，促成了更为智能和灵活的城市交通系统。 

3.2.2 发展历程 

移动打车应用自 2011 年开始出现以来，经历高速发展期、激战期和寡头竞

争局面，形成了一家独大的市场格局。2011 年底，摇摇招车成立，这是中国第一

款打车软件；2012 年，快的打车和滴滴打车先后上线；随后，移动打车应用在

2013 年初达到数十款，移动打车应用不断地相互争夺用户，投资公司、互联网

公司纷纷介入移动打车行业。2014 年 1 月起，快的打车和滴滴打车开始了补贴

大战，总计补贴数十亿元。在快的打车和滴滴打车的烧钱攻势下，大部分打车软

件被日益边缘化，同时打车软件在用户中的知名度大大提升，打车市场进入双雄

时代。2015 年 2 月滴滴公司和快的公司合并，滴滴打车和快的打车合并，合并

以后，补贴大战和烧钱竞争结束，共赢发展局面形成。打车应用市场中一家独大

的局面形成，滴滴快的在出租车打车领域的市场份额在 98%以上。2015 年 9 月 9

日，“滴滴打车”更名为“滴滴出行”。2015 年，滴滴出行拿到了上海市交通委颁发

的第一个网络约租车平台经营资格许可。2016 年 8 月，滴滴出行与 Uber 全球达

成了战略合作协议。根据协议，滴滴出行收购优步中国的品牌、业务、数据等所

有在中国大陆运营的资产， Uber 全球和滴滴出行相互持股。中国出租车移动打

车行业形成了滴滴出行一家独大，少量网约车企业艰难生存的格局。2016 年 7

月，中国交通运输部发布了《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该办

法最终确立了网约车的合法地位，使中国成为了第一个正式宣布网约车合法的国

家，中国政府鼓励巡游车企业转型提供网约车服务。至此，中国出租车打车行业

趋于稳定。 

 

表 3.4 中国出租车打车应用发展历程表 

2011-2012 2012-2013 2013-2014 2014-2015 2015-2016 2016 至今 

起步期 快速发展期 激战期 双寡头形成 战略合并 趋于稳定 

2011 年底，中

国首款移动打

车应用-摇摇招

车成立，移动 

2012 年，快

的打车、滴

滴打车等移

动打车应用  

2013 年初，

移动打车

应用功能

达到数十  

2014 年，摇

摇招车淡出

人们视线，

滴滴打车、  

2015 年 2

月，滴滴打

车、快的打

车进行战略 

2016 年 7 月，中

国交通部，发布

《网络预约出租

汽车经营服务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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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4 中国出租车打车应用发展历程表 

打车首先在

一线城市兴

起 

相继上线，移

动打车行业

快速发展 

款，投资公

司、互联网巨

头纷纷介入

移动打车行

业，移动打车

应用开始争

夺用户的大

战。11 月，

快的打车收

购大黄蜂打

车 

快的打车成

为移动打车

领域的双寡

头 

合并；  

2015 年 9 月

滴滴打车更

名为滴滴出

行；  

2015 年 9 月

滴滴快的宣

布完成 30 亿

美元融资 

理暂行办法》 

2016 年 8 月，

滴滴出行收

购 Uber 中国 

 

 

3.2.3 出租车移动打车应用的商业模式 

出租车移动打车应用是连接乘客和司机的服务平台，由乘客发起乘车需求，

需求经过智能叫车系统处理之后生成订单，然后，智能叫车系统将订单推送到司

机端，之后，司机可以抢单，乘客由抢到订单的司机接送，系统会显示乘客的信

息。出租车移动打车应用，解决了原有出租车运营模式的一系列问题，首先，在

叫车时，叫车用户通常在司机的周围，同时司机知道用户的计划路线，司机接乘

客用时短，计划路线符号个人需要，可大大降低出租车的空驶率。其次，在乘车

时，导航提供最优的规划路径，第三方的服务，减少了司机和乘客的争议。再次，

在付款时，移动支付比纸币更为高效，且支付资金通过第三方，多了一份保障，

有利于交易后的任何争议处理。因为空驶率的降低，一定时间内，出租车司机的

效率提高，收入增加。一些叫车平台还提供了乘客加价功能，利用市场原则调整

供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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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出租车移动打车应用的商业模式 

来源：《2013 年中国手机打车应用市场研究报告》艾瑞咨询集团 

3.3 专车（快车）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出行服务的要求也随之增加，同时为了满足供

不应求的出租车出行需求，专车服务应运而生。专车服务产生，源于中高端群体

的出行需要。由于部分城市汽车限购，有车一族也面临汽车限号，所以他们的出

行变得困难，不愿意乘坐公交地铁等公共交通方式，而在路边招手打车也并不容

易。传统出租车的服务质量差，无法满足要求。与此同时，互联网技术不断进步，

智能移动终端逐步普及，GPS 定位系统更为精准，后台调度系统、移动支付终端

普及、大数据技术、在线评价等信用体系逐步实现，所有的这些配套技术也支撑

了专车服务的不断发展。目前，主要的专车平台有 Uber 专车、滴滴专车、神州

专车、易到等，专车服务满足了人们对高品质出行、差异化和多样化服务的需求。

专车业务有着清晰的盈利模式，吸引了移动用车企业的进入。 

3.3.1 发展历程 

2010 年，中国首家专车服务企业易到用车成立，2014 年 7 月和 8 月，快的

和滴滴旗下的一号专车、滴滴专车上线；2014 年 7 月，Uber 正式进入北京市场；

2015 年 1 月，神州租车旗下的神州专车上线。专车服务开始在全国迅速发展起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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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中国专车（快车）发展历程 

3.3.2 运营情况 

乘客通过移动终端发送用车需求，根据位置定位情况，在乘客地理位置附件

的专车司机进行响应。专车的服务提供方并非出租车公司，而是私家车车辆和汽

车租赁公司。与之前出租车服务的单一化现状不同，专车服务的用户可以选择不

同价位和档次的车辆，从而满足不同用户不同层次的服务需求。此外，专车服务

还具有乘客等待时间短，提供优质的服务体验等竞争优势，满足了市民出行方式

的高品质、多样化、差异性的需求。在美国大部分城市，Uber 的平均等待时间

不超过 5 分钟，在中国大城市，滴滴快的、神州专车的等待时间通常不超过 10

分钟。因招手呼叫出租车不确定何时能打到车，高峰时间和极端天气下很难打到

出租车，而专车具有更好的用户体验。此外，专车 App 能够提供乘客司机双向评

价体系，部分专车应用提供乘客上车前通过司机评分选择合适的司机的机会；同

时，很多专车车况较出租车更好，且能够提供包括矿泉水、甚至 WI-FI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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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 中国专车服务运营基本情况 

3.3.3 专车（快车）服务的运营模式 

专车（快车）服务当前主要有 B2C 和 C2C 两种运营模式。C2C 是一种私家

车加盟的轻资产运营模式。C2C 模式下，私家车车主与专车服务平台分成。这种

专车服务模式的运营成本较低，可以迅速扩张，但服务质量难以保证，由于私家

车不具备营运资质，企业所受政策风险较大。代表服务：滴滴快的（快车业务、

部分专车业务）、Uber（人民优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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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 C2C 专车商业模式 

 

B2C 运营模式。B2C 模式下，专车服务商购买汽车，或者通过与租赁汽车的

企业达成协议来获得专属车辆，此外，专车服务商还自行聘请司机，专职司机为

用户提供有关服务。因此，B2C 专车服务商的运营成本较高，成本用于购买或租

赁和维护车辆、支付人员费用等，但是 B2C 模式能保障较好的服务质量。但这

种模式下也存在一定问题：鉴于私家车是挂靠在汽车租赁公司之下，私家车车主

签订劳务合同，那么网络平台、乘客、车主和汽车租赁公司共四方，这四方的责

任主体难以落实、乘客安全和合法权益缺乏保障。代表服务：神州专车、滴滴快

的（部分专车业务）、Uber（部分中高端专车）。中国专车市场的主要竞争者为

滴滴专车（含快的一号专车）、Uber、神州专车以及易到用车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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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 B2C 专车商业模式 

3.3.4 中国主要的专车应用 

 

图 3.8 中国主要专车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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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顺风车（拼车） 

3.4.1 产生背景 

顺风车是个人向个人提供的出行共享服务，通常是指车主在自己出行的同时，

可以顺路带一些同路的人一起上下班、上下学、长途出行、旅游等。乘客通过平

均分摊出行费用得到方便和实惠，同时车主通过赚取一些费用来补贴养车费用。 

较其他共享出行方式，顺风车有较大的价格优势。截至 2017 年 6 月，顺风

车的价格，以北京为例为三公里内起步费 12 元，三公里以上 1.5 元/公里。相比

起步费 14 元+每公里 2.6 元+每分钟 0.6元低速费的专车以及起步价 13元+每公里

2.3 元+1 元燃油附加费的出租车而言更便宜。其目标车主主要是那些有可用车辆

并希望分担油费的私家车主，其目标用户主要是希望较低价格出行且避免公交、

地铁拥堵的上班族。根据普华永道 2017 年 6 月的数据，60%拼车软件用户主要

使用场景为上下班通勤，40% 的用户会会临时出行，近 38%的用户外出游玩（休

闲），因为私家车无法出行的大概占 37%，还有约 36%提到出行转乘，工作时间

内商务外出的情景占比不到 30%。顺风车以分担出行费用为目的；以滴滴顺风车

为例，平台收取每单 5%的服务费作为的佣金。就整个出行市场而言，当前公共

交通、出租车等车辆运力远远无法满足中国强大的市场需求。 

中国一二线城市交通状况恶化，上下班高峰时段拥堵严重；中国一二线城市

限购限行政策抑制私家车出行。公共出行服务供给不足，难以满足出行需求；车

辆购买、使用、保养成本快速提升，车辆出行座位空置，造成资源浪费。把私家

车的余座资源利用起来，无疑是一个很好的市场机会。由于长期使用专车，费用

较高，所以对于普通人来说，顺风车既能满足要求，又能节省成本。此外，日益

走高的油费、停车费，交通拥堵、可能因故（饮酒等）无法开车出行等情况，激

发了拼车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技术保障。移动互联网、智能移动终端

的普及；智能拼车路线算法的系统更新；GPS 定位系统的应用，移动端支付的出

现与普及。  

3.4.2 发展历程 

最早在 2013 年拼车 App 相继出现并在 2015 年迎来快速发展，市场竞争依然

激烈。拼车软件出现以后受到资本市场的青睐，数据显示，仅 2014 年就有超过

20 家拼车 APP 拿到融资，进入 2015 年以后，拼车类应用更是引得互联网巨头逐

鹿中原，纷纷投资或开通相关服务。其中，嘀嗒拼车于 2015 年 5 月获得 1 亿美

元的 C 轮融资；51 用车和天天用车分别于 2015 年 3 月和 4 月获得了百度领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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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万美元 C 轮融资。2015 年 6 月滴滴出行上线顺风车业务，进入拼车市场，滴

滴出行利用 APP 本身的巨大流量不断培育客户。当前市场上，滴滴顺风车、嘀

嗒拼车和天天用车占到市场份额超 90%，拼车市场已进入寡头时代。 

制度方面，拼车领域的政策环境相对宽松。在 2014 年元旦期间，北京市交

通委正式出台《北京市小客车合乘出行的意见》来支持拼车的运作。至此不但拼

车的合法化得到了保护，从政府角度，拼车的环保作用更是得到了认可。但相关

的法规并不完善，政府的支持体现在大方向方面，拼车市场背后依然存在着让人

担忧的诸多行业痛点，比如安全问题、法律纠纷问题、智能匹配问题尚未得到很

好的解决（例如，是否能实时出发？拼到车的概率是多少？寻找拼车对象需要花

费多少时间成本等等），导致顺风车市场发展速度受到一定的限制，但未来拼车

市场将慢慢走向成熟。 

图 3.9 中国移动拼车市场发展历程 

3.4.3 运营模式 

拼车主要针对的群体是大城市的通勤人群，有搭乘需求的乘客提前通过拼车

应用发表自己的乘车需求，说明自己合适需要从何地乘车到何地，附近的车主根

据发布的需求情况，进行抢单。订单分配完成后，乘客和车主按照之前约定的接

送时间和地点进行交易。在搭乘完成以后，乘客通过平台进行付费，此外，车主

和乘客之间可以进行相互评价。拼车定位“共同出行”，采用 C2C 运营模式。拼车

模式是城市交通共享经济的体现，可以有效实现对闲置交通资源的重新分配和剩

余价值的再利用，减少了交通拥堵等。对资源所有者而言，通过共享方式获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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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收入，将沉没成本转变为收益；对资源使用者而言，增加其消费选择，降低服

务使用成本。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很多城市的上班一族上班所需的通勤时

间不但延长。拼车搭乘在节省资源的同时，也可以促进乘客与车主的交流沟通，

实现便捷性和实时性。拼车行为最初只是熟人拼车、线下拼车，随着平台服务的

不但成熟，拼车慢慢发展为线上拼车、移动端拼车的陌生人拼车模式。 

目前，中国移动拼车服务的运营模式已基本趋向一致，各拼车应用主要在用

车体验和附加服务上进行差异化竞争。用车体验上，企业间更多是从适用场景、

价格机制进行优化；附加服务上，企业间更多是从社交上进行优化；拼车服务作

为城市交通 O2O 中的强社交产品，在社交方向有很大想象空间。 

图 3.10 中国典型移动拼车企业服务内容对比 

3.5 移动租车市场 

3.5.1 产生背景 

传统的汽车经营性租赁服务，分为短租和长租。 

短租主要为出差、旅游的用车需求，或因个人原因暂时无法买车但又短时间

内急需用车临时需求。长租主要是企业客户的商用需求较多，或因限购买不上车

的“有照无车”个人用户。经营性租赁一般最少按天起租，相比分时租赁而言，客

户用车时间更长。从使用成本的角度看，一次性需要支付的费用也相比分时租赁

要高出不少。经营性租赁通过向个人和企业提供租车业务，获取租金收益。过去

5 年，中国租赁市场规模不断扩大。2011 年中国租赁市场规模为 281 亿元，而 2016

年中国租赁市场规模为 496 亿元。总体来看，这期间的年复合增长率已经达到了

18%。然而，当前中国租赁行业的渗透率只有 0.4%，对比日本的 2.5%，美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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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韩国的 1.4%和巴西的 1.3%，还较为落后。由于租车具有无须办理保险、

无须年检维修，用户可以把买车、养车的负担转移给汽车租赁公司，并且车型可

以随时更新，减少了消费者购买车辆所带来的无形损耗；同时消费者可以将租车

节约下来的资金用于其他用途或投资，充分提高了资金利用率；再加之不用考虑

限购限号、打车难等诸多问题，越来越多的消费者被汽车租赁服务所吸引。对于

企业用户而言，通过长租可以降低可征税前利润，从而降低赋税。 

汽车的使用需求不断增长，而道路资源和停车资源却十分有限，这中间的供

需矛盾突出。在北京、上海和天津等城市，私家车面临着限购和限行等制度制约。 

互联网技术+移动互联网技术，后台系统智能动态调配技术，基于 LBS 的定

位技术，大数据技术。汽车租赁服务优势明显，市场规模可观，车型可随时更新，

解除检验烦恼，提高资金利用率，提高成本观念。随着国民收入的不断提高，人

们既愿意租车也完全可以承担的其租车的费用。租车市场的规模将不断增长。用

户不必一次性支付如购车费等大笔款项。 可代办相关税务和保险的手续以及付

款业务。发生交通事故时，租赁公司能全力协助。节省养路费、保险费、保养费

以及维修费等。根据实际需求选择不同的车型。用户仅需支付每一次租车的费用。  

随着移动用车市场的发展，基于共享经济理念的 C2C（P2P）租车开始兴起，

PP 租车、宝驾租车、凹凸租车、友友租车等纷纷上线；传统汽车租赁公司神州

租车和一嗨租车，也开始投入大量资金和资源在移动租车上，并开始稳步发展。

移动租车市场主要包括传统 B2C 租车和新兴的 C2C（P2P）租车。这两种租车车

模式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其中传统的 B2C 租车，扩张较慢，而负债率却很

高，利润率较低，属于重资产模式，但这种形式的资产管控能力很强，可以更为

有效地保证所提供服务的品质好和标准化要求。新兴的 C2C（P2P）租车属于轻

资产模式，摆脱了传统租赁的重资产负担，无需进行采购车辆和布局门店，扩张

快同时利润率高，但在线下服务上，服务的质量和标准化还需完善。C2C（P2P）

租车是一种走轻资产路线的租车服务模式，如 PP 租车、凹凸租车等 C2C（P2P）

租车服务平台并不持有车辆，而是通过搭建共享平台为车主和租车用户提供信息

配对，这样不但让私家车提高了车辆的使用率，为车主带来了利润，同时用车人

也可以以相对便宜的价格满足自己的用车需求，可谓一举两得，实现共赢。C2C

（P2P）租车虽然属于租车领域的新兴细分行业，通过个人向个人租赁车辆，出

行平台收取中介费用作为商业模式运营。但是发展情况不容乐观，2016 年 C2C

（P2P）租车出行方式消费金额仅 6 亿元（2016 年出租车行业消费金额为 2313

亿元，专车/快车行业为 270 亿元），载客量仅 100 万人次（2016 年出租车行业

载客量 185 亿人次,专车/快车行业为 15 亿人次）。自 C2C（P2P）车兴起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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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进入门槛低，缺乏监管，同时安全性问题时有曝出，导致租方和借方之间没

有足够的信任度；同时，竞争优势不明显，C2C（P2P）租车虽相比传统租车价

格较低，但相比顺风车、快车等优势不强；用户粘性以及用户再使用的频率都不

高。以神州租车和一嗨租车为代表的传统 B2C 租车市场受到资本的持续青睐。

中国传统租车市场已经有很长的历史，发展较稳定。比如较为典型的神州租车公

司，其在 2007 年上线，并于 2010 年获得联想控股的投资，随后在 2012 年获得

美国华平投资集团 2 亿美元投资，2013 年又获得赫兹的投资，最后在 2014 年申

请在港交所主板上市；一嗨租车 2006 年上线，多次获得高额投资；资本的狂热

说明该模式的前景被看好。2014 年开始新兴 C2C 租车市场，典型企业 PP 租车获

得高额融资。C2C 租车，是通过平台直接连接私家车主的闲置车辆和租车者的用

车需求。私家车主可以在平台上将自己的车辆标价出租，租车者可以搜索查找距

离自己最近的待租车辆并向私家车主发出请求。PP 租车就属于这一模式。2013

年 6 月，PP 租车获得红杉资本领投，清流资本跟投的 1000 万美元 A 轮融资。在

以 C2C 为主要形态的共享经济推动下，C2C 租车的风头盖过了其它新兴行业。 

3.5.2 中国移动租车市场运营模式 

整体来看，租车应用中覆盖率排名第一的是神州租车，其次是 PP 租车、一

嗨租车、宝驾租车，神州租车和一嗨租车都提供长租、短租、自驾、代驾等服务。

传统租车对公司资产有绝对的控制权，提供的服务更全面；C2C 租车是一个平台

式应用，将私家车和用车者联结来，功能也相应较少。就盈利模式而言，分为

B2C 收取用车费，C2C 收取平台服务费。就目前来说，出租车的叫车不向乘客收

取任何信息发布方面的费用，尚无盈利空间。但是出租车叫车使用较为频繁，产

生了巨大的流量，带来了大量的用车需求，这些需求可能会因为无法叫到出租车

而转向专车、拼车、顺风车等领域，而这些服务已经有明确的盈利模式。B2C 模

式收取用车费。以 B2C 模式运营的服务主要盈利来自于乘车收入扣除车队运营

费用（包括司机工资奖金、车辆租赁、折旧维修等费用）。滴滴快的的巴士业务

盈利来自于车票收入、神州专车来自于乘车收入扣除司机工资奖金及车辆维护折

旧费用、神州租车来自于租金收入扣除车辆折旧、维修等费用。C2C 模式收取平

台服务费。以 C2C 模式运营的服务主要盈利来自于收取的平台信息服务费。滴

滴专车（含一号专车）、Uber 专车、拼车、PP 租车、代驾、试驾目前的盈利模

式均是收取一定比例的车费作为平台服务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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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1 移动租车市场分类 

 

图 3.12 传统 B2C 租车与新兴 C2C 租车模式对比 

 

图 3.13 传统 B2C 租车市场发展及融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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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4 新兴 C2C 租车市场发展及融资情况 

图 3.15 主要租车应用软件功能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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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6 各服务盈利模式对比 

3.6 分时租赁 

分时租赁是一种按照租用时间来向个人或企业收取租赁费用的汽车租赁业

务，它是传统经营性租赁的一种新模式，是一种共享模式的短租业务。分时租赁

按照用户用车需求和用车时长进行计费，收费通常以小时和分钟计算。分时租赁

实现了汽车的随取即用，灵活方便。 

分时租赁兴起于上个世纪 90 年代，最早源于美国，经过近 20 年的发展，分

时租赁在欧美国家已经成为一个比较成熟的行业。在美国，知名的四家分时租赁

企业分别是 Zipcar、car2go、Enterprise CarShare 和赫兹，他们占美国整个汽车共

享市场份额的 95%，其中 Zipcar 的市场占有率高达 75%，用户数超过 100 万。

2016 年，美国分时租赁消费金额为 16.4 亿美元，载客量 6500 万人次。但是，美

国最大的分时租赁公司 Zipcar，在成立后的第 12 年才开始首次实现盈利，第 13

年却屈居人下，受人掣肘，被 AVIS 收购。 

分时租赁的消费者包括企业用户和个人用户两类。目前较为代表性的是 B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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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比如微公交、EVCARD（环球车享）、car2go 等。个人分时租赁也广泛存

在于众多场景。比如一、短途家庭出游。分时租赁可以满足无私家车的家庭短途

出游的需要，对他们而言，分时租赁的方式具有私密性、灵活性的特点。二、短

途通勤。一类用户需要在社区、购物中心、公共服务区域固定路线地进行短途通

勤。通勤时间往往是上下班或者周末和节假日。三、大学学生。许多城市的大学

校园往往离城市中心较远，大学区域的公共交通匮乏或者非常拥挤，分时租赁的

方式可以满足大学生外出郊游、购物等出行需求，该部分群体愿意尝试新事物，

对广告和价格也较为敏感，是很有潜力的群体。四、酒店和景点游客。外出旅游

的人群，无法携带个人私家车前往异地，使用习惯上也比较偏好小汽车，出行的

地点集中，路线也相对固定，比如酒店到机场、酒店到景区等。在中国，首汽

Gofun 已经和如家酒店合作，专门为此类旅游用户群提供服务。五、业务群体。

中小企业业务员、销售、摄影记者等业务类群体，该群体因为携带行李较多，路

线周转较多，分时租赁刚好便捷灵活，存放行李方便，很好的解决了他们的困境。

或者政府机构、科技企业等存在一些业务上的接待任务，使用分时租赁也更高效

便捷。 

2010 年以后分时租赁逐步在中国市场上发展起来。到 2016 年初，中国的汽

车分时租赁企业已初具规模。不仅如此，中国的分时租赁市场依然蓬勃发展，增

速迅猛。2010 年以后的中国，新能源汽车开始起步发展。新能源汽车的使用成

本、充电费用、维修成本均比燃油汽车更低，所以，新能源车型成为中国分时租

赁市场的主导车型。企业通过分时租赁的平台，向用户推广自己的新能源车型。

据统计，在中国的分时租赁市场，新能源汽车占到了 95%以上。多家汽车公司均

在布局分时租赁市场，如上汽、北汽、戴姆勒、大众、吉利等。这些企业重点布

局一线和个别二线城市，并逐步涉足三四线城市。截止 2016 年初，中国国内注

册运营的分时租赁的企业数量已经达到 300 多家，其中规模较大的企业有 31 家。

在这 3 家规模较大的企业中，按照企业规模，拥有车辆超过 5000 辆的企业有 3

家，分别为微公交、EVCARD（环球车享）和盼达用车，拥有车辆在 1000-5000

辆之间的企业共有 14 家，分别为一步用车、GreenGo（绿狗租车）、Gofun 出行

等；拥有车辆规模在 500-1000 辆之间的企业有 6 家，包括 TOGO（途歌）、一

度用车、宜维租车等；拥有车辆规模小于 500 辆的企业有 8 家。按照成立时间，

有 10 家企业在 2014 年之前成立； 7 家企业在 2015 年之前成立，14 家在 2016

年及以后成立。按照投放城市，在这 31 家企业中，有 25 家企业选择在省会城市

布局；有 21 家在一线城市进行业务布局，其中 15 家在北京建立网点，在上海、

广州、深圳建立网点的企业分别为 7 家、6 家、6 家。同时，在厦门、青岛、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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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桂林等知名旅游城市布局的分时租赁业务也发展速度。 

由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的出行需求不断增

长，然而，中国的道路资源却相对紧缺，矛盾突出。推进新能源汽车分时租赁这

种共享出行方式，是提升效率，节约资源，环境环境问题的又一个重要模式。因

而，分时租赁业务也在政府的鼓励下享受各项优惠政策。据统计，在中国，2.5

人拥有汽车驾照，但是全国的汽车保有量是 1.8 亿，私家车保有量是 1.2 亿。所

以，持有驾照却并不单独拥有自己的汽车的这部分人群将成为可靠的潜在消费人

群。另一方面，如前文所提，中国的智能手机普及率高，共享性质的分时租赁有

成熟的使用环境和基础技术保障。另外，在中国大数据和云计算的发展迅速，供

需方碎片化资源的资源可以得到有效匹配，移动支付手段和人们的支付习惯已经

成熟。中国的互联网征信体系也在逐步完善中。与传统的租赁汽车相比，分时租

赁在价格、灵活度、便捷程度方面优势明显。根据思略特的调研，消费者对使用

分时租赁服务的意愿较为强烈，已经使用过分时租赁服务的消费者对于增加使用

频次的意愿也非常强烈。与此同时，政府鼓励共享经济和新能源车的发展，鼓励

绿色、低碳出行，人们也需要多种可选的出行方式来满足多样化的出行需求。2016

年 8 月，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办公厅发布了《新能源汽车碳配额管理办法》草案，

2016 年 9 月，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相关部门发布了《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

与新能源汽车积分并行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这些新规都释放了对这

种新形势的分时租赁业务的支持信号。网约车的地方新政也在影响分时租赁业务

的发展，在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网约车司机必须是本地户口和本地牌照，这些

新规制约了网约车的发展，为分时租赁带来了空间。技术的不断提升也将持续提

高分时租赁的便捷性，提升用户体验。使用电力的新能源汽车，成本更为低廉，

企业运营成本减轻。而无人驾驶技术也在不断发展之中，智能自动调度模式的逐

步实现，也为分时租赁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对比美国，中国分时租赁优势更明显。中国在人口集中度、经营性租赁业务

对分时租赁业务的影响、产品定位和客户体验等四方面比美国的分时租赁行业更

有优势。 

首先、中国的人口集中度更高。美国人口分别较为分散，而其人均拥有汽车

量却很高、人口庞大的大型城市相对中国却较少。根据美国人口普查署发布的数

据，2015 年美国超过百万人口的城市只有 10 个，人口数量排名分别是纽约的 855

万人、洛杉矶的 391 万人和芝加哥的 272 万人。人口密度低的城市，去租赁点取

车还车较为不便，使用 Uber 叫车可能更能解决问题。城市内短时分时租赁的市

场需求较低。而中国，人口基数大、人口集中度高密度大。导致分时租赁车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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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效率明显更高。根据《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报告，目前中国人口超过百万

的城市有 142 个之多。car2go 刚进入中国重庆市场后，在短短的 10 个月间，获

得了约 7.8 万用户。 而从用户和车辆比来看，平均每辆 car2go 的车辆会服务至

少 195 个用户，这一比例比甚至远远高于 car2go 全球范围内的用户/车辆比

（157:1）。据估计，在北美某个城市要实现如此体量和规模的用户需要 5 年时

间才能完成。分时租赁概念的快速普及以及高速增长的用车需求，意味着分时租

赁在中国还会有更大的增长空间。 

其次、经营性租赁业务不发达。汽车租赁业在欧美国家已有 100 多年的发展

历史。美国的经营性租赁业务以及非常发达，取还车极其方便，故而留给分时租

赁的市场发展空间变得很有限。与此不同的是，中国的经营性租赁业务不发达，

用车手续复杂、取还车网点不方便、管理不规范、押金退还困难等问题，这些发

展不完善的问题，反而给分时租赁业务发展带来了潜在的机会。 

再次、产品定位相对明确。以美国 Zipcar 为代表的分时租赁公司一心想要代

替传统租车巨头，却忽视了分时租赁代步与通勤的需求本质。Zipcar 平台提供超

过 50 款不同级别的车型，这些车型多以汽油车为主，包括价格昂贵的宝马、奔

驰、重型皮卡等车型。这样高的运营成本，不可避免导致租车价格较高。而中国

目前大多数企业的分时租赁车辆皆为绿色环保的新能源汽车，各分时租赁公司基

本也都采用单一车型。同时，当前中国布局分时租赁的企业，许多都具备主机厂

背景，例如微公交由康迪和吉利合资成立；上汽将自营的 e 享天开和 EVCARD

合并；北汽和富士康合资成立绿狗租车等等。这样的背景，是的车辆成本及运维

成本相对更低。因此，中国的分时租赁车辆的整体费率更低。相比美国的分时租

赁企业，国内分时租赁企业在产品定位上则更加明确，主要专注于短途出行的使

用，比如工作日通勤、休息日城市周边半日短途旅行等。目标群体主要是有用车

需求但可能无法负担一辆车的年轻时尚群体。整齐划一的车队、车辆具备较强的

识别度且切合了绿色环保的理念，更加满足了年轻人追求时尚、个性的需求，同

时又不会在经济上造成困扰。 

最后、客户体验较好。在科技不断发展的今天，美国分时租赁行业虽然以使

用非常便捷自称，但实际上客户体验并不尽如人意。例如从注册、验证到实际可

以用车的时间在 3~7 天；开/关车门依旧需要通过特制的会员卡；用户必须在特

定地点选择特定的车辆，这就意味着当面临之前的用户归还车辆不及时、车辆故

障以及车辆内部环境脏乱差等突发情况时，用户很有可能没有第二个选择。以上

原因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产品使用的便捷性，用户体验并没有官方宣称的那么好。

然而，中国公司更加紧跟科技的前沿，部分分时租赁公司已经在试行在手机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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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注册后，通过例如支付宝芝麻信用凭信用免押金的方式快速进入后续租车环节。

通过扫码取车的方式，免去了类似 Zipcar 需要等待 3~7 天收到专用会员卡才能开

始用车的等待期；统一的车型使分时租赁的客户在面临前一客户无法按时还车、

车辆故障和车辆变脏等突发情况发生时，可以立刻更换另一辆同样车型的汽车，

减少不必要的用车困扰。国家电网支持多种新能源车辆快充服务，20 分钟 20 元

钱左右的价格可快速充满 80%的电池，价格和等待时间都处于客户可以接受的范

围之内。 

但是，与单车租赁不同的是，汽车分时租赁是一种重资产模式，很难快速传

播、高效增长，在中国的发展，也始终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比如，分时租赁发

展虽然态势良好，但是收益问题和运营问题仍较为突出。收益方面，高成本却低

收入。运营成本高而订单不足，运营成本如车辆折旧成本、停车和调度成本、人

工、营销等方面，收益低，分时租赁企业在创业初期以高折扣吸引顾客，低单价

加上低频率导致收入偏低，综上所述，这种低收入高成本的状态致使大部分企业

长期亏损。此外，运营方面，无法拿到足够的租赁牌照导致较短时间内的大规模

扩张遭遇瓶颈。消费者信用方面，目前中国的整车租赁消费者个人信用仍有待提

高，全覆盖的全社会个人信用体系尚未建立起来，导致租赁车辆内卫生状况欠佳，

后期整理保养成本增加。另外，关于交通违章的相关权责制度受到违章通知滞后

性的影响，也还尚未完善，也给企业管理车辆增加了难度。对消费者而言，也存

在着租赁网点分布不够密集，取车距离较远，还车困难等问题。再者，消费者对

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充电问题也普遍存在顾虑。 

3.7 共享单车 

3.7.1 产生背景 

各种形式的汽车共享出行方式极大地丰富了用户的出行选择，但是由于一些

区域限制汽车的通行，用户依然存在“最后一公里”只能考行走的困境。针对这样

的问题，政府很早就开始运营公共自行车，然而由于这种政府布局形式存在取还

车困难的弊端，所以一直发展缓慢，使用人数较少。在这一背景下，摩拜单车、

ofo 共享单车等共享单车平台应运而生，这些模式使用无桩自行车的形式，解决

了用户痛点，受到用户的青睐，填补了市场空白。其中，摩拜单车和 ofo 共享单

车率先从高校校园入手，取得了较大的成功，成为市场的主要参与者。 

共享单车，指在城市、校园等场所提供的自行车共享服务，目前国内首创的

智能共享单车模式指通过 App 寻找车辆，利用扫码等智能方式一键解锁自行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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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后台远程实时监控车辆健康和运营状态的单车智能出行新形式。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被誉为“自行车王国”，单单首都北京的自行车数量就超过了千万辆，

占据人们出行比重的 63%。 后来，随着城市的扩大，人们生活的区域更广，自

行车无法满足人们的出行需求，北京等中国各大城市的自行车出行比重迅速下降。

共享单车的出现让自行车重新回归人们的视线，共享单车和其他出行方式结合之

后，成为城市居民出行的重要的方式之一。共享经济指将现有资源共享给他人，

以提高资源利用率，简而言之，共享经济的理念是“共享而不占有”物物相连的互

联网：在互联网基础上的延伸和扩展，进行信息交换和通信，通过智能感知、识

别技术等通信感知技术，来实现网络融合，提升用户体验。2016 年共享单车在

市场上迅速火爆，与网约车的专车、快车和顺风车相比，共享单车节约用户等车

的时间成本，降低费用。与分时租赁相比，共享单车使用更方便，取还车更灵活，

使用性价比高。目前，中国共享单车用户覆盖率增长迅速，远远超过分时租赁的

用户群体。中国政府和各地方政府对也积极支持共享单车的发展，迅速制定了有

关的管理政策，力争解决居民出行的 “最后一公里”问题。 

3.7.2 共享单车产业链剖析 

共享单车产业的上游是供应商，供应商决定企业的量产能力和迭代更新速度。

共享单车的物流链接问题，以及下游盈利模式问题仍在探索中，如在车身投放广

告、与景点合作等模式，这些模式面临用户体量不足的问题，仍需思考其可行性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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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7 共享单车产业链 

 

目前，中国共享单车的发展也存在着很多问题。在中国，一线城市对单车共

享的需求十分旺盛，但是一线城市的地域容量有限，用车场景同质化，比如大部

分人均是从地铁站骑行至某小区，这些问题就导致，单车数量难以满足要求，而

又很快达到饱和。中国的共享单车正在向三四线城市拓展，但是三四线城市对共

享单车的需求情况仍不明朗。同时，中国的共享单车模式也在逐步向海外扩张，

海外自行车的售价相对中国较为高昂，同时每单单车共享的单价也较高，企业的

盈利也相对更高，这些为中国共享单车前往海外拓展提供了良好的市场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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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中国共享单车的城市布局、使用场景和用户情况 

城市布局 

• 现状 

主要覆盖中国一线城市及部分发达二线城市 

• 特点 

城市用户需求旺盛，以地铁线路发达或全年气候适宜的城市为主 

• 未来发展策略 

对于更低级别城市居民，探索其对共享单车的需求情况；另外，国际市场机会及利润可观，

对国际市场的开发也尤为重要使用场景用户人群 

使用场景 

• 现状 

使用场景相对单调，主要应用于上下班，景区游览、校园代步、休闲娱乐等场景 

• 特点 

解决“最后一公里”的出行问题，使许多尴尬的出行场景变得高效 

顺畅 

• 未来发展策略 

“最后一公里”的出行问题可能在低线城市不具有普适性，拓展共享单车使用场景势在必行 

用户 

• 现状 

主要集中在年轻上班一族、在校大学生等中青年群体 

• 特点 

短途出行中，对自行车的需求明显，且愿意尝试新鲜事物，依赖移动互联网 

• 未来发展策略 

目前首批用户人群范围相对较窄，市场体量有拓展空间，例如，车辆停放、后期维护问题突

出。管理不够精细化，在较短的时间内，虽然单车的数量迅猛增加，但是庞大的自行车数量

也给城市的管理带来了很多问题。因为共享单车是无桩的，故而乱停车的现象屡见不鲜。车

辆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管理。共享单车管理问题凸显，未来需要共享单车企业和政府部门

合作，建立有效机制，引导其更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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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设计和研究方法 

4.1 研究设计的理论依据及哲学基础 

4.1.1 理论依据 

本研究的目的是探究中国 O2O 移动出行行业场域观念制度变革的进程，揭

示 O2O 移动出行行业背后主导的制度逻辑，探索制度逻辑如何通过分类塑造个

体行为主体的认知，从而影响认知合法性，进而推进制度变迁。 

制度逻辑通过社会分层和分类塑造行为主体的认知，从而影响认知合法性，

推进制度变迁。制度逻辑提供一系列现成的分类，使某些主题或现象对个体而言

更突出， 从而是人们对某些活动者、客体和实践更为关注。社会逻辑通过为个

人和组织提供关于身份、动机和行动的词汇表来帮助决定关于过去的哪些方面、

场景更能激发组织的身份、文化和战略的形成。同时，逻辑帮助决定关于主体、

客体实践的分类中哪些被合理地考虑进去，以及这些这些分类的含义如何被理解。

（William Ocasio And Christopher W. J. Steele，2016）。而分类的心理过程通常被

称为“范畴化”Categorization (Ungerer＆ Schmid, 2001:2)。范畴化是人类认知世界

的最基本的途径和方法。束定芳在《认知语义学》一书中说：“范畴化就是把不

同的事物归为同一个类型的过程，或者说，是将不同的事物看作同一类事物的过

程。这是人类认识世界，用语言表达世界的最基本的过程（束定芳，2008）。Lakoff

等人在《女人、火与危险的事物》中强调了范畴化的重要，认为范畴化对于行动、

感知、思维和语言来说，范畴化是最基本的，是人类认知世界的基本手段，是产

生词汇需经历的早期阶段。对某一事物的命名，从一个人开始传给另一个人，因

为事物之间的相似性，某些事物被归为一类。这一命名使用较多以后，便形成了

固定的概念，对一种范畴的概念化之后，便用文字语义表示。也就是说，词汇是

概念化和范畴化的结果(George Lakoff, Mark Johnsen, 2003)。 

4.1.2 哲学基础 

在一段时间里，在社会科学领域包括管理学领域，存在着定性和定量研究的

争议。 传统的社会科学研究被实证主义和新实证主义主导，在方法上强调客观

主义、可复制性、中立性、科学步骤、量化、概括化等。而主导量化研究、假设

检验方法的不足，导致定性研究的不断增加。目前，在美国，定量研究仍然占据

主导地位，而在英国和瑞典的管理学研究领域，定性方法占据上风。Mats Alves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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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Stanley Deetz （2000）以管理学领域的领导力研究为例，指出在领导力研究

中，新实证主义占据主导地位，但是这样的领导力研究有诸多重复和自相矛盾，

而没能带来知识的累积，未能推动该领域的继续发展，发展处更好的更有支撑的

理论。总的来说，定性研究在社会科学领域包括管理学领域不断增加，它为研究

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可能，更为丰富的描述，对观点和意义有更强的敏锐性 (Mats 

Alvesson, Stanley Deetz, 2000: 49-80)。本文将采用质性研究的方法，以期弥补量

化研究对制度逻辑研究的不足。 

不同的研究范式有着不同的哲学基础。下表对主要范式的本体论、认识论和

研究方法进行了归纳。实证主义认为存在可以认识的客观实在，人们可以通过认

识客观规律来认识它。实证主义秉承客观主义的二元论，研究方法主要为定量研

究方法。构建主义，认为现实是相对的，是主客观共同构建和交互影响的结果，

秉承辩证和阐释的认识论，都定性和定量的方法均有采用。批评分析，认为社会

实在是由社会、政治、文化、经济、种族和性别价值观构建的，采用意识形态批

评等批评主义的研究方法 (Egon G. Guba, Yvonna S. Lincoln (Authors), Norman. K. 

Denzin, Yvonna. S. Lincoln (Editors), 2005: 191-215)。 

 

表 4.1 研究范式与哲学基础 

研究范式 本体论  认识论 研究方法和途径 

Positivism 

实证主义 

存在客观实在，人们

能够通过认识客观规

律理解它 

 

二元论，客观主义 

 

实验法，可操作性，假设检

验，事后回溯研究， 

主要为定量的方法 

Constructivism 

建构主义 

相对主义，本土和具

体共同构建的现实 

交互影响和主观主义的

共同创造下的结果，辩证

的，阐释的 

 

访谈，现象学，民族志的案

例研究，传记的，定性和定

量的方法 

Critical Research 

批评分析 

历史现实主义，真正

的实在是被社会、政

治、文化、经济、种

族和性别价值观构建

的，是随时间的发展

而形成的 

交互影响和主观主义的

共同作用，价值调节的结

果，现实的存在由导向的

社会偏见创造，辩证的，

对话的 

历史回顾，意识形态批判，

行动研究批评主义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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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研究思路 

本研究拟从中国 O2O 移动出行行业组织场域中的话语入手，采用

Fairclough( 1989) 的三维分析框架，研究在组织场域中传播的新的概念范畴，从

而揭示该范畴背后的制度逻辑。同时，根据观念范畴的变迁，分析场域观念制度

变革的进程，梳理中国 O2O 移动出行行业制度创业的过程。 

Fairclough 认为，语篇( text)是话语实践( discursive)的产物，这个过程包括语

篇的“生成( production) ”、“传播( distribution) ”和“接受( consumption) ”，所有这

些都是由特定的“社会实践( social practice) ”条件决定的。Fairclough 还提出了批

评话语分析的三个层次:“描写( describe) ”语篇的形式结构特征;“阐释( interpret) ”

语篇与话语实践过程的关系;“解释( explain) ”话语实践过程和它的社会语境之间

的关系 (Norman Fairclough, 1989: 274) (辛斌, 高小丽, 2013: 1-5)。 

根据 Fairclough 的三维分析框架， “描写”层将进行单纯的文本分析，包括对

语言运用、语法、词汇和文本结构的分析，定位在微观层面。随后，本文将对语

言学描述结果进行阐释，分析文本间的互文和话语间性。Fairclough（1995：188）

把语言分析和互文性分析视为语篇分析的两种互补形式，语言分析旨在说明语篇

如何选择使用语言系统，互文分析则说明语篇如何选择使用话语秩序，也就是在

一定的社会语境中，语篇生产者和解释者如何有效使用如体裁、话语、叙事等习

俗化的实践。最后，第三个层面 “解释”，将对新的词语范畴所产生的背景进行

分析，拟结合社会结构的宏观背景来说明范畴化如何体现新的制度逻辑，并最终

对制度创业产生作用的，定位于宏观层面。  

图 4.1 Fairclough 的三维分析框架 （Fairclough，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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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资料来源 

本研究的资料来源有三个方面： 

一、政策法规 

 

表 4.2 中国 O2O 行业政策法规列表 

发布时间 发布机构 文件名称 

2013/3/15 中国交通运输部 关于规范发展出租汽车电召服务的通知 

2013/5/7 

北京市交通委员

会运输管理局 北京市出租汽车电召服务管理试行办法 

2014/5/26 

中国交通运输部

运输司 

关于促进手机软件召车等出租汽车电召服务有序发展的

通知（征求意见稿） 

2014/7/9 

中国交通运输部

运输司 

关于促进手机软件召车等出租汽车电召服务有序发展的

通知 

2015/10/10 中国交通运输部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 

2015/10/10 中国交通运输部 

关于深化改革进一步推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的指导

意见(征求意见稿) 

2016/7/28 中国交通运输部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 

2016/7/28 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深化改革推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 

2016/11/3 中国交通运输部 

关于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者申请线上服务能力认定工

作流程的通知 

2016/11/4 中国交通运输部 网约车监管信息交互平台数据内容 

2016/11/7 中国交通运输部 

关于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车辆准入和退出有关工作流程的

通知 

2016/11/8 中国交通运输部 关于明确网络预约出租汽车服务许可证件式样的通知 

2016/12/28 中国交通运输部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监管信息交互平台总体技术要求（暂

行） 

2017/1/6 中国交通运输部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营服务规范 

2017/1/6 中国交通运输部 巡游出租汽车运营服务规范 

2017/5/22 中国交通运输部 

关于鼓励和规范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发展的指导意见（征

求意见稿） 

2017/6/1 中国交通运输部 关于促进汽车租赁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 

2017/8/3 中国交通运输部 关于鼓励和规范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发展的指导意见 

2017/8/8 中国交通运输部 促进小微型客车租赁健康发展指导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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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业报告 

 

表 4.3 中国 O2O 行业政策法规列表 

发布时间 来源 名称 

2013/10/8 艾瑞咨询集团 2013-年中国手机打车应用市场研究报告 

2014/12/16 TalkingData 2014 年移动打车应用行业报告 

2015/4/20 艾瑞咨询集团 2014-2015 年中国移动出行市场研究报告 

2015/6/23 TalkingData 2015 年热门移动叫车应用盘点 

2015/7/20 TalkingData 2015 年出行 O2O 移动应用行业报告 

2015/8/21 兴业证券 穷则思变、变则通达__上海出租车行业深度研究 

2015/12/17 艾瑞咨询集团 2015 年中国网络约租车服务用户研究报告 

2016/2/29 

国家信息中心分享经

济研究中心 

中国分享经济发展报告 2016 

 

2016/3/18 罗兰贝格 2016 中国专车市场分析报告 

2016/3/22 艾瑞咨询集团 2016 年中国移动端出行服务市场研究报告 

2016/4/27 兴业证券 智慧交通系列报告之一——关键数据解读行业 

2016/5/11 

兴业证券 

 

移动用车系列报告之二__多服务模式发展，塑智慧出行

新方式 

2016/10/8 艾瑞咨询集团 2016 中国网约车新政对市场影响度监测  

2016/10/8 TalkingData 2016 共享单车人群分析报告 

2016/10/8 

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化

研究部 徐清源：中澳网约车合法化进程与治理经验对比 

2016/11/21 

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化

研究部 郝凯：网约车大国怎么做？——中美专车政策漫谈 

2017/1/1 艾瑞咨询集团 2016 年中国高端出行行业案例报告 

2017/1/12 

第一财经商业数据中

心和滴滴出行 

2016 智能出行大数据报告 

 

2017/2/6 

国家信息中心分享经

济研究中心 中国分享经济发展报告 2017 

2017/3/1 艾瑞咨询集团 2017 年一季度中国共享单车行业研究报告 

2017/3/1 TalkingData 共享出行持续繁荣，刚需 or 泡沫？—共享出行行业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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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3 中国 O2O 行业政策法规列表 

2017/3/1 普华永道 汽车分时租赁——发展趋势、商业模式及解决方案 

2017/4/12 罗兰贝格 汽车分时租赁如何在中国获得成功 

2017/5/16 艾瑞咨询集团 2016-2017 中国互联网汽车分时租赁市场研究报告 

2017/6/19 普华永道 共享出行正当时-中国共享汽车现状与趋势 

2017/7/2 兴业证券 共享单车上线，移动物联新场景落地 

2017/7/5 CBNDData 2017 中国共享出行行业大数据观察 

 

三、组织场域中传播的新闻语料。反映关于认知范畴的“共同理解”（认知合

法性，关于社会实在的性质的共同理解）在组织场域中的呈现。 

新闻语料基本情况： 

 发布时间: 2013 年 3 月 6 日—2017 年 8 月 28 日 

 新闻来源： 

（共 120 多家媒体来源） 

中国政府网、中国证券网、中国新闻网、中国网、中国青年报、中国企业家、

中国经营报、中国经济网、经济日报、中国交通运输部网站、中国交通新闻网、

中国广播网、中国产经新闻报、证券时报、证券时报网、证券日报-资本证券网、

证券日报、浙江在线、浙江日报、长城网、映象网、羊城晚报、央视网、央广网、

信息时报、新闻晨报、新浪网、新快报、新京报、新疆晨报、新华网、新华社、

新华日报、消费日报、现代快报、西安晚报、武汉晚报、文汇报、网易、投资者

报、通信信息报、天下网商、腾讯网、钛媒体、搜狐网、四川在线-天府早报、

四川在线-华西都市报、上海证券报、上海商报、上观新闻、商业价值杂志、山

西新闻网、赛迪网、人民网、人民日报、钱江晚报、澎湃新闻网、南京晨报、南

海网-海南日报、南方网、南方日报、南方都市报、每日商报、每日经济新闻、

猎云网、雷锋网、雷帝触网、蓝鲸网、兰州晨报、经济观察网、经济观察报、经

济参考报、京华时报、金羊网-羊城快报、金羊网-新快报、界面、解放日报、环

球企业家、华夏时报、华尔街日报中文网、华尔街见闻、虎嗅网、河南商报、和

讯新闻、杭州日报、国家信息中心网、国际在线、国际金融报、广州日报、光明

网、光明日报、观察者网、福建日报、凤凰网、法治周末、法制晚报、法制日报、

读懂新三板、东南网、东方早报、东方网、第一财经网、第一财经日报、大洋网

-广州日报、大河网、车质网、财新网、财经网、北青网-北京青年报、北京晚报、

北京商报、北京日报、北京晨报、TechWeb、PingWest、IT 时报、CNBETA 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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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世纪经济报道、《财经》杂志、大洋网-广州日报、i黑马、DoNews、36 氪 

 语料字数：597528 字 

 新闻主题列表（参见附录 A） 

4.4 具体分析步骤 

本文拟采用的具体分析步骤如下： 

第一步，根据 Fairclough 的三维分析框架，采用语料库软件 AntConc3.2.0，

进行第一个层次的描述性分析，即“描写( describe) ”。 

首先，从 19 部中国移动出行相关的政策法规和 26 部相关行业报告中，摘取

新的概念范畴词汇，通过合并相近意义的词汇得出分类表。 

其次，使用语料库软件 AntConc3.2.1 对核心词汇进行分析，使用 Concordance

功能，分析词频、词语概念的搭配。 

第二步，按照 Fairclough 的三维分析框架，对描述分析结果进行“阐释

( interpret) ”。使用 Concordance Plot 共显索引/索引定位功能，分析某一新的类属

意义在不同文本间的扩散情况。即文本间，人们对某一事物共同指标达成一致的

情况/程度，信息扩散的程度，也就是，对待新制度形式，共享观念的达成情况。 

根据核心范畴的频次曲线，结合话语实践的情况，分析观念制度的形成过程，

从而解释组织场域中制度创业的进程情况。结合传统的 Cross-period Analyses 把

场域演进的过程分为重要的历史时期。（(Lieberman 2001: 1017）根据 Hoffman 

(1999) Child, Luyuan(2007) 的研究方法，确定促进中国 O2O 移动出行行业制度

系统建立和发展事件和活动，关键事件 and trajectory activities, 从而确定制度的

三大要素形成的时间。关键事件是在一定时间内指定环境中影响制度发展轨迹的

事件。(DiMaggio 1991; Hannan and Freeman 1989; Prechel 2000; North 1990, Child, 

Luyuan 2007) 关键事件如出租车司机罢工等群体性事件、政府听证会、发布交通

行业白皮书，新的立法。关键事件显示了制度发展不同阶段的边界。根据核心范

畴的频次曲线，与该种分类方法进行对比分析，最终确定中国 O2O 移动出行行

业场域变革的核心阶段。 

第三步、 根据 Fairclough 的三维分析框架，对社会宏观背景进行解读，“解

释( explain)”新范畴产生背后的权力和意识形态，深层次的制度逻辑，以及制度

逻辑对制度创业产生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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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研究工具介绍 

研究工具：AntConc 是语料库语言学的一个有力的工具, 为当今的语料库语

言学领域的一个权威软件, 为基于语料库和语料库驱动的研究提供着巨大的支

持。AntConc 是由日本早稻田大学科技学院 Laurence Anthony 编写，是一款跨平

台语料处理软件。该软件具有索引，词表生成，主题词计算，搭配和词族提取等

多种功能。AntConc 的基本功能是从庞大的语料中检索提取某个词语或短语的所

有词条。此外，AntConc 又一大主要功能是根据某个语料库, 统计生成词汇的词

频表。最后，AntConc 可以比较两个不同的语料库, 来探寻主题词, 也就是发现

所研究的语料库中频率超常的词语。但是，计算主题词需要观察语料库

(observedcorpus)和参照语料库(reference corpus)两个对比语料同时进行研究。 

使用AntConc 工具可以对话语文本进行总览式的分析, 例如，使用 Word List 

可以对词频进行排序,一目了然地显示词频; 使用类符型符比 type token 可以判

断所研究的文本的词汇量丰富程度。使用检索功能 concordance 可以将所有包含

被检索词的句子片断罗列出来, 为研究者提供被检索词所处的情景。使用检索情

节 concordance plot 功能，能够直观地再现被检索词在整个文本中的位置和疏密

程度。 

4.6 可信性和可靠性 

本研究的可信性。定性研究的可信性是通过运用合理的实践方法为基础的数

据收集和分析方法来实现。本研究采用语言学基础的话语分析手段，对语料进行

了收集，建立了小型语料库，并借助语料库软件对研究文本进行了分析，具有可

信性。  

本研究的可靠性。定性研究的可靠性体现在决策过程遵守了严格的选择程序。

每一个决策和选择的过程都有可靠的依据支持。整个方法论的决策链清晰，可以

清晰地解释每一个决策的过程，从而保证研究的可靠性。本研究采用了语言学家

Fairclough 的三维分析框架，每一个分析层面由相应的技术手段，整个方法论的

决策链较为清晰，具有可靠性。 

本研究的可验性。定性研究的研究者需要表明，在研究过程中，个人的价值

观和现有知识体系，对其研究设计，方法，数据收集和分析方法的选择产生的影

响。作为一项定性研究，本人的知识体系和价值观对该研究的设计、方法和数据

收集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首先，本人的知识体系，本人的本科和硕士阶段均为英

语语言文学专业，具备基本的语言学知识，能够结合管理学实践进行该项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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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本人的价值观，在搜索新闻语料时，本人在开始阶段采用了关键词搜索的

方式，关键词的选取受制于本人当时对这一事物的的认知和价值判断，这对语料

采集的结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此外，遵循 Fairclough 的三维分析方法，特别是

在第三个层面的分析中，研究者的个人经验，立场和动机等主体性特征有重要的

作用。就个人经验而言，我是一名每天都需要按时上下班的大学行政人员，所以

我曾经使用过各种分享出行方式，滴滴打出租车、快车、专车、共享单车等出行

方式。个人也使用过易到、滴滴、摩拜等多种共享出行软件。对共享出行迅速在

中国发展普及的现象非常好奇，对这一制度创业形式有一定的个人体验，对这些

新的制度形式背后的制度逻辑也有过长时间的思考。另一方面，由于本人在工作

中也时常需要使用这些交通形式出门执行公务、异地出差等，所以在乘坐的路途

中有很多时间和专车、快车、网约的士司机等有关人士进行面对面的交流，这对

本人理解这一制度形式的各个层面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最后，本人在泰国攻读

博士学位，据本人的体验，在泰国的共享出行并没有在中国那么普及。作为高校

的国际交流部门人员，近年来，本人还去过一些东南亚、欧洲和非洲的国家，也

感觉在这些地方的共享出行并不如中国那么如火如荼，所以，探寻中国制度环境

下的这一制度创业形式，也让本人颇为好奇并饶有兴趣。立场上，本人支持共享

出行的发展，觉得这一制度创业形式尽管有一些问题，但是总体而言很有意义。

从动机上来讲，研究这一议题能够帮助本人完成博士学业，同时也给泰国的共享

出行行业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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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质性分析的结果 

前文首先从从 19 部中国移动出行相关的政策法规和 26 部相关行业报告中，

摘取新的概念范畴词汇，通过合并相近意义的词汇得出分类表。其次，使用语料

库分析软件 AntConc3.2.1 对核心词汇进行分析，使用 Concordance 功能，分析词

频、词语概念的搭配情况。使用 Concordance Plot 共显索引/索引定位功能，分析

某一新的类属意义在不同文本间的扩散情况。即文本间，人们对某一事物共同指

标达成一致的情况/程度，信息扩散的程度，也就是，对待新制度形式，共享观

念的达成情况。第二步，根据 Fairclough 的三维分析框架，对描述分析结果进行

“阐释( interpret) ”。 根据核心范畴的频次情况，结合话语实践的情况，分析观念

制度的形成过程，从而展示组织场域中制度创业的进程情况。参考传统的

Cross-period Analyses 把场域演进的过程分为重要的历史时期（(Lieberman 2001: 

1017）， 根据 Hoffman (1999) Child, Luyuan(2007) 的研究方法，确定促进中国

O2O 移动出行行业制度系统建立和发展事件和活动，关键事件 trajectory activities, 

从而确定制度的三大要素形成的时间。关键事件是在一定时间内指定环境中影响

制度发展轨迹的事件。(DiMaggio 1991; Hannan and Freeman 1989; Prechel 2000; 

North 1990, Child, Luyuan 2007) 关键事件如出租车司机罢工等群体性事件、政府

听证会、发布交通行业白皮书、新的立法。关键事件显示了制度发展不同阶段的

边界。通过以上分析，最终确定中国 O2O 移动出行行业场域变革的核心阶段。

第三步、根据 Fairclough 的三维分析框架，对社会宏观背景进行解读，“解释

( explain)”新范畴产生背后的权力和意识形态，深层次的制度逻辑，以及制度逻

辑对制度创业产生的作用。下面，将从三个方面展示分析的结果。 

5.1 描述性分析结果—描写 

5.1.1 新的概念范畴词汇表 

本研究首先梳理了 19 部中国移动出行相关的政策法规和 26 部相关行业报告

中新的概念范畴，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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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中国移动出行行业中新的政策法规核中的核心概念 

来源 概念 定义与解释 

交通运输部关于

促进手机软件召

车等出租汽车电

召服务有序发展

的通知（征求意见

稿） 

 

出租汽车电

召服务 

根据乘客通过电讯、网络等方式提出的预约要求，按照约定时

间和地点提供的出租汽车运营服务，包括人工电话召车、手机

软件召车、网络约车等多种服务方式。 

手机软件召

车服务 

是近年来软件技术、移动互联网技术与出租汽车行业深度融合

形成的新兴服务模式。 

人工电话召

车 

可为不使用手机软件召车的乘客提供基本电召服务，有利于保

障更多群众便利出行。 

关于促进手机软

件召车等出租汽

车电召服务有序

发展的通知 

出租汽车电

召服务 
包括人工电话召车、手机软件召车、网络约车等多种服务方式。 

手机软件召

车 

能够为乘客提供高效便利出行服务，有利于提高服务效率和服

务水平 

人工电话召

车 

能够为不使用手机软件召车的乘客提供基本电召服务，可有效

保障群众公平享有便利出行服务 

关于深化改革进

一步推进出租汽

车行业健康发展

的指导意见(征求

意见稿) 

 

出租汽车 

包括巡游出租汽车和预约出租汽车。是城市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的组成部分，是城市公共交通的补充，为社会公众提供个性化

运输服务。 

 

巡游出租汽

车 

巡游出租汽车喷涂、安装明显的巡游出租汽车专用标识，可在

道路上巡游揽客、站点候客；可通过电信、互联网等方式提供

运营服务。 

 

预约出租汽

车 

包括网络预约出租汽车和电话预约出租汽车等形式，具有预约

出租汽车专用标识，不得巡游揽客，只能通过预约方式提供运

营服务。 

网络预约出租汽

车经营服务管理

暂行办法（征求意

见稿） 

网络预约出

租汽车经营

服务 

是指以互联网技术为依托构建服务平台，接入符合条件的车辆

和驾驶员，通过整合供需信息，提供非巡游的预约出租汽车服

务的经营活动。 

网络预约出

租汽车经营

者 

是指构建网络服务平台，从事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的企

业法人。 

 

 

出租汽车 
是城市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组成部分，是城市公共交通的补

充，为社会公众提供个性化运输服务。出租汽车服务主要包括

巡游、网络预约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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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深化改

革推进出租

汽车行业健

康发展的指

导意见 

 

 

私人小客车

合乘 

也称为拼车、顺风车，是由合乘服务提供者事先发布出行信息，出行

线路相同的人选择乘坐合乘服务提供者的小客车、分摊部分出行成本

或免费互助的共享出行方式。私人小客车合乘有利于缓解交通拥堵和

减少空气污染，城市人民政府应鼓励并规范其发展，制定相应规定，

明确合乘服务提供者、合乘者及合乘信息服务平台等三方的权利和义

务。 

网络预约出

租汽车经营

服务管理暂

行办法 

网约车经营

服务 

是指以互联网技术为依托构建服务平台，整合供需信息，使用符合条

件的车辆和驾驶员，提供非巡游的预约出租汽车服务的经营活动。 

网络预约出

租汽车经营

者（网约车平

台公司） 

是指构建网络服务平台，从事网约车经营服务的企业法人。 

私人小客车

合乘 
也称为拼车、顺风车，按城市人民政府有关规定执行。 

巡游出租汽

车运营服务

规范 

 

巡游出租汽

车运营服务 

可在道路上巡游揽客、站点候客，喷涂、安装巡游出租汽车标识，以

七座及以下乘用车和驾驶劳务为乘客提供出行服务，并按照乘客意愿

行驶，根据行驶里程和时间计费的经营活动。 

 

巡游出租汽

车经营者 

依法取得巡游出租汽车客运经营资格、提供巡游出租汽车运营服务的

企业或个人 

巡游出租汽

车车辆 
依法取得《巡游出租汽车运输证》的车辆 

巡游出租汽

车驾驶员 
依法取得《巡游出租汽车驾驶员证》的驾驶员 

巡游出租汽

车服务人员 
直接或间接为乘客提供巡游出租汽车运营服务的人员 

巡游出租汽

车电召服务 

根据乘客通过电信、互联网等方式提出的服务需求，按照约定时间和

地点提供的巡游出租汽车运营服务 

巡游出租汽

车服务站点 
有明显标志，允许巡游出租汽车停靠、候客、载客的场所 

待租 巡游出租汽车可提供载客服务的状态ꎬ 运营标志显示“空车”字样 

暂停运营 巡游出租汽车不提供载客服务的状态ꎬ 运营标志显示“暂停”字样 

议价 巡游出租汽车驾驶员与乘客协商收费的行为 



 

 
77 

续表 5.1 中国移动出行行业中新的政策法规核中的核心概念 

 
 

拒载 

在待租状态下，巡游出租汽车驾驶员在得知乘客去向后，拒绝提供

服务的行为；或者巡游出租汽车驾驶员未按承诺提供电召服务的行

为 

 
出租汽车运

营服务 

以七座及以下乘用车和驾驶劳务为乘客提供出行服务并按乘客意

愿行驶根据行驶里程、行驶时间或约定计费的运输经营活动 

（对 2013 年版定义作了更改）（出租汽车运营服务，以小型营运

客车和驾驶劳务为乘客提供出行服务，并按乘客意愿行驶，根据行

驶里程或者行驶时间计费的运输经营活动。 

网络预约出

租汽车运营

服务规范 

出租汽车运

营服务 

以七座及以下乘用车和驾驶劳务为乘客提供出行服务并按乘客意

愿行驶根据行驶里程、行驶时间或约定计费的运输经营活动 

（对 2013 年版定义作了更改）（出租汽车运营服务，以小型营运

客车和驾驶劳务为乘客提供出行服务，并按乘客意愿行驶，根据行

驶里程或者行驶时间计费的运输经营活动。 

 

网络预约出

租汽车运营

服务 

企业以互联网技术为依托构建服务平台，并通过网络服务平台接受

约车人预约请求，使用符合条件的车辆和驾驶员，提供不在道路上

巡游揽客、站点候客的出租汽车运营服务 

网络预约出

租汽车经营

者 

从事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的企业法人 

网络预约出

租汽车 
依法取得«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的车辆 

网络预约出

租汽车驾驶

员 

依法取得«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的驾驶员 

 约车人 向网络服务平台发送预约用车请求的人，可以不是乘客本人 

 

 

即时用车服

务 

约车时间与车辆按约定到达上车地点时间的间隔不大于 30min 的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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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单 

约车人通过网络服务平台，向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者提出的用

车需求信息 

 

派单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者接到订单后，根据约车人需求及所处位

置等信息，指派相应驾驶员和车辆提供网络预约出租汽车服务的

行为 

 

抢单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接到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者推送的

订单后，根据自身情况应答接单的行为 

 

甩客 

运营途中，未经约车人或乘客同意，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无

正当理由擅自中断载客服务的行为 

 

乘客爽约 

乘客未按约定乘坐预约车辆，且未提前告知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

营者或驾驶员的行为 

关于鼓励

和规范互

联网租赁

自行车发

展的指导

意见（征求

意见稿） 

 

互联网租赁自

行车（俗称“共

享单车”）/分时

租赁营运非机

动车 

是移动互联网和租赁自行车融合发展的新型服务模式。是分时租

赁营运非机动车，是城市绿色交通系统的组成部分，是方便公众

短距离出行和公共交通接驳换乘的重要方式。 

关于促进

汽车租赁

业健康发

展的指导

意见（征求

意见稿） 

 

汽车租赁 汽车租赁是指在约定时间内汽车租赁经营者将租赁车辆交付承

租人使用，收取租赁费用，不提供驾驶劳务的经营方式。 

 

汽车租赁车辆 
是汽车租赁经营者提供车辆租赁服务以获取利润为目的而使用

的机动车, 应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规定到公安机关办理

登记。 

 

 

分时租赁, 也称

为汽车共享， 

是以分钟或小时等为计价单位，使用 9 座及以下小型客车，利用

移动互联网、全球定位等信息技术构建网络服务平台，为用户提

供自助式车辆预定、车辆取还、费用结算为主要方式的汽车租赁

服务，是传统汽车租赁业在服务模式、技术、管理上的创新，改

善了用户体验，为城市出行提供了一种新的选择，有助于减少个

人购车意愿，一定程度上缓解城市私人小汽车保有量快速增长趋

势以及对道路和停车资源的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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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鼓励和规范

互联网租赁自行

车发展的指导意

见 

互联网租赁自行车

（俗称“共享单

车”）/分时租赁营运

非机动车 

是移动互联网和租赁自行车融合发展的新型服务

模式，是分享经济的典型业态。是分时租赁营运非

机动车，是城市绿色交通系统的组成部分，是方便

公众短距离出行和公共交通接驳换乘的交通服务

方式。 

促进小微型客车

租赁健康发展指

导意见 

小微型客车租赁 

是指在约定时间内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者将小微

型客车交付承租人使用，收取租赁费用，不提供驾

驶劳务的经营方式。 

租赁车辆 

是汽车租赁经营者提供车辆租赁服务以获取利润

为目的而使用的机动车，应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技

术标准规定到公安机关办理登记。 

分时租赁, 俗称汽

车共享 

是以分钟或小时等为计价单位，利用移动互联网、

全球定位等信息技术构建网络服务平台，为用户提

供自助式车辆预定、车辆取还、费用结算为主要方

式的小微型客车租赁服务，是传统小微型客车租赁

在服务模式、技术、管理上的创新，改善了用户体

验，为城市出行提供了一种新的选择，有助于减少

个人购车意愿，一定程度上缓解城市私人小汽车保

有量快速增长趋势以及对道路和停车资源的占用。 

 

表 5.2 中国移动出行行业报告中新的概念范畴 

序号 来源 词汇 

1 

2013/10/8 手机打车、手机打车应用、手机打车企业、手机打车

运营商、打车移动应用、第三方打车应用、打车 APP

企业、手机应用叫车、接头拦车、用户、用户端、司

机端、客户端、派单、抢单、LBS 类应用、电召服务

平台、立即叫车、现在用车、预约叫车、预约用车、

加价叫车、O2O 应用服务、智慧交通、车联网应用 

艾瑞咨询集团《2013

年中国手机打车应

用市场研究报告》 

 

2 

2014/12/16 
移动打车应用、移动打车市场、移动打车行业、移动

打车领域、移动打车软件、移动打车用户、LBS、打

车应用、补贴、价格补贴战、统一电召平台、出租汽

车手机电召、出租车驾驶员、手机叫车终端、智能叫

车系统、加价模式、司机端、抢单、打车需求、发送

打车需求、派送订单、订单、用户覆盖量、用户覆盖

区域、用户活跃量、用户使用频次、用户黏性、移动

支付、打车业务、商务租车领域、租车业务、O2O

入口 

TalkingData 

2014 年移动打车应

用行业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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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15/4/20 

移动出行、移动出行用户、移动出行市场、移动出

行应用厂商、移动出行应用用户、移动专车、移动

商务专车、移动专车应用、网络专车市场、黑车、

私家车载客、移动专车市场、打车应用、打车应用

市场、出租车打车应用市场、运营商、出租车公司、

出租车司机、打车软件、第三方支付、私家司机、

私家车车主、平台、劳务派遣公司、汽车租赁公司、

用户教育、用户习惯、移动支付、出租车类打车应

用、专车类应用、出租车乘客、专车乘客、价格敏

感度、使用黏性、O2O 营销、移动拼车、拼车应用、

租车应用、商务专车、出租车类打车应用、移动打

车、移动专车、移动拼车、汽车共享、轻资产模式、

重资产模式 

 

艾瑞咨询集团 

 

2014-2015 年中国

移动出行市场研究

报告 

 

 

4 

2015/6/23 

移动叫车应用、打车应用、专车应用、叫车应用、

打车、专车、顺风车、预约专车、即时呼叫、接送

机、预约用车、日租车 

TalkingData 

2015 年热门移动叫

车应用盘点 

 

 

 

5 

 

2015/7/20 

出行 O2O 移动应用行业、移动出行 O2O 用户、拼

车、租车、代驾、专车、综合打车、出行 O2O 市

场、出行 O2O 应用、出行 O2O 用户、出行应用、

覆盖量、活跃率、使用率、出行企业、顺风车、快

车、出租车、专车、拼车 O2O、租车 O2O、代驾

O2O、专车 O2O、综合打车 O2O、传统 B2C 应用、

传统 B2C 应用移动端迁移、P2P 租车 

TalkingData 

2015年出行O2O移

动应用行业报告 

 

 

 

6 

2016/2/29 

共享经济、移动支付、基于位置的服务 LBS、产品

分享、智能出行、交通分享、打车软件、配驾专车、

拼车（顺风车）、租车自驾、代驾、巴士、P2P、

B2C 

国家信息中心分享

经济研究中心 

中国分享经济发展

报告 2016 

 

 

7 

2016/3/18 
专车市场、网络约租车市场、专车类、非专车类网

络约车、专车供应量、专车、非专车、出租车、私

家车、个人租赁车、公司租赁车、黑车、自有车、

拼车、快车、C2C 网络约租车品台、补贴战、巡游

出租车、差异化经营 

罗兰贝格 Roland 

Berger 

2016 中国专车市场

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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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2 中国移动出行行业报告中新的概念范畴 

 

 

 

8 

2016/3/22 
移动端出行、移动端出行服务行业、移动端专车（快

车）市场、移动端拼车市场、移动端租车市场、移

动端出行服务用户、移动出行服务市场、租车网站、

租车、拼车、代驾、顺风车、出租车、出租车约车、

专车（快车）、巴士、专车（快车）市场 

艾瑞咨询集团 

2016 年中国移动端

出行服务市场研究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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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4/27 

智慧交通、移动用车、专车、拼车、租车等细分行

业、O2O 服务、出租车打车、专车（快车）、移动

拼车、移动租车市场、B2C 专车商业模式、C2C 专

车商业模式、出租车打车、移动打车平台、移动用

车服务用户、出租车打车应用、B2C 租车市场、C2C

租车市场、租车应用 

兴业证券《智慧交

通系列报告之一

——关键数据解读

行业》 

2016/5/11《移动用

车系列报告之二__

多服务模式发展，

塑智慧出行新方

式》 

 

 

10 

2016/10/8 

TalkingData 共享单车、共享经济、市政单车、打车、专车、拼

车、租车、代驾、巴士、单车 2016 共享单车人群

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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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1 艾瑞咨询

集团 

高端出行、移动端出行服务行业、出行服务行业、

移动出行服务行业、租车、巴士、拼车、顺风车、

试驾、代驾、出租车、专车（快车）、共享单车、

分时租赁、专车用户 

2016 年中国高端出

行行业案例报告 

 

 

12 

2017/2/6 国家信息

中心分享经济研究

中心 分享经济、网约车、专车新政、租车、大巴、电动

车、停车、单车分享 

中国分享经济发展

报告 2017 

 

 

 

13 

 

2017/3/1 艾瑞咨询

集团 

共享单车、共享单车行业、共享单车市场、共享单

车用户、网约车、最后一公里、物联网、智能感知、

识别技术、通信感知技术、在线出行服务行业、线

下重资产+线上服务、互联网+共享经济/轻资产重

服务、PC 端、移动端、租车、拼车、代驾、出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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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2 中国移动出行行业报告中新的概念范畴 

 

2017 年一季度中国

共享单车行业研究

报告 

车、专车（快车）、分时租赁、共享单车、智能手

机、共享单车产业链、GPS 智能锁、智能定位系统、

精细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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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3/1 

共享出行、服务共享、综合打车、拼车、代驾、巴

士、硬件共享、租车、共享单车、共享汽车、网约

车、租车、出租车、公交车、巴士、自驾、自行车、

摩托车、一站式出行服务 

TalkingData 

共享出行持续繁

荣，刚需 or 泡沫？

——共享出行行业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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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4/12 

汽车分时租赁、智能出行、出租车或专车的替代方

案、政府对汽车分时租赁的补贴、供应商、政府、

本地合作伙伴、汽车分时租赁服务供应商、分时租

赁车辆 

罗兰贝格 Roland 

Berger 

汽车分时租赁如何

在中国获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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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5/16 艾瑞咨

询集团 互联网汽车分时租赁市场、互联网汽车分时租赁市

场用户、共享汽车、新能源汽车、新能源汽车共享

平台 

2016-2017 中国互

联网汽车分时租赁

市场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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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6/19 共享出行、顺风车、网约车、分时租赁、P2P 租车、

传统经营性出租车、共享单车、共享汽车、出租车

预约、网络叫车、共享私家车预约（快车/专车业务）、

私家车顺利搭乘（顺风车/拼车业务）、P2P 租车、

出租车、网约专车/快车、经营性租赁、分时租赁、

顺风车（拼车）、P2P 租车 

普华永道、 

共享出行正当时-中

国共享汽车现状与

趋势 

 

表 5.3 梳理后的的核心词汇表 

类别 词条 

出行方式 

共享出行 

分享、共享 

LBS 

智慧交通、智能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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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3 梳理后的的核心词汇表 

 智能出行、智慧出行 

出租汽车类 

出租汽车 

传统经营性出租汽车 

出租汽车运营服务 

电召类 

电召 

电召平台 

电话约车 

出租汽车电召服务 

电调平台 

人工电话召车 

手机召车类 

手机软件召车 

移动用车 

移动叫车 

移动出行 

手机打车 

手机叫车 

手机软件召车服务 

手机召车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类 

预约出租汽车 

网络预约 

网约车 

网络叫车 

网络约车 

打车软件 

打车应用 

打车 App 

软件约车 

App 约车 

预约用车 

预约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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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3 梳理后的的核心词汇表 

 

网约车平台公司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 

网约车经营服务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者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营服务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 

巡游出租汽车类 

巡游 

巡游出租汽车 

巡游出租汽车驾驶员 

巡游出租汽车经营者 

巡游出租汽车服务人员 

巡游出租汽车电召服务 

扬招打车 

招手打车 

巡游出租汽车服务站点 

巡游出租汽车车辆 

私家车类 

私家车 

私家车载客 

私家车预约 

拼车类 

私人小客车合乘 

拼车 

顺风车 

专车类 
专车 

快车 

共享单车类 

互联网租赁自行车 

共享单车 

经营性租赁 

分时租赁营运非机动车 

共享汽车类 
小微型客车租赁 

分时租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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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3 梳理后的的核心词汇表 

 

租赁车辆 

新能源汽车 

汽车租赁 

共享汽车 

汽车共享 

租车类 
P2P 租车 

C2C 租车 

代驾类 代驾 

巴士类 共享巴士 

5.1.2 词汇的 Concordance 分析结果 

本研究通过检索功能 concordance，具体分析梳理后的的核心词汇表在整个

语料中的词频及词语所处的话语环境，具体结果如下： 

首先，通过分析词频，对前文梳理出的核心词汇表进行了排序、归纳和整理，

对词频较低的词汇进行了剔除，得到了以下词频表。 

 

表 5.4 核心词汇的词频表 

位次 词频 词条 位次 词频 词条 位次 词频 词条 

1 1987 专车 14 254 快车 27 87 
互联网租赁 

自行车 

2 1747 网约车 15 253 P2P 租车 28 78 手机叫车 

3 1508 出租汽车 16 233 巡游 29 78 巡游出租汽车 

4 1178 打车软件 17 200 汽车租赁 30 71 
出租汽车 

电召服务 

5 954 共享 18 194 分时租赁 31 69 网络约车 

6 504 
预约出租 

汽车 
19 117 打车 App 32 65 移动出行 

7 490 网络预约 20 111 打车应用 33 57 汽车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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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4 核心词汇的词频表 

8 459 电召 21 102 租赁车辆 34 50 手机软件召车 

9 459 私家车 22 99 分享 35 43 
私人小客车 

合乘 

10 438 
网络预约 

出租汽车 
23 96 

小微型客车 

租赁 
36 41 手机召车 

11 345 共享单车 24 92 电召平台 37 36 共享出行 

12 324 拼车 25 89 手机打车 38 36 新能源汽车 

13 306 顺风车 26 89 共享汽车 39 34 电调平台 

5.1.2.1 出租车移动打车类范畴的分析结果 

根据整理后的核心词汇表，本文对其中词频较高最具代表性的意义类属进行

了进一步的分析。首先是核心词汇的 concordance 检索结果。 

 

图 5.1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在语料库中的 concordance 检索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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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 “网约车”在语料库中的 concordance 检索结果. 

 

图 5.3 “网络约车”在语料库中的 concordance 检索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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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词频数 Concordance hits 为 438，第一次出现在语料中的

位置是 2015 年 6 月 5 日发表于《新浪科技》题为《国家专车新规月内出台 车辆

与平台均须运营资格》中首次出现。“网约车”词频数 Concordance hits 为 1747，

第一次出现在语料中的位置是 2014 年 5 月 29 日发表于《兰州晨报》，题为《“滴

滴”、“快的”即将“被收编”?》首次被提及。“网络约车”词频数 Concordance hits 为

69，第一次出现在语料中的位置是 2013 年 4 月 28 日发表于《中国广播网》，题

为《打车应用走入政策困境:"加价叫车"或被叫停》首次被提及。 

5.1.2.2 专车（快车）类范畴的分析结果 

“专车”的词频数 Concordance hits 为 1987，是所有新词范畴中词频最高的一

个。第一次出现在语料中的位置是 2014 年 4 月 3 日发表于《新浪科技》，题为

《快的嘀嘀打车鏖战 Uber 隔岸观火》的文章中首次被提及。“快车”词频数

Concordance hits 为 254，第一次出现在语料中的位置是 2015 年 5 月 20 日发表于

《证券日报-资本证券网》，题为《滴滴快的合并后再遇"强敌" "零首付”"强势搅

局》的文章。 

 

图 5.4 “专车”在语料库中的 concordance 检索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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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5 “快车”在语料库中的 concordance 检索结果. 

5.1.2.3 顺风车（拼车）类范畴的分析结果 

图 5.6 “顺风车”在语料库中的 concordance 检索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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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风车”的词频数 Concordance hits 为 306，第一次出现在语料中的位置是

2013 年 4 月 17 日发表于《新浪科技》，题为《打车 App 商业模式：困境与展望》

的文章中。“拼车”的词频数 Concordance hits 为 324，第一次出现在语料中的位置

是 2013 年 4 月 12 日发表于《浙江商报》，题为《“快的打车”引争议》的文章中。 

 

图 5.7 “拼车”在语料库中的 concordance 检索结果. 

 5.1.2.4 移动租车类范畴的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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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8 “P2P 租车”在语料库中的 concordance 检索结果. 

 

图 5.9 “汽车租赁”在语料库中的 concordance 检索结果. 

 

“P2P 租车”的词频数 Concordance hits 为 253，第一次出现在语料中的位置是

2011 年 10 月 19 日发表于《腾讯科技》，题为《Getaround 证明了 P2P 租车模式

的可行性》的文章中。“汽车租赁”的词频数 Concordance hits 为 200，第一次出现

在语料中的位置页是 2011 年 10 月 19 日发表于《腾讯科技》，题为《Getaround

证明了 P2P 租车模式的可行性》的文章中。 

5.1.2.5 分时租赁（共享汽车）类范畴的分析结果 

“分时租赁”的词频数 Concordance hits 为 194，第一次出现在语料中的位置是

2015 年 10 月 19 日发表于《新浪科技》，题为《首汽租车完成 1.2 亿美元 A 轮融

资 用于车队扩张》的文章中。“共享汽车”的词频数 Concordance hits 为 89，第一

次出现在语料中的位置页是 2016 年 8 月 2 日发表于《新浪财经》，题为《滴滴

优步宣布合并 易到正面 PK 滴滴优步》的文章中。“小微型客车租赁”的词频数

Concordance hits 为 96，第一次出现在语料中的位置是 2017 年 8 月 8 日发表于《上

观新闻》，题为《“共享汽车”新规发布，哪些变化需注意？》的文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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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0 “分时租赁”在语料库中的 concordance 检索结果. 

图 5.11 “共享汽车”在语料库中的 concordance 检索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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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2 “小微型客车租赁”在语料库中的 concordance 检索结果. 

5.1.2.6 共享单车类范畴的分析结果 

图 5.13 “共享单车”在语料库中的 concordance 检索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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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4 “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在语料库中的 concordance 检索结果. 

 

“共享单车”词频数 Concordance hits 为 345，第一次出现在语料中的位置是

2015 年 10 月 14 日发表于《山西新闻网》，题为《跃然青春 与 P8 青春版共享

绿色校园》首次被提及。“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词频数 Concordance hits 为 87，第

一次出现在语料中的位置是 2017 年 5 月 23 日交通运输部《关于鼓励和规范互联

网租赁自行车发展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有关情况》中首次被提及。 

5.1.3 小结 

第一维度，本文首先分析了 9 部中国移动出行相关的政策法规和 26 部相关

行业报告，从中梳理出中国移动共享出现行业的新的概念范畴，然后通过自建的

新闻语料的词频分析，归纳排序出在中国移动共享出现行业公共话语体系中传播

较为广泛的核心词汇表。然后，本文对其中词频较高最具代表性的意义类属进行

了进一步的分析。归纳了“出租车移动打车类范畴”、“专车（快车）类范畴”、“顺

风车（拼车）类范畴”、“移动租车类范畴”、“分时租赁（共享汽车）类范畴”以及

“共享单车类范畴”共 6 大类意义类属，并分别对这 6 大意义类属中词频排位最高

的 14 个核心词进行了 concordance 分析，呈现了这 6 大意义类属的 14 个核心词

汇在中国移动共享出现行业公共话语体系中传播的频次情况，以及首次出现的位

置和时间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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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第二维度分析结果—阐释 

5.2.1 出租车移动打车类范畴的分析结果 

5.2.1.1 出租车移动打车类范畴的 concordance plot 分析结果 

出租车移动打车类范畴的核心词汇，“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网约车”以及“网络

约车”在语料库中的 concordance plot 分析结果见附录 B。 

分析结果表明，“网络约车”这个词最早出现，时间为 2013 年 4 月 28 日《中

国广播网》题为《打车应用走入政策困境:"加价叫车"或被叫停》的文章中。 “网

约车”出现在 2014 年 5 月 29 日发表于《兰州晨报》的《“滴滴”、“快的”即将“被

收编”?》。“网约车”这个词汇出现后，其各个阶段的词频均远高于“网络约车”。 “网

络约车”这种提法在 2016 年 9 月之后鲜有出现，而“网约车”在 2016 年 9 月份以

后，出现的频次稳定，说明“网约车”逐步取代了“网络约车”的说法，成为一个普

遍的用法。“网络预约出租汽车”出现的时间较晚，第一次出现在语料中的位置是

2015 年 6 月 5 日发表于《新浪科技》题为《国家专车新规月内出台 车辆与平台

均须运营资格》的文章，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话语碰撞之后，出现的一个比较官方

和完整的提法，并在 2016 年 9 月以后以较为稳定的词频，广泛被接受。 

从 concordance plot 分析的词语分布情况来看，有四个明显的时间节点。一、

三个词语分别首次出现的时间；二、2015 年 10 月；三、2016 年 7 月；四、2017

年 7 月。如图 5.4 所示，在这四个时间节点，词语集中出现并被广泛讨论。而“网

络约车”在第四个时间节点 2017 年 7 月已经消失，被“网约车”正式取代。 

 

表 5.4 出租车移动打车类范畴时间节点与词频表 

  网约车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 网络约车 

时间 词频 

占总词频 

百分百 词频 

占总词频 

百分百 词频 

占总词频 

百分百 

2015 年 10 月 111 6% 291 66% 39 57% 

2016 年 7 月 313 18% 46 11% 6 9% 

2017 年 7 月 346 20% 27 6% 0 0% 

5.2.1.2 出租车移动打车类范畴的互文分析 

1969 年 Kristeva 在《符号学：符义解析研究》中提出了互文性的概念，他认

为，所有的语篇均由引言拼凑而成，语篇都是对其他语篇的吸收和转化。任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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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都处在若干文本的交汇处,都是对这些文本的重读、更新、浓缩、移位和深化”(王

瑾, 2005)。单个文本不是孤立存在，而是互文链中的某一环节。不同时空中的文

本相互交织成一个集合, 成为一个庞大的系统。任何一个单独的语篇都是作为这

个系统的一个部分而存在。意义的发生在很大程度上和与其相关联的语篇网络有

关，人们对概念意义的认知也在各种文本互文互动中产生并发展（辛斌，2005）。 

 

表 5.5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的主要搭配索引行  

1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 

2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实施细则 

3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管理 

4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 

5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 

6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 

7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者、车辆和驾驶员 

8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申请表 

9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平台 

10 规范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行为 

11 对网络预约出租汽车实施监督管理 

12 开展网络预约出租汽车服务质量测评 

13 明确规定了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的性质 

14 鼓励发展网络预约出租汽车 

15 有序发展网络预约出租汽车 

16 要统筹发展巡游出租汽车和网络预约出租汽车 

17 出租汽车服务方式主要包括巡游出租汽车、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等 

18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不得巡游揽客，只能通过网络预约方式提供运营服务  

19 对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价实行市场调节价，必要时实行政府指导价 

20 南京鼓励巡游车企业转型提供网络预约出租汽车服务 

21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网约车)终于获得合法的身份 

22 预约出租汽车包括网络预约出租汽车和电话预约出租汽车等形式 

23 当前新业态网络预约出租汽车是没有有偿使用费的 

24 像滴滴这样的新型业态就被归入到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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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中的搭配索引可以看出，“网络预约出租汽车”多于“经营者”、“经营许

可”“驾驶员证”、“经营服务行为”等较为正式的词语搭配。词汇互文多为同形互文，

结构互文方面，大多保留了源语中的句式排列，信息增量较小。引用方面，新闻

语篇在对该词语的转述中，多采用直接引语，将源语中的原话一字不差地引用过

来，这种方式最大化地保留了源语中的原意，客观地反映了源语中的意图。总之，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出现较晚，是一个权威发布的词汇，基本都是出现在官方文

件或其他媒体对官方文件的引用和转述中。  

由于“网约车”的词条索引条目过多，主题庞杂，因而本文主要选取几个重要

时间节点（1.词语分别首次出现的时间；2. 2015 年 10 月；3. 2016 年 7 月；4. 2017

年 7 月）的部分代表性索引条目。 

 

表 5.6 “网约车”的主要搭配索引行 

1 无论是打车软件，还是电话、互联网约车要全面发展，构成一个立体的电召模式。 

2 对于即将出台的网约车法规，我们十分关注 

3 即使一些互联网约车公司通过责任险的方式为车上人员提供保险 

4 互联网约车公司相关人士透露 

5 互联网约车面临选择难题 

6 实际给予了网约车合法地位 

7 此前颇受关注“网约车条件和标准”最受关注 

8 网约车仍是出租车 互联网只是手段 

9 乘客到达目的地是通过坐上网约车实现的，而不是被网络“发送”过去的 

10 同时对网约车与巡游出租汽车在经营范围…等方面进行差异化管理 

11 共享经济”不能成“网约车”逃避监管的理由 

12 真正的网约车，是不是侵害到原来的出租车利益呢？ 

13 网约车三个行政许可有上位法依据 

14 互联网约租车（简称“网约车”）已风靡全球 

15 消费者还十分关心网约车的价格会不会因新规的出台而上涨 

16 “网约车”在全球范围内首次被国家层面立法支持 

17 使用年限达到 8 年时，退出网约车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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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6 “网约车”的主要搭配索引行 

18 还明确私家车符合条件可转化为网约车运营 

19 更符合兼职为主的网约车的“分享经济”新业态 

20 这是中国网约车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事件 

21 从网约车平台公司、网约车车辆和驾驶员..等做出了明确的规定 

22 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网约车市场 

23 就拿先前一直反对网约车的北京来说 

24 网约车在壮大的同时却戴着不合法的帽子 

25 中国出台的这部网约车法规，可以全世界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 

26 网约车的管理已经成为世界难题 

27 这也许是一个契机，网约车，移动支付，外卖等，新能源汽车，AR/VR 等领域 

28 滴滴、神州优车、优步、易到用车、嘀嗒等网约车平台在第一时间积极回应 

29 网约车应安装具有行驶记录功能的车辆卫星定位装置 

30 网约车车况要求还是有的，需要符合“运营安全相关标准” 

31 新政确认了网约车的新型经营模式 

32 新型网约车的出现会对传统的出租汽车造成冲击 

33 《指导意见》鼓励巡游车企业转型提供网约车服务 

34 “网约车”正式获得身份认定——不仅合法，还有了定性“预约出租客运”。 

35 总体上来说，网约车价格不会有太大浮动 

36 网约车发展已经比较充分 

37 为网约车量身定制了监管模式 

38 网约车市场竞争“烧钱”模式，就此将告一段落呢？ 

39 提高盈利率将是各家网约车平台的主要任务 

40 用网约车平台前几年高额补贴给乘客造成的优惠假象博取舆论同情 

41 塑造品牌是网约车企业战略重点 

42 一些老年人...不但没有因为网约车的出现而更为轻松，反而更为艰难 

43 加入网约车...最后的必然结果是出租车消失 

44 网约车一统天下，网约车平台的各种补贴还会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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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6 “网约车”的主要搭配索引行 

45 尽管网约车平台用起来方便，可一旦与司机发生纠纷如何维权是个头疼的问题 

46 私家车自行注册网约车平台非法揽客的问题 

47 网约车赚了闲置资产共享后效率提升的钱 

48 网约车是预约出租，与巡游车相比有定制化、人性化的特点 

49 高成本将直接“拖累”网约车平台的扩张速度 

50 北上广深普遍出现网约车打车难度上升 

51 中国成为全球首个在全国范围内承认网约车合法地位的国家 

52 公布了网约车管理实施细则 

53 并把矛头指向网约车新政，呼吁各地放宽网约车门槛，降低网约车标准 

54 坚决抵制故意歪曲、攻击网约车新政的不实言论 

55 目前在网约车改革的过程中是取得了一定成效 

56 全国发放网约车驾驶员证 10 万本 

57 神州专车等 19 个网约车平台公司已在相关城市取得经营许可 

58 网约车新政落地满一年背后 打车变难司机乘客都叫苦 

59 他认为网约车的改革和出租车的改革应该是同步推进的 

60 责任部门将要求网约车平台公司落实主体责任 

61 针对网约车监管的法律依据存在空白 

62 网约车行业的许可与管理，跨交通、公安、通信、工商、工信、质检等多个部门 

63 网约车在各国的生存境遇怎么样？ 

64 绝大多数网约车公司活跃在大城市及周边 

65 至今都是对网约车发出明确禁令 

66 杭州运管局在全市抽查了 50 辆网约车 

67 司机均没有获得网约车驾驶员证 

68 未取得网约车运输证和驾驶员证的司机就应停止运营 

69 网约车平台和地方政府的博弈加剧 

70 政府应该在网约车和巡游出租车之间充当平衡器或者稳定器的作用 

71 网约车市场层次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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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6 “网约车”的主要搭配索引行 

72 滴滴优享拿下网约车中端市场 

73 国内网约车市场的发展已步入服务为王，精准细分的阶段 

74 建议加强网约车信息安全监管 

75 直指滴滴利用市场垄断地位操纵网约车价格...并建议加强网约车市场监管 

76 提到了网约车的加价和监管问题 

77 在网约车新政颁布一年后 

78 网约车市场依然存在一些严重违反国家相关法规以及危及网络信息安全的现象 

79 应吊销其网约车平台经营许可证 

80 共同规范网约车行业的秩序 

81 工作组赴上海调研网约车加价问题 

82 全国人大樊芸代表反映网约车乱象的及时反馈 

83 对网约车服务设置了不固定时段及地点的加价功能 

84 网约车平台事先向司机告知乘客目的地的做法也违背了…的良好传统 

85 网约车平台掌握的大量用户信息及城市交通数据 

86 部分网约车平台无视国家及地方法规 

87 网约车我有过体验 

88 网约车真是天下掉下来的一个创新方法 

89 难以与蚂蚁雄兵一般的 C2C 网约车及顺风车相比较 

90 直截了当地将网约车定价推向了市场 

91 在姜鹏看来，网约车始终是一个小众群体 

92 让人们对网约车的未来产生疑虑 

93 巡游车和网约车两种业态都不行了 

94 是大家全社会都认为网约车,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东西以后 

95 我家的车可以开网约车吗？有什么条件？ 

96 一些人想开网约车 

97 私家车主自由加入网约车 

98 一些澳大利亚的家长开始用网约车来接送孩子去上课外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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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中的搭配索引可以看出，“网约车”的搭配范围广泛，从正式语体的“鼓

励巡游车企业转型提供网约车服务”、“加强网约车市场监管”等较为正式的表达

外，也广泛使用在如“一些人想开网约车”、“我家的车可以开网约车吗？”之类的

口语和评述类搭配中，这一点与“网络预约出租汽车”有明显差异。 

话语传播中，互文现象显著。词汇互文除了同形互文外，也有大量的异形互

文，如使用“互联网约车”、“新型网约车”、“网络约车”等表达。结构互文方面，

并没有完全保留了源语中的句式排列，信息增量较大。引用方面，新闻语篇在对

该词语的转述中，大量使用间接引语，间接话语没有明确区分报道者与被报道者

的“声音”，引用者可以将自己的话语混进被报道者的话语，产生新的意义。“网

约车”从最初的“互联网约车”、“网络约车”等表达逐渐进行意义碰撞和互动，最终

确立下来，成为一个普遍接受的意义范畴，展示了意义是的产生、互动、以及隐

藏在媒介话语的媒介符号之中。 

5.2.2 专车（快车）类范畴的分析结果 

5.2.2.1 专车（快车）类范畴的 concordance plot 分析结果 

专车（快车）类范畴的核心词汇“专车”以及“快车”在语料库中的 concordance 

plot 分析结果见附录 B。 

“专车”的词频数 Concordance hits 为 1987，第一次出现在语料中的位置是

2014 年 4 月 3 日发表于《新浪科技》，题为《快的嘀嘀打车鏖战 Uber 隔岸观火》

的文章中首次被提及。专车这个概念出现之后，在不同时间段均匀出现，在 2017

年 8 月的语料中依然多次被提及。作为一个口语化的词汇，广泛被提及，多出现

在评述性的新闻等非官方语体。此外，专车这个概念，经常被作为一种软件名被

使用，如“神州专车”、“曹操专车”、“优步专车”、“滴滴专车” 等。 

“快车”词频数 Concordance hits 为 254，第一次出现在语料中的位置是 2015

年 5 月 20 日发表于《证券日报-资本证券网》，题为《滴滴快的合并后再遇"强

敌" "零首付”"强势搅局》的文章。在 2017 年 9 月的语料中也是不断在被提及。

与专车不同的是，“快车”出现的时间较晚，词频较低，出现的新闻篇数也较少。 

5.2.2.2 专车（快车）类范畴的互文分析 

本文整理了专车的主要搭配索引，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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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7 “专车”的主要搭配索引行  

1 但业内人士却表示，专车的出现带来了鲶鱼效应 

2 相关负责人提醒想要加入“专车”的私家车主 

3 专车司机是什么感觉，我们提供的就是什么样的服务 

4 要打造出专车的感觉 

5 麻木了，实在不行，就辞职开专车吧 

6 着“专车”价格越来越“亲民” 

7 朋友圈里的滴滴打车抢红包活动很多已经被专车红包代替 

8 甚至出现叫专车比打出租车还便宜的现象 

9 那还不如叫专车来的感觉好 

10 职能部门虽然一直认定专车涉嫌黑车 

11 专车公司 “抢”完扬招客“抢”企业客 

12 专车属于汽车租赁公司，不在马路上巡游 

13 专车和“黑车”概念明显不同 

14 为什么私家车乐于做“专车”？  

15 一号专车也被开具一张非法运营的万元罚单 

16 交通运输部曾发声：鼓励创新但禁止私家车接入平台参与“专车”经营 

17 积极鼓励约租车发展，为专车市场发展打了一针定心剂 

18 许多人担心专车、约车会被取缔 

19 打车软件和专车服务的出现，着实让出行方便了不少 

20 但实际上专车市场中并没有剔除私家车 

21 专车类移动打车应用已经获得一定的用户群体 

22 徐师傅虽然也加盟了滴滴专车，但并不是全职 

23 专车的运营模式是不合法的，我们肯定的只是电商服务的平台和模式 

24 因此从事“专车”服务的经营者应当依法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25 未来快的打车和滴滴打车或将运营重心向专车服务倾斜 

26 互联网专车服务对于传统出租车服务是一个有效补充 

27 专车司机便会在预定时间接送用户到达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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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7 “专车”的主要搭配索引行  

28 专车服务是私家车，一旦发生事故，保险公司将拒绝理赔 

29 专车服务司机没“份子钱”压力，长期与传统出租车司机抢“饭碗” 

30 专车服务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打车难 

31 创造公平的竞争机会，引导、规范专车服务，让其依法取得执照 

32 应将专车服务纳入到法制轨道 

33 专车服务”使人们的出行迎来了“私人订制”时代 

34 不关心到底是用专车还是出租车 

35 专车模式像当年的淘宝和支付宝，没法律法规，是颠覆性的 

36 也可能产生新垄断，专车也收份子钱 

37 专车行业的收入真有那么高？ 

38 在全世界应该只有中国爆发出激烈的专车与出租车矛盾 

39 专车能这样做的原因之一，是其成本结构跟出租车成本结构不一样 

40 
你难道希望看着 70,80 岁的老太太在路上也拿着智能手机，专车就过来了，可

能吗？ 

41 而商务专车司机的脸通常是平和与略带友善 

42 专车平台应为乘客提供完善的保险体系 

43 如约专车手中的车辆、人员以及政府背景,都是专车公司所需要的 

44 近年来已有不少的哥转做专车司机 

45 陈超抢到一单从八一银座到济南西站的专车约车单 

46 济南滴滴专车司机状告客管办 或成全国“专车第一案” 

47 专车的巨额补贴再一次搅动出租车市场 

48 向专车市场狂砸 10 亿元礼包，请全国人民坐专车 

49 

然而专车服务中，除了平台外，还有乘客、租赁车公司、劳务公司(代驾司机)

等 4 方关系 

50 那么各大专车平台在与租赁企业签约时 

51 高端专车与普惠网约车中存在中端网约车市场 

52 滴滴专车尝试了“宝贝专车”、“残障专车”细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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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7 “专车”的主要搭配索引行  

53 从 2016 年开始陆续退出行业或转为“专车”经营 

54 

截至目前，神州专车、首汽约车、曹操专车、滴滴出行等 19 家网约车平台公

司已在相关城市获得了经营许可 

55 在 2016 年 7 月 28 日...专车终于有了一个合法的地位 

56 付强先后担任滴滴代驾事业部、租车事业部及专车事业部负责人 

57 

为超过 4 亿用户提供出租车召车、专车、快车、顺风车、代驾、公交、小巴、

在线租车、豪华车和企业级等全面出行服务 

58 出租车杨师傅说，跟出租车公司的合约满了之后，自己要买一辆车做专车司机 

59 一个朋友跳槽做了专车 

60 司机需要通过曹操专车首创的“驾驶员岗位素质测评模型”考核 

61 记者尝试了 7 次神州专车，每次等待时间都在 120 秒左右 

62 专车司机的职业以前也不存在，这确实是一个非常新的概念 

63 神州专车获上海首张网约车牌照 

64 乐视董事长贾跃亭称将和易到一起打造生态专车，并且未来的生态专车将免费 

65 专车全国动态调价封顶将不超过 59 元，溢价不超过 0.5 倍 

66 至于季国军所关心的 SUV 能不能接专车订单 

67 如果 SUV 接不了专车的单，那我就要好好考虑一下了 

68 但是随着资本市场对于互联网专车的狂热 

69 滴滴出行宣布调整快车和专车的计价方式 

70 随着新政的出台，收费虽高但服务质量也同步更佳的专车业务发展前景被看好 

71 小巴还是能给乘客带来便利，比专车、快车更符合绿色共享的理念 

72 2016 年中国专车市场研究报告 

73 即将租车公司闲置车资源盘活，为中高端人士提供专车服务 

74 相对于专车行业高频次和高效的特点，汽车租赁受车源限制 

75 马瑾告诉腾讯财经，但租车和专车运营模式不同 

 

从表中的搭配索引可以看出，“专车”的搭配范围广泛，除了部分政策法规中

的语体较为正式，其他大部分出现在如“每天送孩子上学后到上班之前，我能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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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1 到 2 个专车订单”、“不关心到底是用专车还是出租车”、“在全世界应该只有

中国爆发出激烈的专车与出租车矛盾”之类的口语和评述类搭配中。 

话语传播中，互文现象显著。词汇互文除了同形互文外，也有大量的异形互

文，如使用“快车”、“约车”等表达。结构互文方面，并没有完全保留了源语中的

句式排列，信息增量较大。引用方面，新闻语篇在对该词语的转述中，大量使用

间接引语，间接话语没有明确区分报道者与被报道者的“声音”，引用者可以将自

己的话语混进被报道者的话语，产生新的意义。“专车”多与“罢工”、“停运”、“甩

客”、“安全”、“合法”、“问题”、“资格”、“身份”、“禁止”、“担心”、“争议”“整治”、

“监管”、“处罚”等负面或不确定性的词汇共同出现，体现了“专车”作为一个新生

范畴，在产生初期经历了激烈的合法性危机。 

5.2.3 顺风车（拼车）类范畴的分析结果 

5.2.3.1 顺风车（拼车）类范畴的 concordance plot 分析结果 

顺风车（拼车）类范畴的核心词汇“顺风车”以及“拼车”在语料库中的

concordance plot 分析结果见附录 B。 

“顺风车”的词频数 Concordance hits 为 306，第一次出现在语料中的位置是

2013 年 4 月 17 日发表于《新浪科技》，题为《打车 App 商业模式：困境与展望》

的文章中。“拼车”的词频数 Concordance hits 为 324，第一次出现在语料中的位置

是 2013 年 4 月 12 日发表于《浙江商报》，题为《“快的打车”引争议》的文章中。

两个概念出现的时间类似，词频数也相当。 

“顺风车”和“拼车”在 2013 年首次出现后，很长一段时间不被讨论，只到 2015

年 10 网约车新规颁布以后，才开始不断被讨论。 

5.2.3.2 顺风车（拼车）类范畴的互文分析 

 

表 5.8 “顺风车”搭配索引 

1 尤其是针对“顺风车”的管理难度更大 

2 们在地铁站等车辆集中的地方进行检查，有的司机就说自己是顺风车 

3 顺风车每天只能跑两趟，超过两趟就属于营运车辆 

4 

为超过 4 亿用户提供出租车召车、专车、快车、顺风车、代驾、公交、小巴、

在线租车、豪华车和企业级等全面出行服务 

5 比如东南亚用户非常喜欢顺风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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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8 “顺风车”搭配索引 

6 除快车、拼车、出租车、顺风车等性价比高的快捷出行服务之外 

7 搭顺风车遭车祸谁赔偿？ 

8 私人小客车合乘，也称为拼车、顺风车 

9 在乘坐网约车、顺风车出行时，万一出了交通事故 

10 顺风车服务提供平台该不该赔？ 

11 滴滴顺风车是合乘信息服务平台，并非承运人 

12 

顺风车属于平等民事自然人之间的私人小客车搭乘，属于偶尔性的不以盈利为

目的的绿色出行方式 

13 呼吁乘客提前规划出行方案，使用预约、拼车和顺风车等方式出行 

14 顺风车等业务并不受新政影响 

15 他建议乘客在出行时尽量选择预约功能，或者搭亲友的顺风车 

16 滴滴顺风车涨价两成 回应称鼓励共享出行 

17 8 月 31 日他收到了滴滴发来的短信，称顺风车收益提高 

18 还得绕路，得不偿失，已经有好几个月没开过顺风车的司机端页面了 

19 给了市场、平台及司机更大的自主权，并肯定了顺风车、拼车等新的出行方式 

20 新政明确了“顺风车”不属于规制范畴 

21 顺风车是解决城市拥堵，减少城市上路车辆的一大法宝 

22 顺风车本质上区别于网约车的商业营利性 

23 为了鼓励“分享经济”，新政策还允许私人小客车合乘，即“顺风车” 

24 对于普通用户来说顺风车、快车两者模式并无多大差别 

25 

出行是近两年最火热的创业领域之一，专车、快车、顺风车等诸多共享经济模

式都被推到了风口浪尖 

26 支持互联网拼车回家 滴滴顺风车春运受鼓励 

27 顺风车也可以是春节的出行选择 

28 对于乘客而言，顺风车比起很多其他方式，显然出行的质量和舒适度会更高 

29 滴滴顺风车是滴滴快的公司旗下的互助 C2C 拼车平台 

30 记者发现不少现在居住在成都的人们已经开始发出春运顺风车订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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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8 “顺风车”搭配索引 

31 针对专车、快车、顺风车、代驾等业务均制定了具体的准入门槛 

32 

滴滴出行宣布快车、顺风车、代驾、巴士、试驾等全平台业务在过去一年里共

贡献 14.3 亿订单总量 

33 2016 年我们希望叫一个座位，出租车、快车、顺风车、专车都可以拼 

34 刚刚宣布正式运营的顺风车和拼车业务将把乘客的乘车成本降到更低 

35 5 月快车、企业用车，6 月顺风车，7 月代驾，8 月大巴，10 月试驾 

36 

滴滴等打车平台给出租车行业带来的冲击主要来自快车、专车、拼车、顺风车

业务 

37 跨城业务未来将成为滴滴顺风车一个重要模块 

38 滴滴顺风车的乘客仅能提前一天预约 

39 滴滴顺风车推春运跨城拼车 可提前 7 天预约 

40 

目前滴滴对参与到顺风车业务中的每位车主上传的身份证、行驶本等信息进行

人工审核 

41 

显示出工作居住地和安家地分属不同城市的“候鸟人群”及旅行人群确是跨城顺

风车的目标人群 

42 

这表明跨城顺风车也被居住在卫星城市、工作在核心城市的另一类“候鸟人群”

用于日内的长途往返 

43 167 条意见认为,要发展顺风车 

44 顺风车有利于缓解城市交通拥堵、促进节能减排,还能分摊成本,方便出行 

45 

据了解，该保险覆盖滴滴出行平台专车、快车、顺风车、巴士、试驾和企业级

业务的司机和乘客 

46 

伴随着专车、快车、顺风车等移动出行方式迅速兴起，因此而产生的安全问题

也开始凸显并受到社会广泛关注 

47 

数百万人每天通过兼职开专车顺风车等勤劳工作，既服务社会，方便了他人，

又增加了收入 

48 征求意见稿对顺风车和拼车，是留有缺口的 

49 

下班前预约一辆快车或顺风车回家已经成为她和身边朋友的常态。这些以互联

网为基础的打车服务平台正逐渐改变中国人的出行习惯 

50 

更通过拼车、顺风车等模式，调动了大量闲置和未充分使用的小汽车资源，节

约了稀缺的道路资源，创造了经济和社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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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8 “顺风车”搭配索引 

51 约租车和顺风车，二者的关键区别就在于营运和非营运 

52 不得以私人小客车合乘或拼车、顺风车等名义提供运营服务 

53 顺风车车主能输入始发地、目的地寻找顺路乘客 

54 专车是三星酒店、快车是经济酒店、顺风车是家庭旅馆、ACE 是五星酒店 

55 出租车司机在休息时可能是顺风车的乘客 

56 一张顺风车优惠券最高价值 7 元 

57 顺风车有意外险 驾乘出险未认证无法获赔 

58 滴滴日前推出的顺风车服务受到市民的青睐，但是其安全性也同样引起关注 

59 记者尝试下单顺风车注意到 

60 而且打了这么久顺风车，真不知道必须实名认证之后才能获得保险 

61 用来接客的顺风车大部分都是私家车 

62 发现软件界面里的“顺风车”业务竟然可以使用了 

63 但仔细看过“顺风车”的计费标准，却让孙先生非常惊喜 

64 “顺风车”仍涉嫌非法营运 

65 滴滴顺风车团队大部分来自于 BAT，是精英人才的聚集地 

66 

黄洁莉将滴滴顺风车的运营逻辑概括为“大规模连接出行人群，高精准匹配出行

人群” 

67 滴滴顺风车价格制定是经过科学测算的 

68 6 月初，我们推出了社交共享出行产品“顺风车” 

69 顺风车会是中国共享经济第一个突破的领域 

70 全国有 100 万车主注册成顺风车司机 

71 顺风车产品将会根据双方的路线自行匹配车主和乘客 

72 

而滴滴顺风车正是为了解决城市居民交通高峰期出行“痛点”，提倡绿色出行方

式的公益性平台 

73 

顺风车不但为大家提供了一种绿色出行的方式，而且能让人们产生一种分享式

的愉快体验 

74 所谓的顺风车即是拼车 

75 滴滴顺风车并不是一场明智的赌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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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8 “顺风车”搭配索引 

76 但滴滴“顺风车”有望将预约的时间缩短到 15 分钟 

77 在快车和顺风车两项拼车业务上，滴滴方面还打出了公益性的旗帜 

 

“顺风车”的搭配范围广泛，广泛使用在如“顺风车每天只能跑两趟”、“已经有

好几个月没开过顺风车的司机端页面了”等大量的口语和评述类搭配中，少量出

现在正式法规和对法规的转述中。 

话语传播中，互文现象显著。词汇互文除了同形互文外，也有大量的异形互

文，如使用“拼车”、“便车”等表达。结构互文方面，大量的新闻转述并没有完全

保留了源语中的句式排列，信息增量较大。引用方面，新闻语篇在对该词语的转

述中，大量使用间接引语，间接话语没有明确区分报道者与被报道者的“声音”，

引用者可以将自己的话语混进被报道者的话语，产生了新的意义。在关于“顺风

车”利于春运的新闻报道中，不同话语声音试图通过增加信息量，添加新的声音，

来强调“顺风车”对缓解春运压力所发挥的巨大作用。 

从表中的搭配索引可以看出，“顺风车”多于“公益”、“绿色”、“愉快”、“共享”、

“节约”、“方便”、“勤劳”等积极正面的词共同出现，少量负面搭配涉及“安全”、“保

险”、“非法”，主要基于出行安全考虑。总体而言，“顺风车”的公众接受度较好，

政府部门的态度也一直明确支持的状态。普遍认为，“顺风车”能够缓解城市交通

拥堵，促进节能减排, 分摊成本, 方便出行。 

5.2.4 移动租车类范畴的分析结果 

5.2.4.1 移动租车类范畴的 concordance plot 分析结果 

移动租车类范畴的核心词汇 “P2P 租车 ”及 “汽车租赁 ”在语料库中的

concordance plot 分析结果见附录 B。 

“P2P 租车”是“汽车租赁”的一种形式，只有在一定的语境里才表示移动租车

这一新行业，所以这里“汽车租赁”仅作为参考项来对照。 

 “P2P 租车”的词频数 Concordance hits 为 253，第一次出现在语料中的位置

是 2011 年 10 月 19 日发表于《腾讯科技》，题为《Getaround 证明了 P2P 租车模

式的可行性》的文章中。可见，P2P 租车的出现远早于真正意义上的移动共享出

行蓬勃发展期。P2P 租车是一个很早就产生的共享概念。P2P 租车的概念出现后，

在各个时期均有被讨论，但争议性的讨论较少，是一个广为认同的稳定意义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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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2 移动租车类范畴的互文分析 

因为“汽车租赁”是一个原本存在的词汇概念，只有在一定的语境中才是特指

移动租车，所以以下仅分析“P2P 租车”的互文情况。 

 

表 5.9 “P2P 租车”的搭配索引 

1 P2P 租车平台宝驾租车就发生过此类案件 

2 烧钱也做不起来的 P2P 租车 

3 发生在共享租车（P2P 租车）领域的故事便是如此 

4 2016 年 P2P 租车出行方式消费金额仅 6.5 亿元 

5 场景+汽车金融的 P2P 租车向汽车产业进军 

6 

P2P 租车和它更上层的共享租车，全都是狂飙突进的“互联网+”侵入传统行业的

产物 

7 P2P 租车行业一直出现各类转型 

8 P2P 租车能否挺过寒冬 

9 这个前身为 P2P 租车平台的企业虽然力图通过转型扭转困境 

10 P2P 租车市场已经暴露出了诸多难题 

11 P2P 租车行业的增长显然低于市场预期 

12 

PP 租车、宝驾租车、友友租车等众多 P2P 租车平台如雨后春笋般进入公众视

野 

13 

P2P 租车平台更强调“轻资产”“共享”，说白了就是鼓励私家车主通过他们的平

台将闲置车源进行线上出租 

14 这样一来导致的是 P2P 租车平台需要在保险上担负大笔的资金，却难有回报 

15 比“重资产”的神州租车来说，“轻资产”的 P2P 租车平台却叫苦不迭 

16 近两年共享出行市场越来越细化，P2P 租车的市场需求被严重稀释 

17 市场上仅剩的几个 P2P 租车平台经营现状也都不理想 

18 在大部分 P2P 租车平台开始寻求转型的当下 

19 国内 P2P 租车市场开始升温？ 

20 今起在上海、广州两地上线，P2P 租车领域越来越热 

21 再加上 P2P 租车的车主方供给参差不齐，导致去年 P2P 租车平台纷纷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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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9 “P2P 租车”的搭配索引 

22 并且会将 P2P 租车业务作为主线，P2P 租车业务本身就是公司的盈利模式 

23 但由于供给端参差、以及 P2P 租车受众接受度基数不大的原因 

24 通过 P2P 租车平台，个人车主将闲置车辆租给他人使用，并收取一定的租金 

25 根据张丙军的介绍，P2P 租车平台还具有较强的社交属性 

26 

轻资产模式的 P2P 租车，并不拥有实体车辆，其整合和利用的是闲置的私家车

资源 

27 调用私家车资源的 P2P 租车模式的车源供应量也更具弹性 

28 P2P 租车的出现给租车市场的供给端带来了质的变化 

29 安全隐患一直是 P2P 租车模式屡遭诟病之处 

30 P2P 租车模式的风控问题更像是原罪 

31 P2P 租车市场的寒冬也已悄然降临 

32 P2P 租车行业目前正在整体收缩 

33 国内 P2P 租车平台传出裁员消息也并非首次 

34 在国内，P2P 租车曾经经历过最“壕”的时代 

35 按需经济时代来临，P2P 租车模式获凯文凯利认可 

36 中国对共享经济的接受度更进一步推动了 P2P 租车行业的发展 

37 P2P 租车行业也面临保障车辆安全的担忧 

38 打造国内 P2P 租车行业首个 360 度保障机制 

39 但由于 P2P 租车平台良莠不齐，车主和租客最担心的还是安全问题 

40 PP 租车建立了行内首套 P2P 租车用户评估体系 

41 不少小型 P2P 租车公司一味强调事前征信环节 

42 征信和风控是 P2P 租车行业必须解决的两大基础性问题 

43 这已经不是 P2P 租车行业第一次出现死亡案例 

44 P2P 租车模式真的靠谱吗？ 

45 P2P 租车是被资本相当看好的领域 

46 P2P 租车正在蓬勃发展中，各家都活得非常坚挺 

47 P2P 租车的运营成本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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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9 “P2P 租车”的搭配索引 

48 王嘉明指出，P2P 租车，不像打车、专车那样看重资本 

49 一些精明的车主将名下闲置车辆挂在 P2P 租车平台上对外进行短期租赁 

50 海淀警方破获团伙诈骗汽车的新闻让 P2P 租车被推上舆论的风口 

51 宝驾租车推全新 P2P 租车保险体系 

52 

张洋接触 P2P 租车软件并不偶然，她曾在国外使用过租车软件，“每次用完就还

车，很省事”。 

53 今年春节租车，今年人们更倾向于选择时下正流行的 P2P 租车方式 

54 她所选择的 P2P 租车比她了解的传统租车公司要便宜很多 

55 P2P 租车的整体费用比传统租车要少 30%左右 

56 那 P2P 租车对私家车来说到底安不安全呢？ 

57 一无二的车型选择与极致体验记者为此试用了 P2P 租车行业的几款租车 App 

58 

这也许正是 P2P 租车行业的最大魅力，也难怪投资界会对这个新兴行业如此垂

青 

59 

在他看来 P2P 租车只是一个初期的概念，未来共享租车领域将逐渐延展到汽车

后市场、旅游乃至社区领域 

60 

对于友友租车巴人的定义一直是 P2P 租车产品，而马晨译则更愿意叫社区共享

租车产品 

61 当然，P2P 租车普遍需要的证件审核也是一个步骤 

62 对 P2P 租车所引领的汽车共享模式也给予了大力支持 

63 P2P 租车模式或许可以满足人们的这一梦想 

64 伴随 P2P 租车模式蓬勃发展的，是外界对其不曾中断的“非法运营”指责 

65 为了论证 P2P 租车模式的合法性 

66 国内从事 P2P 租车模式的企业，应当积极同交通管理部门进行沟通 

67 在 P2P 租车模式下，私家车的所有权归属于私家车主 

68 P2P 租车这种“车人分离”的模式在风险控制上面临着更多的问题 

69 一大批走 P2P 租车模式的企业纷纷拿到了投资 

70 先看一下 P2P 租车的火爆，以及投资者们的趋之若鹜 

71 P2P 租车实际上还游走在政策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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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9 “P2P 租车”的搭配索引 

72 PP 租车打造 P2P 租车模式：减法创业 

73 P2P 租车模式在整个汽车使用中占据很小的市场份额 

74 Getaround 证明了 P2P 租车模式的可行性 

 

 “P2P 租车”的搭配范围比较固定，多于“模式”、“产品”、“保险体系”、“行

业”、“平台”、受众等大量的偏正式的商业语体类搭配中，基本没有出现在任何

正式法规和对法规的转述中，说明“P2P 租车”是移动出行类企业较多使用的表达，

在普通移动出行用户中的接受度较低。 

话语传播中，互文现象不显著。词汇互文多为同形互文，基本保留源语中的

表达。结构互文方面，转述基本保留了源语中的句式排列，信息增量很小。引用

方面，新闻语篇在对该词语的转述中，包括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但语义基本稳

定。 

从表中的搭配索引可以看出，“P2P 租车”多于“烧钱”、“案件”、“寒冬”、“故

事”、“风险”、“诈骗”、“死亡”、“原罪”等负面的词共同出现，少量正面搭配也是

使用了有轻微贬义色彩的 “趋之若鹜”、“雨后春笋”等表达。总体而言，体现了

场域行动者对“P2P 租车”的质疑，有较为严重的合法性顾虑和对行业前景的不信

任。  

5.2.5 分时租赁（共享汽车）类范畴的分析结果 

5.2.5.1 分时租赁（共享汽车）类范畴的 concordance plot 分析结果 

分时租赁（共享汽车）类范畴的核心词汇“分时租赁”“共享汽车”以及“小微型

客车租赁”在语料库中的 concordance plot 分析结果见附录 B。 

“分时租赁”的词频数 Concordance hits 为 194，第一次出现在语料中的位置是

2015 年 10 月 19 日发表于《新浪科技》，题为《首汽租车完成 1.2 亿美元 A 轮融

资 用于车队扩张》的文章中。“共享汽车”的词频数 Concordance hits 为 89，第一

次出现在语料中的位置页是 2016 年 8 月 2 日发表于《新浪财经》，题为《滴滴

优步宣布合并 易到正面 PK 滴滴优步》的文章中。“小微型客车租赁”的词频数

Concordance hits 为 96，第一次出现在语料中的位置是 2017 年 8 月 8 日发表于《上

观新闻》，题为《“共享汽车”新规发布，哪些变化需注意？》的文章中。 

 总体而言，这一组范畴出现的时间较晚，是“网约车”等范畴已经被广泛接

受以后出现的。“分时租赁”的不仅仅只汽车的分时租赁，还包括其他交通工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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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时租赁，但是在一定的语境下，被用来特指汽车的分时租赁，即“共享汽车”。

“分时租赁”和“小微型客车租赁”均为相对正式和官方的表达，意义稳定，是广为

接受的意义范畴，合法性的争论基本没有。其中“小微型客车租赁”更是仅出现在

官方文件和对官方文件的转述中。“共享汽车”除了出现在正式语体中，在口语化

的语体中也被广泛使用，但总体而言，关于共享汽车意义范畴的争论较少。该范

畴从产生初期，就广泛被接受，和“网约车”的情形有较大不同。 

5.2.5.2 分时租赁（共享汽车）类范畴的互文分析 

根据前文的分析，“分时租赁”、“小微型客车租赁”和“网络预约出租汽车”一

样，是一个较为官方的词汇，认知方面的变化较小，所以本文在这个类别仅分析

“共享汽车”的互文情况。 

 

表 5.10 “共享汽车”的搭配索引 

1 新政会让共享汽车迎来爆发吗？ 

2 

与共享单车、网约车等新事物先发展后监管有所不同，针对共享汽车的监管政

策早早就出炉了 

3 共享汽车是典型的重资本投入 

4 

但在今天，移动互联网带来的是共享汽车的新物种，传统的汽车租赁行业将被迫

进行改变 

5 

共享汽车发展最大的痛点，恐怕还不在于个人身份验证、是否收取押金这一点上，

目前来看，诸如取还车难、停车难且贵等 

6 共享汽车还需解决违章记分停运问题 

7 随着政策对风险的“筑底”，共享汽车这一行业有望进入发展的快车道 

8 有利于共享汽车行业规范发展 

9 共享汽车行业将迎来密集布局期 

10 共享汽车或将在公务、旅游等特殊场景中先行破局 

11 

一名驾照被吊销的大学毕业生借用朋友账号驾驶共享汽车，途中发生一死两伤的

交通事故 

12 这起事件凸显共享汽车带来的交通责任预防和分配更加复杂 

13 共享汽车的租赁方式，省去了面对面的人工审查，无形中放大了安全隐患 

14 共享汽车行业发展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技术，也不是资金，而是法律法规的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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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10 “共享汽车”的搭配索引 

15 由于缺少门店服务，共享汽车也许还会面临用户体验问题 

16 共享汽车一定是未来的方向，它有助于缓解私人小汽车的保有量 

17 使用不方便是目前共享汽车，甚至汽车租赁业尚未爆发的重要原因 

18 同网约车、出租车相比，共享汽车的使用强度还要弱很多 

19 南方日报联合普华永道思略特编制的共享汽车趋势报告显示 

20 无疑也给当下共享汽车市场注射了一支“兴奋剂” 

21 停车点、充电桩不足是制约共享汽车发展的“硬伤” 

22 喻征东表示，共享汽车取代私家车不无可能 

23 共享汽车还不能够完全取代私家车，但这会加速改变人们的消费习惯 

24 共享汽车新政发布：鼓励新能源车，鼓励信用模式代替押金 

25 坚持鼓励汽车共享或共享汽车业态 

26 

这意味着包括“共享汽车”或“汽车共享”在内的小微型客车租赁将进入发展“快车

道” 

27 明确鼓励共享汽车分时租赁模式 

28 眼下，采用分时租赁模式的共享汽车在一二线城市不断涌现 

29 共享汽车，下一个独角兽行业？ 

30 不过，在国内共享经济的浪潮中，共享汽车发展相对缓慢 

31 重资产的共享汽车更难以实现规模化 

32 

通过共享汽车，未来出行服务企业能够给消费者提供随时随地的移动服务，消费

者将减少对拥有汽车的依赖性 

33 花 2 分钟完成注册后，即可开走一辆共享汽车 

34 除了上汽旗下的环球车享之外，不少传统车企先后布局共享汽车领域 

35 这些公司投放的共享汽车大部分是小型低配的新能源汽车 

36 共享汽车已经进入人们生活，但到底什么是共享汽车？ 

37 广告向人们宣告：共享汽车分时租赁攻城略地的战火已经燃起 

38 通常所说的共享汽车包括网约车和分时租赁两类 

39 当前市场热议的共享汽车主要是指汽车分时租赁这一商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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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10 “共享汽车”的搭配索引 

40 推动消费者接受共享汽车最重要的因素是便利性 

41 新能源汽车是中国共享汽车市场的绝对主导车型 

42 而‘80 后’、‘90 后’成为新生的消费主力，有利于共享汽车市场接受度的提升。 

43 共享汽车的未来或是无人驾驶 

44 

共享汽车广阔的发展前景，吸引众多传统车企、科技公司以及创业企业逐鹿这一

新市场 

45 

面对欧美国家已有共享汽车企业倒闭的现实，中国共享汽车企业必须先学会如何

“活下去” 

46 共享汽车和其他分享经济行业有所区别 

47 共享汽车要面临长期的资产端投入 

48 

但易到现在坚持的共享汽车的生态之路，在全球的出行领域平台公司里面都是创

新的 

 

分析结果表明，“共享汽车”这个词最早出现的时间为 2016 年 8 月 2 日发表

于《新浪财经》，题为《滴滴优步宣布合并 易到正面 PK 滴滴优步》的文章中。  

从表中的搭配索引可以看出，“共享汽车”的搭配范围广泛，从正式语体的“明

确鼓励共享汽车分时租赁模式”等较为正式的表达外，也广泛使用在如“花 2 分钟

完成注册后，即可开走一辆共享汽车”之类的口语和评述类搭配中，这一点与“分

时租赁”和“小微型客车租赁”有明显差异。 

话语传播中，互文现象显著。词汇互文除了同形互文外，也有大量的异形互

文，如使用“汽车共享”等语义相同的表达。结构互文方面，并没有完全保留了源

语中的句式排列，有一定的信息增量。引用方面，新闻语篇在对该词语的转述中，

既大量使用间接引语，也使用直接引语。 

从表中的搭配索引可以看出，“共享汽车”正负面的搭配均有出现。正面搭配

如“破局”、“创新”、“生态”、“广阔”、“新能源”、“便利”等。负面搭配涉及“倒闭”、

“缓慢”、“缺少”、“漏洞”、“隐患”、“硬伤”等，主要基于用车的具体操作层面，

如违章记分、停车点、充电设备、押金和身份验证等，另一方面，基于行车安全

和保障机制。总体而言，“共享汽车”这一概念的公众接受度较好，针对共享汽车

的监管政策出现的比较早，反映了政府的明确支持态度。但关于“共享汽车”商业

操作和未来前景层面，场域行动者普遍仍存在较多顾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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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6 共享单车类范畴的分析结果 

5.2.6.1 共享单车类范畴的 concordance plot 分析结果 

共享单车类范畴的核心词汇“共享单车”及“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在语料库中

的 concordance plot 分析结果见附录 B。 

“共享单车”词频数 Concordance hits 为 345，第一次出现在语料中的位置是

2015 年 10 月 14 日发表于《山西新闻网》，题为《跃然青春 与 P8 青春版共享

绿色校园》首次被提及。虽然出现的相对较晚，但是“共享单车”的词频较高，在

各类新闻来源和各种语体中被广泛讨论。“共享单车”出现的新闻篇数较多，在同

一篇新闻中出现的次数也较多。共享单车作为“解决最后一公里”的共享出行模式，

其使用的群体更为广泛，涉及到各类人群，而且使用费用较低，因而引发了全民

的大讨论。   

5.2.6.2 共享单车类范畴的互文分析 

根据前文的分析，“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和“分时租赁”、“网络预约出租汽车”

一样，是一个较为官方的词汇，认知方面的变化较小，所以本文在这个类别仅分

析“共享单车”的互文情况。 

 

表 5.11 “共享单车”的搭配索引 

1 OFO 将成为全球首个支持 NFC 近场支付功能的共享单车平台 

2 

9 月 15 日发布的《指导意见》提出共享单车需配备车载卫星定位装置和智能终

端 

3 

各地开始运用“互联网+”的手段，包括共享单车、共享汽车、共享停车等在内的

共享交通的发展 

4 使其与公共汽车、地铁、出租车、共享单车等协调发展 

5 继共享单车之后，“共享汽车”（官方称“分时租赁”）新规也正式发布了 

6 

从“共享单车”目前的发展来看，鼓励“免押金”以及类似基于支付宝、微信的“免

押金”用车方式已经相继出现 

7 

指出共享单车在有效解决城市交通出行“最后一公里”问题、缓解城市交通拥堵、

构建绿色出行体系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8 对于共享单车遍地停放与城市公共资源有限产生的矛盾 

9 鼓励和规范共享单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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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11 “共享单车”的搭配索引 

10 

各家运营商估值屡创新高，共享单车运营问题则层出不穷，占道、车辆损坏、影

响城市交通等 

11 交通部就对外发布共享单车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 

12 政府将对共享单车将实施包容审慎监管 

13 共享单车的总量控制似乎势在必行 

14 朱巍认为，共享单车企业竞争属于市场问题，应该交由市场解决 

15 业内人士还认为，总量控制，或将改变目前共享单车竞争格局 

16 但后进者若能拿出更有竞争力的产品，共享单车行业重新洗牌也不无可能 

17 也不一定是针对共享单车模式，更多是基于对上位法的合理延续 

18 对于共享单车，用户数据是最重要的 

19 

这不仅降低了市民对共享单车的使用效率，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城市的交通秩

序和市容面貌 

20 这些共享单车企业是否能很好地遵守新规呢？ 

21 率先倡导并推进共享单车信用体系建设 

22 请全社会一起监督，共同做好 12 岁以下儿童禁止骑行共享单车的管理 

23 现在看来，共享单车正逐步复制当年网约车从草莽竞争到规范化管理的老路 

24 共享单车被定义为非机动车的分时租赁，是公共交通的补充 

25 共享单车从面世起就存在许多争论 

26 这次的共享单车行业新政肯定会“雷声大雨点也大” 

27 

共享单车公司有专门的团队与征信体系对接，但作为市场主体的普通用户却依旧

处于需要普及“信用体系常识”阶段 

28 更何况还需要共享单车们支付足够的市场教育成本 

29 无论是共享单车的乱停乱放，还是此前闹得沸沸扬扬的 12 岁儿童事件 

30 

这是以共享单车为代表的共享经济出现快速发展以来，中央部门首次在较高层面

对一个新兴市场业态作出规范性指导 

31 共享单车之所以受到大众的欢迎，是因为解决了城市交通的“最后一公里”问题 

32 11 岁男孩骑共享单车被撞身亡等案件，加深了大家对共享单车使用安全的担忧 

33 如今，北京、上海等城市的共享单车可谓是“五彩斑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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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11 “共享单车”的搭配索引 

34 越来越多的企业想在“共享单车”的碗里分一勺羹 

35 市场上的共享单车越来越多，但停车点又相对稀缺 

36 研究建立与之相适应的车辆投放机制和共享单车停放区域 

37 据媒体报道，武汉也有高校禁止共享单车驶入 

38 自从共享单车问世，对于押金的争论就一直存在 

39 之前就一直有许多消费者吐槽共享单车押金太高、收费标准不明确 

40 截至今年 7 月，全国共有共享单车运营企业近 70 家 

41 将使得共享单车行业由目前相对的无序扩张的阶段向精细化竞争阶段逐渐过渡 

42 共享单车新规来了！禁止向未满 12 岁的儿童提供服务 

43 

共享单车是分时租赁营运非机动车，是城市绿色交通系统的组成部分，是方便公

众短距离出行和公共交通接驳换乘的交通服务方式。 

44 累计投放共享单车已经超过 1000 万辆，累计服务超过了 10 亿人次 

45 被网友们戏称为“新四大发明”的共享单车获得了现象级的发展 

46 共享单车正在给城市交通添“堵” 

47 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共享单车，是城市绿色交通系统组成部分 

48 快速发展的共享单车亟待政府、单车企业、公众多方探索治理新路径 

49 让老百姓可以可持续的享受共享单车的便利 

50 共享单车发展中的主要矛盾集中在“投放数量大”和“停放空间不足”之间 

51 大部分城市已经开始引导共享单车企业增加运营维护人员 

52 

尤其在火车站周边，大型商超、大型医院周边应该增加收容、摆放的人员规范共

享单车的停放 

53 目前，一些共享单车企业已经开始试点电子围栏技术 

54 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即共享单车在我国快速发展 

55 李克强总理指出，共享单车作为分享经济催生的新业态 

56 规范和指导共享单车发展的牵涉面很广 

57 共享单车一般向用户收取 99 元到 299 元的押金 

58 截止当前，共享单车第一梯队的两大品牌，均已接入高德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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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11 “共享单车”的搭配索引 

59 经常使用共享单车的用户，可以将共享单车按钮排在前面 

60 网约车新政和共享单车出现对缓堵有积极作用，五公里以下驾车出行比例下降 

61 相比共享单车在管理新政出台之后也会从如今的疯狂往理性发展 

62 未来共享单车会和此前的快车一样，以一方独大、市场格局稳定下来而鸣锣收兵 

63 当前共享单车在资本的风口 

64 但城市地铁、公交、共享单车日趋方便，打车的可替代、可选择性已很容易实现 

65 事实上，共享单车智能锁也有不同的技术路线 

66 而直到物联网和共享单车结合起来，开启了新的可能性 

67 这也是除了提供绿色便捷的出行服务以外，共享单车可能带给社会的新价值 

68 西安市首次明确 私占毁坏共享单车行为将依法处罚 

69 由政府部门联合共享单车企业发布共享单车的普法知识 

70 成为共享单车进入西安后，因私藏行为被警方刑拘的第一人 

71 点击共享单车模块后，即可查看周围的摩拜单车 

72 这一数字再次刷新了共享单车行业诞生以来的单笔融资最高纪录 

73 ofo 小黄车已经连接超 650 万辆共享单车，日订单超 2500 万 

74 

ofo 联合中国电信、华为研发的全球首款共享单车 NB-IoT“物联网智能锁”已正式

应用 

75 网约车和共享单车企业依靠烧钱补贴争抢市场份额并迅速取得领先的故事 

76 

眼下，被共享单车带火的各种共享经济正在风靡，共享充电宝、共享雨伞、共享

篮球、共享雨伞 

77 在随机采访中，有不少小学生表示自己曾骑过共享单车 

78 骑过共享单车的人都知道 

79 昨天下午一个低于十二岁使用共享单车 ofo 出了车祸的孩子 

80 用共享单车 ofo 造成的安全事故：有网友发布一条令人唏嘘的微博 

81 享单车用户退押金受阻 打投诉热线维权才拿回钱 

82 中国消费者协会组织 ofo、摩拜、小蓝、由你、永安行 5 家共享单车公司座谈 

83 除了押金之外，蚂蚁金服还与一些共享单车公司合作，推出了信用租车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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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11 “共享单车”的搭配索引 

84 共享单车肇事逃逸找不到嫌疑人 

85 将上门传唤 ofo 共享单车相关管理人员并调取证据 

86 那些跟跑慢、转型慢的共享单车企业 

87 不过，与共享单车快速融资、快速扩张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88 家长将孩子放在共享单车前方车筐的图片 

89 共享单车：鼓励采用罚款方式规范停车 

90 对于共享单车运营中出现的问题以及可能存在的风险 

91 交通运输部对共享单车发展高度关注 

92 目前共享单车软件都需要手机号、身份证号码等多种信息验证 

93 ofo 以实际行动全力配合政府解决共享单车创新和前进中的问题 

94 用共享经济模式提高效率、节约社会资源的共享单车企业 

95 落地海外进行运营、输出全球的共享单车平台 

96 引领中国共享单车成为全球标准 

97 

共享单车行业未来将可能会采用中国自主研发的北斗卫星导航定位技术来逐步

代替美国 GPS 定位技术 

98 综上可见，目前各类共享单车项目完全是在歪曲共享经济的概念 

99 共享单车类创业项目已陷入全行业囚徒困境 

100 但当前的各类共享单车类创业项目全部没有成熟的盈利模式 

101 

对共享单车类创业项目存在的市场过剩风险予以及时提示并对明显采用价格补

贴方式谋求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予以警示 

102 随着共享单车进入到我们的生活 

103 短程订单采用公交、地铁、共享单车等出行方式是更好的选择 

104 而更为短途的出行需求则被共享单车、共享电动车所包揽 

105 快车、共享单车等方式的出现更是引发了出行方式的一次次变革 

106 共享单车又太难找，基本上还是打摩的为主 

107 随地可见的被黑车司机毁坏的共享单车 

108 共享单车、拼车、摩的、黑车、摆渡电瓶车等各路力量都盯上了这门“大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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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11 “共享单车”的搭配索引 

109 哪位低素质用户无视‘共享单车’的规定,图自己省事随便停车 

110 除了找不到车,“共享单车”还存在想用时用不上的问题 

111 不讲诚信最突出表现在一些‘共享单车’被个人加一把自己的锁,或放家里,或毁损 

112 共享单车刚好是一个试金石 

113 两千多辆校园“共享单车”已经上线运行 

114 
网络可以完美支持“共享单车”应用的运行，当仁不让地加入到了资源共享、保护

环境的行动中，共同演绎跃然青春 

115 周雪梅说的“车”,指的便是近来很火的“共享单车” 

 

从表中的搭配索引可以看出，“共享单车”的搭配范围广泛，从正式语体的“鼓

励和规范共享单车发展”、“共享单车是分时租赁营运非机动车，是城市绿色交通

系统的组成部分”等较为正式的表达外，也广泛使用在如“共享单车又太难找”、

“骑过共享单车的人都知道”之类的口语和评述类搭配中，这一点与“互联网租赁

自行车”有明显差异。 

话语传播中，互文现象显著。词汇互文除了同形互文外，也有大量的异形互

文，如使用“小黄车”、“OFO”、“摩拜”等指涉性但意义相同的表达。结构互文方

面，并没有完全保留了源语中的句式排列，信息增量较大。引用方面，新闻语篇

在对该词语的转述中，大量使用间接引语，间接话语没有明确区分报道者与被报

道者的“声音”，引用者可以将自己的话语混进被报道者的话语，产生新的意义。  

从表中的搭配索引可以看出， “共享单车”正负面的搭配均有出现。正面搭

配如“绿色”、“欢迎”、“五彩斑斓”、“便利”等。负面搭配涉及“矛盾”、“损坏”、“歪

曲”、“乱停乱放”、“沸沸扬扬”、“担忧”、“争论”等，主要基于主要体现在“共享

单车”是否属于共享经济形式，儿童骑行的年龄限制问题，单车用户的素质问题

等。这些问题在意义的不断碰撞中不断地影响人们的认知，并最终形成互动产生

相对固定的认识。总体而言，“共享汽车”这一概念的作为一个意义类属的公众接

受度较好，针对共享单车的监管政策出现的比较早，反映了政府的明确支持态度。

但关于“共享单车”用户素质、停车监管等问题，场域行动者曾发生了激烈的认知

碰撞，在意义传播的过程中，用户的素质不断提高，相关的监管问题也不断进行

制度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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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7 小结 

第二维度，本文对“出租车移动打车类范畴”、“专车（快车）类范畴”、“顺风

车（拼车）类范畴”、“移动租车类范畴”、“分时租赁（共享汽车）类范畴”以及“共

享单车类范畴”共 6 大意义类属的 14 个核心词汇进行了 concordance plot 分析。

分析了他们在语料文本中的分布和扩散情况。 

另外，本文还研究了这 6 大意义类属的 14 个核心词汇的搭配索引，对这些

词汇进行了互文分析，分析了一个概念类属在不同语篇中的互动和发展，意义的

吸收与转化情况。 

分析结果表明，“出租车移动打车类范畴”中，“网络约车”这个词比“网约车”

出现的更早。但“网约车”这个词汇出现后，其在各个阶段的词频均远高于“网络

约车”并逐步取代了“网络约车”，成为一个普遍的用法。“网络预约出租汽车”出现

的时间较晚，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话语碰撞之后，出现的一个比较官方的提法。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多于“经营者”、“经营许可”“驾驶员证”、“经营服务行为”

等较为正式的词语搭配。词汇互文多为同形互文，结构互文方面，大多保留了源

语中的句式排列，信息增量较小。引用方面，新闻语篇在对该词语的转述中，多

采用直接引语，将源语中的原话一字不差地引用过来，这种方式最大化地保留了

源语中的原意，客观地反映了源语中的意图。而 “网约车”的搭配范围广泛，从

正式语体到口语和评述类搭配均有。话语传播中，互文现象显著。词汇互文除了

同形互文外，也有大量的异形互文，如使用“互联网约车”、“新型网约车”、“网络

约车”等表达。结构互文方面，并没有完全保留了源语中的句式排列，信息增量

较大。引用方面，新闻语篇在对该词语的转述中，大量使用间接引语，间接话语

没有明确区分报道者与被报道者的“声音”，引用者可以将自己的话语混进被报道

者的话语，产生新的意义。“网约车”从最初的“互联网约车”、“网络约车”等表达

逐渐进行意义碰撞和互动，最终确立下来，成为一个普遍接受的意义范畴，展示

了意义是的产生、互动、以及隐藏在媒介话语的媒介符号之中。 

“专车”这个概念出现之后，在不同时间段均匀出现，作为一个口语化的词汇，

广泛被提及，多出现在评述性的新闻等非官方语体。此外，专车这个概念，经常

被作为一种软件名被使用，如“神州专车”、“曹操专车”、“优步专车”、“滴滴专车” 

等。“快车”与专车不同的是，“快车”出现的时间较晚，词频较低，出现的新闻篇

数也较少。 “专车”的搭配范围广泛，除了部分政策法规中的语体较为正式，其

他大部分出现在口语和评述类搭配中。话语传播中，互文现象显著。词汇互文除

了同形互文外，也有大量的异形互文，如使用“快车”、“约车”等表达。结构互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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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并没有完全保留了源语中的句式排列，信息增量较大。引用方面，新闻语

篇在对该词语的转述中，大量使用间接引语，间接话语没有明确区分报道者与被

报道者的“声音”，引用者可以将自己的话语混进被报道者的话语，产生新的意义。

“专车”多与“罢工”、“停运”、“甩客”、“安全”、“合法”、“问题”、“资格”、“身份”、

“禁止”、“担心”、“争议”“整治”、“监管”、“处罚”等负面或不确定性的词汇共同

出现，体现了“专车”作为一个新生范畴，在产生初期经历了激烈的合法性危机。 

 “顺风车”和“拼车”在2013年首次出现后，很长一段时间不被讨论，只到2015

年 10 网约车新规颁布以后，才开始不断被讨论。“顺风车”的搭配范围广泛，广

泛使用在大量的口语和评述类搭配中，少量出现在正式法规和对法规的转述中。

话语传播中，互文现象显著。词汇互文除了同形互文外，也有大量的异形互文，

如使用“拼车”、“便车”等表达。结构互文方面，大量的新闻转述并没有完全保留

了源语中的句式排列，信息增量较大。引用方面，新闻语篇在对该词语的转述中，

大量使用间接引语，间接话语没有明确区分报道者与被报道者的“声音”，引用者

可以将自己的话语混进被报道者的话语，产生了新的意义。在关于“顺风车”利于

春运的新闻报道中，不同话语声音试图通过增加信息量，添加新的声音，来强调

“顺风车”对缓解春运压力所发挥的巨大作用。 “顺风车”多于“公益”、“绿色”、“愉

快”、“共享”、“节约”、“方便”、“勤劳”等积极正面的词共同出现，少量负面搭配

涉及“安全”、“保险”、“非法”，主要基于出行安全考虑。总体而言，“顺风车”的

公众接受度较好，政府部门的态度也一直明确支持的状态。普遍认为，“顺风车”

能够缓解城市交通拥堵，促进节能减排, 分摊成本, 方便出行。 

“P2P 租车”的出现远早于真正意义上的移动共享出行蓬勃发展期。P2P 租车

是一个很早就产生的共享概念。P2P 租车的概念出现后，在各个时期均有被讨论，

但争议性的讨论较少，是一个广为认同的稳定意义范畴。“P2P 租车”的搭配范围

比较固定，多于“模式”、“产品”、“保险体系”、“行业”、“平台”、受众等大量的

偏正式的商业语体类搭配中，基本没有出现在任何正式法规和对法规的转述中，

说明“P2P 租车”是移动出行类企业较多使用的表达，在普通移动出行用户中的接

受度较低。话语传播中，互文现象不显著。词汇互文多为同形互文，基本保留源

语中的表达。结构互文方面，转述基本保留了源语中的句式排列，信息增量很小。

引用方面，新闻语篇在对该词语的转述中，包括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但语义基

本稳定。 “P2P 租车”多于“烧钱”、“案件”、“寒冬”、“故事”、“风险”、“诈骗”、“死

亡”、“原罪”等负面的词共同出现，少量正面搭配也是使用了有轻微贬义色彩的 

“趋之若鹜”、“雨后春笋”等表达。总体而言，体现了场域行动者对“P2P 租车”的

质疑，有较为严重的合法性顾虑和对行业前景的不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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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时租赁”和 “共享汽车”这一组范畴出现的时间较晚，是“网约车”等范畴已

经被广泛接受以后出现的。“分时租赁”的不仅仅只汽车的分时租赁，还包括其他

交通工具的分时租赁，但是在一定的语境下，被用来特指汽车的分时租赁，即“共

享汽车”。“分时租赁”和“小微型客车租赁”均为相对正式和官方的表达，意义稳定，

是广为接受的意义范畴，合法性的争论基本没有。其中“小微型客车租赁”更是仅

出现在官方文件和对官方文件的转述中。“共享汽车”除了出现在正式语体中，在

口语化的语体中也被广泛使用，但总体而言，关于共享汽车意义范畴的争论较少。 

“共享汽车”的搭配范围广泛，从正式语体到口语和评述类搭配。话语传播中，互

文现象显著。词汇互文除了同形互文外，也有大量的异形互文，如使用“汽车共

享”等语义相同的表达。结构互文方面，并没有完全保留了源语中的句式排列，

有一定的信息增量。引用方面，新闻语篇在对该词语的转述中，既大量使用间接

引语，也使用直接引语。 “共享汽车”正负面的搭配均有出现。正面搭配如“破局”、

“创新”、“生态”、“广阔”、“新能源”、“便利”等。负面搭配涉及“倒闭”、“缓慢”、

“缺少”、“漏洞”、“隐患”、“硬伤”等，主要基于用车的具体操作层面，如违章记

分、停车点、充电设备、押金和身份验证等，另一方面，基于行车安全和保障机

制。总体而言，“共享汽车”这一概念的公众接受度较好，针对共享汽车的监管政

策出现的比较早，反映了政府的明确支持态度。但关于“共享汽车”商业操作和未

来前景层面，场域行动者普遍仍存在较多顾虑。 

最后，虽然在诸多的咨询报告和网络文章中，认为共享单车是 O2O 移动出

现的重要方式，但关于共享单车是否为共享业态仍然存在着较大的争议，故而，

经过以上分析，在第三个维度的讨论中，将把共享单车这种形式排除在外，只讨

论汽车的移动共享。 

5.3 第三维度分析结果—社会背景 

5.3.1 中国共享经济的社会语境 

随着技术、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分享经济从 20 世纪 70 年代

一个关于协同消费的概念，成为了近几年风靡全球的社会实践。 

中国共享经济蓬勃发展，市场交易额持续增长，带来了经济社会领域的深刻

变革。根据 2017 年 2 月中国国家信息中心分享经济研究中心和中国互联网协会

分享经济工作委员会联合发布的《中国分享经济发展报告 2017》，中国分享经

济市场交易额在 2016 年约为 34520 亿元，这一数字比 2015 年增长了 103%， 中

国分享经济融资规模在2016年约为1710亿元，这一数据较2015年增长了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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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中国参与分享经济活动的人数在 2016 年已经达到 6 亿多人，这一数字比

2015 年增加了 1 亿人左右。中国分享经济平台的就业人数约达到了 585 万人。 此

外，《中国分享经济发展报告 2017》报告还预测，中国未来几年分享经济仍将

保持年均 40%左右的增速，到 2020 年中国分享经济交易规模占中国 GDP 比重将

高达 10%以上，到 2025 年占比将进一步攀升至 20%左右。  

大力支持共享经济的发展是中国政府的明确目标，要进一步提高资源利用效

率，同时以体制机制创新促进分享经济发展。共享经济两次被写入中国政府工作

报告，并在政府的大量政策性文件中被强调。 

 

表 5.12 2016 年出台的鼓励分享经济发展的部分政策文件 

时间 文件名称 相关表述 

3 月 《2016 年政府工作报告》 

支持分享经济发展，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让更多人

参与进来、富裕起来。要推动新技术、新产业、新

业态加快成长，以体制机制创新促进分享经济发展。 

3 月 
《关于促进绿色消费的指导意

见》 

支持发展共享经济，鼓励个人闲置资源有效利用，

有序发展网络预约拼车、自有车辆租赁、民宿出租、

旧物交换利用等，创新监管方式，完善信用体系。 

4 月 
《关于深入实施“互联网+流

通”行动计划的意见》 

鼓励发展分享经济新模式……激发市场主体创业创

新活力，鼓励包容企业利用互联网平台优化社会闲

置资源配置，拓展产品和服务消费新空间新领域，

扩大社会灵活就业。 

5 月 
《关于深化制造业与互联网融

合发展的指导意见》。 

推动中小企业制造资源与互联网平台全面对接，实

现制造能力的在线发布、协同和交易，积极发展面

向制造环节的分享经济，打破企业界限，共享技术、

设备和服务。 

7 月 《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 发展分享经济，建立网络化协同创新体系。 

8 月 
《推进“互联网+”便捷交通促

进智能交通发展的实施方案》 

发展“互联网+”交通新业态，并逐步实现规模化、网

络化、品牌化，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5.3.2 共享概念的范畴化 

如前文所提，范畴化(Categorization) 是分类的心理过程。(Ungerer＆ Schmid, 

2001:2)。人类在认识世界时，从事物的千差万别中找到相似性，比如在功能、形

状、性质等方面的相似性，然后把这种可辨别的事物歧异性处理成相同的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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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形成概念。概念是范畴化的最终产物，被称为认知范畴或概念范畴 (王寅, 

2007)。Lakoff 等人认为范畴化对于行动、感知、思维和语言来说最基本的，是

人类认知世界的基本手段，是产生词汇需经历的早期阶段。对某一事物的命名，

从一个人开始传给另一个人，因为事物之间的相似性，某些事物被归为一类。这

一命名使用较多以后，便形成了固定的概念，对一种范畴的概念化之后，便用文

字语义表示。也就是说，词汇是概念化和范畴化的结果。概念、活动和语言都是

隐喻性地组织在一起，概念隐喻是人类的思维方式，是认知的基本模型 (Friedrich 

Ungerer, Hans-Jorg Schmid, 2006)。隐喻的实质是通过一类事物来体验和理解另一

种事物。隐喻是语言的常态，在日常生活中比比皆是。除了显性的隐喻外，还有

很多系统性的潜移默化的长期规约类的隐喻，隐喻本身是一种思维方式。人类赖

以思考和行动的概念系统均由隐喻的形式建构与界定  (George Lakoff, Mark 

Johnsen, 2003)。 

在中国，交通工具的范畴化也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范畴化从新的角度建

立新的分类，新的分类与原有的类别可能界限分明，也可能交叉重叠。在创立某

一范畴时，人们根据典型成员来归纳范畴，也通过典型成员的共同属性来习得范

畴。 

在中国， “交通工具”最初可能是一个“人造物”的上位范畴。而作为动物名

称的“牛”、“马”、“驴”也曾是中国农业社会一重交通工具，也被纳入交通工具的

范畴。但是，“牛”、“马”、“驴”的上位范畴实际上是“动物”。同时，在中国，车

一直是人类的一种交通运输工具。在不人类的不断发展过程中，车的制造技术越

来越先进，车的类别不断增多，车的分类方法不断演进。总之，车在中国古代一

直是一个交通工具的核心范畴。仓颉造字时已经有了车这一文字的存在，甲骨文

和金文中也有车的身影。车在中国古代最初是“战车”，一种有轮子，由动物驱动

的战斗工具。在中国古代的历史文献中，车意为战车的例子很多，比如，屈原的

《国殇》“操吴戈兮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杜甫的《兵车行》“车辚辚，

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等文献中均有体现。而车因为有轮子这一特征，很

多带轮子的器械后来都被归属到车的类别，如纺车、水车、风车等，就是用轮轴

来转动的器具。所以，在中国，所有靠轮子传动而工作的器械，纺车、水车、风

车以及所有的汽车、自行车、架子车、马车、电动车等都被归为一个范畴。《现

代汉语词典》对车辆的定义是“各种车的总称”。百度认为车辆包括机动车和非机

动车”两个大类。机动车，指“以动力装置驱动或者牵引，上道路行驶的供人员乘

用或者用于运送物品以及进行工程专项作业的轮式车辆”，非机动车，指“以人力

或者畜力驱动，上道路行驶的交通工具，以及虽有动力装置驱动但设计最高时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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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车质量、外形尺寸符合有关国家标准的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电动自行车等交通

工具”。 

关于汽车这一个车辆范畴的原型词汇，不同的词汇解释工具的释义不尽相同。

《现代汉语词典》：“汽车是用内燃机做动力，主要在公路或马路上行驶的交通

工具，通常有四个或四个以上的橡胶轮胎。用来运载人或货物”。《辞海》：“汽

车是一种能自行驱动，主要供运输用的无轨车辆。原称‘自动车’，因多装用汽油

机，故简称汽车”。百度网页：“汽车是指以汽油、柴油、天然气等燃料或者以电

池、太阳能等新型能源由发动机作动力的运输工具。一般具有四个或四个以上车

轮，不依靠轨道或架线而在陆地行驶的车辆”，“汽车通常被用作载运客、货和牵

引客、货挂车，也有为完成特定运输任务或作业任务而将其改装或经装配了专用

设备成为专用车辆，但不包括农用车辆”。百度的释义可以看出，随着现代汽车

行业的发展，电动汽车、太阳能车等新能源车不断出现，分类范畴的含义发生了

新的变化。百度的补充词条提供了更多开放性的解释，其中的释义认为“汉语的

汽车一词的含义就是包括小轿车、公交车、卡车、救护车、救火车、吉普车、越

野车、赛车、洒水车、工程车等等所有由内燃机或电池、太阳能等驱动的四轮以

上的车辆”。(轩治峰, 2017: 49-78)。 

 

 A：交通工具是否常用/常见 （目前标准） 

常见 汽车、货车、公交车、自行车、火车、地铁、 摩托车、飞机、轮船、电梯 

不常见 滑板、平衡车、轿子、马车、火箭 

 

 

B: 交通工具的速度如何  

快 飞机、火箭… 

中速 火车、汽车、地铁、摩托车、轮船、电梯… 

慢 自行车、滑板、平衡车、轿子、马车… 

 

 

C: 驾驶和行进的方式不同（海上、陆上、空中的区别） 

海上 轮船、航母 

陆上 火车、汽车、地铁、摩托车、自行车、滑板、平衡车、轿子、马车 

空中 火箭、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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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乘坐交通工具的人类坐姿，是否有座位 

交通工

具 

火车 汽车 自行车 船 飞机 轿子 马 电梯 

乘坐姿

势 

坐 坐 坐 坐 坐 坐 坐  

站 站  站 站   站 

卧 卧  卧 卧    

 

E：是否可以共享 

 “共享”的制度逻辑，改变了人们对社会的分类，塑造了行为主体的认知，

推动了中国 O2O 移动出行组织场域内的制度变迁。 

 以前没有把共享的概念运用到交通实践中，现在开始思考关于什么

可以共享。 

 

 

 

 

 

 

 

 

 私家车和出租车的分类 

私家车只能用来个人使用- 私家车可以用来运营，并收取费用，专车业务，

快车业务 

 免费共享和收益性共享的分类 

共享是免费的，比如免费搭个顺风车共享可以受益，私人小汽车合乘，顺

风车（拼车）业务。 

 

F：车是否在巡游 

出租车默认是巡游，空驶寻找乘客的进行预约，网约车，产生巡游出租汽

车和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的概念。 

5.3.3 从家庭到共享 

移动出行行业的制度创业背后存在着多元制度逻辑，就汽车共享而言，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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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明显的从家庭到共享演进变化的过程，正是这一主导核心逻辑的变化，带来了

新的观念制度的产生，并产生了一系列的制度创业行为。这一点可以从话语范畴

里找到大量证据。 

 

表 5.13 “家”和“共享”的共显索引行 

家庭私有 共享 

1.我家的车可以开网约车吗？有什么条件？  

2.一些澳大利亚的家长开始用网约车来接送

孩子去上课外班 

3.对于一般家庭来说，车辆还是属于大件商

品，出租风险相当高 

4.每天送孩子上学后到上班之前，我能接上 1

到 2 个专车订单 

5.在私家车使用成本高昂，公共交通拥堵不堪

的背景下，对于投资人来说，汽车从私有到

共享再到自动驾驶，是一个必经的路径 

6.这些已经被市场培养出共享经济意识的私

家车主们，恐怕已经无法忍受被“闲置”的冷落 

7.将私家车的车辆性质登记为“租赁”并符合

当地有关规定，也可以从事分时租赁业务。

不同于私家车仅为家庭提供私人服务，分时

租赁车辆为社会公众提供服务且以此营利，

服务对象更加广泛 

1.网约车平台是在共享经济的时代背景下发

展起来的新兴业态 

2.共享经济提倡将闲置资源出租，提高其利

用率并取得一定的收益 

3.汽车的共享经济更带来节能减排的巨大社

会意义 

4.盘活了很多闲置的车辆，充分发挥资源共

享优势，在没有增加社会更多成本的前提下

解决了更多的出行需求 

5.“共享”概念，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火。大家

对“共享”的接受速度大大超出了预期 

6.即共享经济模式将是未来改变私有资源二

次分配的重要经济模式 

7.因为共享经济的本质是信息经济发展到一

定程度后，物不再以稀为贵，在共享基础上，

人们不再有对物质迫切的所有权需求 

 

 

 

从“家”和“共享”的共显索引可以看出，私家车最初是家庭或个人所有的私有

财产，仅为家庭提供私人服务，体现人们对物品的个人所有权。一般家庭倾向于

保护这种个人产权，即使开始意识到这一个人物品有大量的时间处于闲置的境地，

开始意识到这一物品的使用和维护成本高昂，但是依然保持私人所有，规避风险。

这是典型的家庭逻辑。家庭逻辑建立在婚姻制度的仪式之上，以繁衍家庭成员作

为最基本的义务，以无条件的对家庭成员忠诚作为信仰基础。而这一建立在私有

产权下的家庭逻辑，在共享观念的影响下，发生了变化。“家”共显索引的第一条：

“我家的车可以开网约车吗？有什么条件？”，话语实施人的观念开始变化，开始

思考家庭所有的物品，可否以及如何进行共享。“一些澳大利亚的家长开始用网

约车来接送孩子去上课外班”，话语实施者开始引述别人的分享行为，并将该行

为陈述给跟多人，共享概念在话语传播中被强化。“对于一般家庭来说，车辆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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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属于大件商品，出租风险相当高”，体现了家庭逻辑的根深蒂固的影响，通过

推测风险来排斥新的逻辑，属于旧逻辑的挣扎。“每天送孩子上学后到上班之前，

我能接上 1到 2个专车订单”，话语实施人并未完全表明自己对共享观念的接纳，

但是已经在行为上施与了共享行为。车辆作为家庭私有财产，它的核心任务是满

足家庭成员使用的需要，比如话语中的送孩子上学，是典型的家庭需求。但是当

家庭逻辑下的家庭需求被满足之后，话语人将车辆进行了共享，接了 1 到 2 个专

车订单，逐步显示了家庭逻辑向共享观念的转化。“在私家车使用成本高昂，公

共交通拥堵不堪的背景下，对于投资人来说，汽车从私有到共享再到自动驾驶，

是一个必经的路径。”话语人从宏观上阐释了家庭逻辑下的私家车存在成本昂贵

的劣势，而做出了私有到共享是必经之路的论断，在宏观领域促进场域行动者接

受家庭逻辑到共享观念的变迁。“将私家车的车辆性质登记为“租赁”并符合当地

有关规定，也可以从事分时租赁业务。不同于私家车仅为家庭提供私人服务，分

时租赁车辆为社会公众提供服务且以此营利，服务对象更加广泛。”下定义式的

将私家车从事租赁共享业务进行概念化。最初，私家车为家庭提供服务，是一个

普遍认同毫无争议的一个共同理解，但是由于共享观念的出现，网络约车、分时

租赁行为的产生，意义发生了变化，产生了新的意义类属，为家庭提供服务变成

了一种“私人”服务，而将车辆进行分时租赁则是一种“公共”服务，这种“公共”服

务可以成为“私家车”的属性，而且这种服务具有服务对象更为广泛的优势。 

“共享”概念，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火。大家对“共享”的接受速度大大超出了

预期。共享观念被广泛传播，在中国移动出行制度场域里被广泛接受。对共享观

念的强化，体现在对共享行为的意义的不断肯定中。车辆共享行为，被认为“盘

活了很多闲置的车辆，充分发挥资源共享优势，在没有增加社会更多成本的前提

下解决了更多的出行需求”。这种强化了的共享观念，不断促进了移动出行行业

组织场域中的制度创业。“共享经济模式将是未来改变私有资源二次分配的重要

经济模式”、“因为共享经济的本质是信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物不再以稀为

贵，在共享基础上，人们不再有对物质迫切的所有权需求”。私有资源的最初使

用核心是“私有”，而共享观念改变了人们关于私有和产权的共同理解，认为对物

品不一定必须具有所有权，个人私有资源也可以进行二次分配。共享观念再次通

过改变人们对“私有产权”范畴的分类认知，改变了人们的共同理解，影响了制度

创业的进程。 

那么，为什么在中国，共享观念广泛而迅速地被接受，产生了广泛而深刻地

制度创业呢？本文认为，中国在的私有产权观念制度较西方更为薄弱，更容易被

共享的逻辑形式替代。西方产权理论主张私有产权，私有产权制度发展完善。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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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全面垄断了产权形式，取消了市场交易，消灭了生产资

料的私有产权，实现公有化，政府活动全面取替代了市场。确立了生产资料公有

制是中国经济的基本制度。公有产权的主体地位。1985 年，邓小平提出，在改

革中应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发展一部分个体经济。2003 年，中国共

产党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

的决定》指出:“建立健全现代产权制度。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和主要内容包括物

权、债权、股权和知识产权等各类财产权。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

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有利于维护公有财产权，巩固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

有利于保护私有财产权，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至此，中国才初步建立现代产

权制度。虽然政府调整了国家、市场与产权的关系，但总体而言，民众的产权意

识不强。这种微弱的产权意识，很容易被共享文化关于共同产权或开放产权的观

念所替代。进而，把分享从家庭或内群体扩展到了社区和共同体。所以在中国，

共享观念很容易被大众接受，形成共同认知。 

共享观念实际上既是市场逻辑也是社区逻辑，是市场逻辑和社区逻辑在集体

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语境下的另一种表达。一方面，共享的核心要义是提高资源利

用率，本质上与市场逻辑相契合。另一方面，分享是从家庭或内群体扩展到了社

区或共同体，具有社区逻辑的属性。在中国社会主义公有经济的社会语境下，市

场经济曾经完全被消灭和禁止，以共享的概念出现，更容易被大众接受，从而被

广泛传播。 

5.3.4 多元制度逻辑下的制度创业阶段 

从具体制度层面，2016 年 7 月，《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

法》和《关于深化改革推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发

布前，监管部门依然希望通过对旧的出租车行业进行技术方面的改进，如建立统

一电召平台，完善网络约车技术及监管措施来实现，不接受私家车参与营收式运

营这种新的共享收益逻辑。 2016 年 7 月的《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

行办法》和《关于深化改革推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

正式宣布私家车可以在一定条件下进行营收性运营。逐步接纳了“共享”的制度逻

辑，私家车可以共享并取得收益，推动了 P2P 个人对个人的租车、分时租赁等共

享模式的发展。随后各场域行动者普遍接受了共享的制度逻辑，制度创业的进程

逐步理顺，其中，共享单车新政，特别是共享汽车新政在汽车共享大面积出现之

前已经正式敲定。快车、网约车经历了激烈的合法性的讨论，共享单车、共享汽

车则较为平稳的为大众接受，公共话语体系中的争议点也仅在一些技术问题和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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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问题方面。 

图 5.15 制度逻辑影响下的制度创业阶段 

 

通过对语料的进一步梳理，根据 York, Jeffrey G、 Hargrave, Timothy J.Pacheco, 

Desiree F.等人的在《Converging Winds: Logic Hybridization in the Colorado Wind 

Energy Field》中的分析框架，本文整理了以下索引列表。 

 

表 5.14 制度逻辑演进过程的语料支撑列表 

阶段 语料支撑 

妥协 

如果是私家车的话，我是绝对不会坐的 

私家车运营造成的隐患，民众对此也有诸多顾虑。 

对想利用私家车来赚点油钱的人来说，兼职专车司机的生涯将走到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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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14 制度逻辑演进过程的语料支撑列表 

 

但出租车司机则一边倒地反对私家车运营合法化。 

尤其是最近交通部长的一句话——"永远不许私家车进入专车" 

私家车做专车要罚 1 万 

目前，私家车接送乘客不合法 

相关部门还将对私家车从事“专车”服务进行持续整治 

吸纳私家车其实一早就埋下了隐患 

盲目让私家车进入租赁领域对于公共安全而言，将有着非常高的风险， 

禁止私家车接入平台参与经营；凡利用私家车等社会车辆从事“私租车”服务的，均涉

嫌非法营运 

重构 

他们希望在出租车行业与私人司机这两大传统门类中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利用闲置的私家车在繁忙时段提供出租服务，也许会是增加供给而又不加重道路负担

的一个选项，因为私家车在没有订单时，不会在道路上空驶 

Sam Zaid 指出：“全美有超过 2.5 亿辆私家车，这些车平均每天有 22 小时时间是闲

置的 

25-35 岁的私家车车主中，近 17%的人可以接受出租自家车的分享形式 

您要是有一辆私家车，只要车况 OK，经过简单的培训、考试，就可以接入专车软件

上路了 

公众最关心到底什么样的车能当专车。 半数意见支持私家车当专车 

部分私家车在局部位置与局部时段提供出租服务，其实是对症下药 

数量不断增长的私家车却存在着大量空驶情况。一边是拥挤到没有喘息空间的公共交

通车辆、一边是过分宽松的私家车空间 

采用私家车合作租赁的轻资产模式，调动私家车的参与度 

鼓励私家车主通过他们的平台将闲置车源进行线上出租 

争论 

新事物出现在信息时代的“聚光灯”下，自然会引发众多争议，其间好处是利弊尽显。 

是适应还是排斥，是宽容还是禁止，成为摆在行业和政府面前的一个新课题。 

再次强调了从事专车业务的车辆须有营运性资格，普通私家车不能直接接入服务 

在针对私家车能否从事专车运营中，赞同和反对意见基本持平 

交通部门无权作出“不得以私人小客车合乘或拼车名义提供运营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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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14 制度逻辑演进过程的语料支撑列表 

 出租车是出租车，私家车是私家车，两车之间有一道不可逾越的壁垒。 

争论 

禁止私家车等方式，彻底消灭了共享经济，做出了一个“高级版昂贵版出租车” 

但过于严格又会让私家车主无法进入该行业，希望私家车的“转型”门槛能放低 

合法

化 

私人小客车的拥有权和使用权都是私人掌控的范畴，在不损害他人和社会利益的前提

下，通过出让私人物品使用权获取一定酬劳合情合理合法 

私家车参与公共服务，在特定条件下很正常：FBI 的探员追拿逃犯，拦下谁的私家车，

那车立马就充当公家车了 

我们对付非典、地震等灾害时，私家人、私家车、私家饭菜义无反顾参与公共服务，

不应该吗？ 

可以看看部分私家车经由网络共享转为公共交通的组成部分，对增加居民出行便利、

减轻城市病、改善环境，究竟有没有积极影响 

在私家车使用成本高昂，公共交通拥堵不堪的背景下，对于投资人来说，汽车从私有

到共享再到自动驾驶，是一个必经的路径 

私家车须按规定条件和程序转化为网约车方可开展服务 

在此基础上，放开了私家车加入运营，同时允许运营平台与司机签订更为灵活的劳动

合同或协议 

鼓励私人小客车合乘 

通过利用闲置的私家车资源，提高汽车使用效率，有效缓解交通拥堵，助力空气污染

和雾霾的治理，减轻地球环境负荷 

嵌入 

将来可拿出来共享的私家物件怕是多了去了 

共享汽车一定是未来的方向，它有助于缓解私人小汽车的保有量 

共享汽车取代私家车不无可能 

一定程度上缓解城市私人小汽车保有量快速增长趋势以及对道路和停车资源的占用 

有助于减少私人小汽车的拥有和使用以及提升整体客运体系的便捷性和效率 

私家车仅为家庭提供私人服务，分时租赁车辆为社会公众提供服务且以此营利，服务

对象更加广泛 

另一位司机刘师傅的小巴也是私家车，而且在平台上能随时切换，不跑“小巴”了，还

能继续跑“快车” 

 

如上表所示，在中国移动出行汽车共享领域，制度逻辑演进的过程经历了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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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新逻辑向旧逻辑妥协）、重构（新逻辑利用旧逻辑）、争论（同化和相互影

响）、合法化（之前不相容的逻辑融入新实践）、嵌入（杂糅的逻辑相互嵌入）

的五个阶段。 

在第一个阶段，新的制度逻辑向旧的逻辑妥协。在第一个阶段，虽然私家车

从事网约服务已经出现，但是受到了各方面的阻力。“私家车运营造成的隐患，

民众对此也有诸多顾虑”公众媒体用代表民意的方式，表明着这种新的制度形式

的种种隐患，“但出租车司机则一边倒地反对私家车运营合法化”，“尤其是最近

交通部长的一句话——永远不许私家车进入专车”，“相关部门还将对私家车从事

“专车”服务进行持续整治”公共媒体以代表民众、出租车司机、权威人士代表的

交通部长、相关部门等多个话语方来反对这一新的制度形式，显示旧制度逻辑在

各个领域的权威，巩固旧的逻辑。“私家车做专车要罚 1 万”、“私家车接送乘客

不合法”、“吸纳私家车其实一早就埋下了隐患”， 在这个阶段新的制度逻辑不断

向旧的制度逻辑妥协。 

在第二个阶段，新逻辑利用旧逻辑。在这一阶段，新的制度逻辑没有采用激

进的表达，而是开始利用旧逻辑。在旧逻辑可以接受的认知角度，寻找突破。“部

分私家车在局部位置与局部时段提供出租服务，其实是对症下药”中指出私家车

提供出租服务是一种补充而已，是缓解交通和服务方面的很多痛症的药方而已。

使用这样的话语表达比较能在旧逻辑主导的认知语境中被更多的人接受。“利用

闲置的私家车在繁忙时段提供出租服务，也许会是增加供给而又不加重道路负担

的一个选项，因为私家车在没有订单时，不会在道路上空驶”中指出，新的制度

形式没有太多弊端啊，不会对就制度产生很多负面影响啊，私家车不会在无订单

时空驶，不会加重道路负担，从而宽解各方行动者的顾虑。“全美有超过 2.5 亿

辆私家车，这些车平均每天有 22 小时时间是闲置的”，私家车大部分闲置是一

个一直存在的普遍现象，在公共认知体系里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但在这里，通

过对这种现象的报道，并且采用具有直观冲击力的数字（2.5 亿、22 小时）来进

行叙事，极大地冲击了公共的认知体系，使各方行动者开始觉得普遍和长时间的

闲置也许不再是一个正常的现象。新的逻辑利用旧的逻辑来重构各方的认知。

“25-35 岁的私家车车主中，近 17%的人可以接受出租自家车的分享形式”，这句

话语指出，私家车的分享模式是可以被接受的，特别是可以被 25-35 岁的年轻人

接受。年轻在公众的认知体系里普遍代表新事物、代表朝气、代表勇气和活力，

与陈旧和腐朽截然相对。绝大部分的公众愿意保持年轻和活力，害怕衰落和苍老。

使用这样的构建，进一步促进了各方行动者积极地开始接纳这种新的制度逻辑。

所以在这一阶段，新逻辑利用旧逻辑，进行了逻辑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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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三阶段，新旧逻辑开始同化并相互影响。“在针对私家车能否从事专车

运营中，赞同和反对意见基本持平”，这个阶段存在着广泛的争论，而且正反方

的意见开始势均力敌，而不再是第一个阶段的妥协状态，也不再是第二个阶段重

构利用阶段。“交通部门无权作‘不得以私人小客车合乘或拼车名义提供运营服

务’”、“禁止私家车等方式，彻底消灭了共享经济，做出了一个‘高级版昂贵版出

租车’”、“出租车是出租车，私家车是私家车，两车之间有一道不可逾越的壁垒”、

“再次强调了从事专车业务的车辆须有营运性资格，普通私家车不能直接接入服

务”，在这一阶段，新旧逻辑直接正面交锋，并在争论中相互影响，互相同化。

一方面，公众逐渐开始接受私家车进行网约服务，另一方面，在各种制约条件上，

又深受旧逻辑的影响。 

在第四阶段，之前不相容的逻辑融入新实践。这个一阶段，新的制度形式已

经开始逐步合法化。“私人小客车的拥有权和使用权都是私人掌控的范畴，在不

损害他人和社会利益的前提下，通过出让私人物品使用权获取一定酬劳合情合理

合法”， 新的公共话语认为，私人所有的物品，合理获取酬劳合情合理合法。合

情合理合法从三个层面巩固了新制度的合法性，认知合法性确立。“私家车参与

公共服务，在特定条件下很正常：FBI 的探员追拿逃犯，拦下谁的私家车，那车

立马就充当公家车了”、“我们对付非典、地震等灾害时，私家人、私家车、私家

饭菜义无反顾参与公共服务，不应该吗？”在这两段话语中，叙述者拿私家车参

与公共服务的极端案例，如协助警察办理案件、处理公共安全医疗和公共安全事

件等作为隐喻，进一步巩固私家车进行公共服务的认知合法性。“在私家车使用

成本高昂，公共交通拥堵不堪的背景下，对于投资人来说，汽车从私有到共享再

到自动驾驶，是一个必经的路径”、“通过利用闲置的私家车资源，提高汽车使用

效率，有效缓解交通拥堵，助力空气污染和雾霾的治理，减轻地球环境负荷”这

两段话语中，叙述者指出私家车进行公共服务可以缓解交通拥堵，减轻空气污染，

助力雾霾的治理，减轻地球环境负荷。通过对优势的列举，促进公众对新的制度

形式的接纳，巩固合法化成果。 

在第五个阶段，杂糅的逻辑相互嵌入，开始产生更广泛的制度创业。“将来

可拿出来共享的私家物件怕是多了去了”、“另一位司机刘师傅的小巴也是私家车，

而且在平台上能随时切换，不跑‘小巴’了，还能继续跑‘快车’”，共享的观念从私

家车共享拓展到更多的私人物品，共享巴士等新的制度创业形式不断出现，新的

制度逻辑嵌入到更多更深的领域中。“共享汽车取代私家车不无可能”、“共享汽

车一定是未来的方向，它有助于缓解私人小汽车的保有量”，在这个阶段，不再

是私家车能不能进行公共服务的争议了，而是私家车彻底被共享汽车取代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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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制度逻辑嵌入旧的制度逻辑中，进行了反向的颠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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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结论与讨论 

6.1 研究总结 

6.1.1 研究问题 

本研究在梳理和借鉴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运用话语分析方法着重分析以下几

个问题： 

制度逻辑一旦发生变化，就会产生新的分类，并改变现有分类的意义。那么， 

第一，中国 O2O 移动出行行业制度创业高速发展，其背后的制度逻辑如何

变化？第二，中国普遍倡导的共享观念如何通过分类塑造个体行为主体的认知，

从而影响认知合法性，推进制度变迁？第三，在观念制度变迁的视域下，中国

O2O 移动出行行业场域变革的进程怎样？期望通过本研究，分析和解释以上问题。 

6.1.2 研究发现 

移动出行行业的制度创业背后存在着多元制度逻辑，并表现出明显的从家庭

到共享的观念演化，正是这一主导核心逻辑的变化，带来了新的观念制度的产生，

并产生了一系列的制度创业行为。共享观念实际上既是市场逻辑也是社区逻辑，

是市场逻辑和社区逻辑在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语境下的另一种表达。一方面，

共享的核心要义是提高资源利用率，本质上与市场逻辑相契合。另一方面，分享

是从家庭或内群体扩展到了社区或共同体，具有社区逻辑的属性。 

中国移动出行行业制度创业的进程中，制度逻辑起了重要的作用。共享观念

通过改变对社会分类和分层塑造个体行为主体的认知。 

最初人类关于交通工具的分类范畴包括： 

A：根据交通工具是否常用/常见进行分类 

常见的交通工具如汽车、货车、公交车、自行车、火车、地铁、 摩托车、

飞机、轮船、电梯，不常见的交通工具如滑板、平衡车、轿子、马车、火箭 

B: 根据交通工具的速度如何  

快速的交通工具如飞机和火箭等，中速的交通工具如火车、汽车、地铁、摩

托车、轮船、电梯等、慢速的交通工具如自行车、滑板、平衡车、轿子、马车。 

C: 根据驾驶和行进的方式不同进行分类 

在海上的交通工具如轮船、航母等，陆地上的交通工具如火车、汽车、地铁、

摩托车、自行车、滑板、平衡车、轿子、马车等，而在空中的交通工具如火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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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等。 

D：根据乘坐交通工具的人类坐姿进行分类 

比如乘坐火车、汽车和飞机可以坐着、站着也可以躺着，而乘坐自行车多为

坐着，乘坐电梯则多为站着。 

在共享观念出现以后，出现了新的社会分层和分类方法。 

A：根据是否可以共享进行分类 

“共享”的制度观念改变了人们对社会的分类，塑造了行为主体的认知，以前

没有把共享的概念运用到交通实践中，现在开始思考什么样的交通工具可以共享，

如个人步行不可以共享，做火车飞机目前仍不能共享，但是自行车、私家车、公

交、巴士、甚至摩托车、滑板则可以共享。正是这一新的范畴和分类方式，改变

了人们对于世界的认知，组织场域的行动者把大量的可共享的交通模式延伸出来，

创造新的企业和新的商业模式，而作为组织场域行动者的消费者，因为接受了共

享的概念，也积极产业到制度创业的实践中，于是，推动了中国 O2O 移动出行

组织场域内一些列的制度变迁。 

B：私家车和出租车的分类发生了变化 

之前，私家车只能用来个人使用，出租车具有公共出租的性质。现在，私

家车也可以用来运营，并收取费用，私家车的意义范畴发生了变化，产生了专车

业务，快车业务和部分分时租赁业务。 

C：免费共享和收益性共享的分类 

之前，顺风车是免费的，以助人为乐为目的 现在，顺风车类的共享可以

受益，产生私人小汽车合乘，顺风车（拼车）业务。 

D: 运营车辆是在巡游还是已预约 

之前，出租车默认是巡游模式，大量城市出租车空驶中寻找乘客现在，可

进行预约，即网约车，产生了巡游出租汽车和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的概念。 

通过对概念范畴变化的梳理，本文还厘请了制度逻辑影响下的中国移动出行

制度创业场域变革的阶段。 

从具体制度层面，2016 年 7 月，《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

法》和《关于深化改革推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发

布前，中国的监管部门依然希望通过对旧的出租车行业进行技术方面的改进，如

建立统一电召平台，完善网络约车技术及监管措施来实现，不接受私家车参与营

收式运营这种新的共享收益逻辑。 2016 年 7 月的《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

管理暂行办法》和《关于深化改革推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征求

意见稿)》正式宣布私家车可以在一定条件下进行营收性运营。开始逐渐接纳了



 

 
141 

“共享”的制度逻辑，私家车可以共享并取得收益，推动了 P2P 个人对个人的租车、

分时租赁等共享模式的发展。随后各场域行动者逐渐接受了共享的制度逻辑，制

度创业的进程逐步理顺，其中，共享汽车新政在汽车共享大面积出现之前已经正

式敲定。快车、网约车经历了激烈的合法性的讨论，共享汽车则较为平稳的为大

众接受，公共话语体系中的争议点也仅在一些技术问题和安全问题方面。 

从观念制度层面，制度逻辑演进的过程经历了妥协（新逻辑向旧逻辑妥协）、

重构（新逻辑利用旧逻辑）、争论（同化和相互影响）、合法化（之前不相容的

逻辑融入新实践）、嵌入（杂糅的逻辑相互嵌入）共五个阶段。如下图所示。 

图 6.1 从家庭到共享的逻辑变迁阶段 

6.1.3 现实意义 

移动出行行业方兴未艾，中国的移动出行行业迅速发展。中国大力发展“共

享经济”， 倡导利用社会的闲置资源，为更多有需要的人进行服务，使资源利用

效率最大化的同时创造更多价值。在中国，出行成为共享经济发展最为活跃的领

域之一。共享汽车、顺风车、网约车、分时租赁、共享巴士以及传统的经营性租

车业务转型，这个行业正在经历着巨大的变革，发展的速度令人惊讶，这与中国

庞大的人口数量和特殊的国情密不可分。新的行业发展需要相关的研究，对现有

实践进行梳理，并对未来实践进行指导。本研究详细梳理了中国移动出行行业的

细分领域及其发展情况，具有很强的应用价值。此外，本文对制度的研究为制度

制定者提供参考。对于制度制定者而言，该研究有利于制度制定者及早发现新事

物所需要的制度，提高新制度制定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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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4 方法论贡献 

使用语言学话语分析的方法，提高了对管理学问题的解释力度。此外，本文

自行建立了中国移动出行行业新闻话语的小型语料库。内容涵盖 2013 年初至

2017 年末来自中国 120 多家新闻媒体近 60 万字的新闻语料，为未来他人大规模

的实证研究，提供语料和数据支撑，填补了在这一方面的空缺。 

共享经济是 O2O 移动出行行业高速发展的宏观背景。学术界关于共享经济

的研究主要是从社会学视角的一些视角展开，如文化的视角、生活风格运动的视

角、草根社会创新的视角、社会区隔的视角、社会整合的视角以及治理模式的视

角。本文采用语言学范畴化的视角，研究共享概念在中文中词汇范畴化的变化以

及背后的制度逻辑变迁，具有研究视角上的创新性，对其他几种研究共享经济的

社会学视角进行了补充。 

本研究探索了对制度逻辑研究的新方法。通过梳理，本文发现，话语分析是

一个分析制度逻辑的有效的定性分析方法。因此，本研究拟采用话语分析的方法

对制度逻辑进行分析，深化对制度创业过程中制度逻辑的动态演进过程的理解，

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话语与制度化理论。话语分析方法为管理研究提供新的分析

思路和分析技术，会提高对组织现象的解释力度，促进新的管理理论的构建。例

如，本文采用的互文性分析为研究者提供了检验某一话语与其他话语之间相互联

系和溯源的研究工具。话语分析更是促进了批评管理学研究的发展。这些方法有

利于研究者挖掘和揭示隐藏在管理现象背后的意识形态、权力结构、和个人价值

观念等，从而提高管理学研究对经验数据的阐释能力，进而提升管理学院研究的

质量。使用这些方法进行管理研究也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 

6.1.5 理论贡献 

本文通过研究制度逻辑如何通过分类塑造行为主体的认知，影响人们对新制

度的认知合法性的理解，从而在制度逻辑、认知合法性和制度变迁之间架起了桥

梁。通过梳理中国 O2O 移动出行行业领域制度创业过程中制度逻辑为行动者提

供的动机和身份的不同词汇表的梳理，对相关的制度逻辑理论和范畴化理论进行

了扩展和深化，填补了相关理论研究的空白。总体而言，本文的主要理论贡献包

括： 

（一）、本文拓展了制度逻辑理论研究的内涵，进一步明确了制度逻辑通过

分类塑造行为主体认知的具体模式。Thornton 等人提出，制度逻辑影响行为主体

行为存在四种机制。其中的一个机制是，社会分层和分类可以影响行为主体的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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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特定的制度逻辑和制度安排可以产生特定的分类方式。(Patricia H. Thornton, 

William Ocasio, 2008: 99-129)。然而，Thornton 等人的理论仅仅停留在设想的阶

段，并没有进行具体的理论演绎和进一步的论证。本文通过引入语言学范畴化的

有关理论，梳理中国移动共享出现行业的新的概念范畴和分类，并进行不同维度

的语言学分析，对制度逻辑通过分层和分类影响行为主体认知的具体模式进行了

详细地阐释。因此，本文对于制度逻辑理论的研究进行了深化和拓展，构建了更

为完善的制度逻辑影响机制理论体系。 

（二）、根据现有的理论，互文性反映了文本间，人们对某一事物达成一致

的情况或信息扩散的程度。而认知合法性，则反映了行动主体关于社会实在的性

质的共同理解。对“互文”现象的分析可以有效地确定概念或观点是如何在不同

的个体、群体和社会层面以及时间维度上产生和演变的，以及该概念或观点是如

何成为某种行为或行动的参考体系或驱动力的。本文研究发现，信息扩散化的程

度影响认知合法性的达成。主体间对某一类属意义随时间变化达成一致的程度越

强，新的类属最终确立的可能性越大，认知合法性越高，观念制度越容易建立。

因而，对于制度创业者而言，想要获得制度创业的成功，应该促进观念制度的扩

散，尽管在扩散的过程中会遭受非议，但非议本身依然会促进观念制度的建立。

这一发现，丰富和发展了现有的制度创业理论，为制度创业者提供参考。比如，

在政府在准备实施新政之前，通常通过网络媒体，释放正面和反面的政策信息，

引发公众讨论和批评，然后最终颁布新政，便是一种有效的尝试。诸如火车票实

名制制度、生育政策等，均在广泛的扩散，正反意见的交锋过后实施，获得了较

好的认知合法性基础。 

（三）、本文探讨了中国制度环境的独有特征。西方产权理论主张私有产权，

私有产权制度发展完善。中国的私有产权观念制度较西方更为薄弱，民众的产权

意识不强。这种微弱的产权意识，很容易被共享文化关于共同产权或开放产权的

观念所替代。进而，把分享从家庭或内群体扩展到了社区和共同体。所以在中国，

共享观念很容易被大众接受，形成共同认知。而移动出行的制度创业更容易在中

国获得成功。本文进行了中国语境的制度创业的独特叙事，也从理论上丰富和完

善了现有的制度理论。中国制度环境具有独有的特征。相对于西方成熟市场经济

国家，中国转型经济产生了较高的不确定年的制度环境，为企业提供了更加丰富

和有望产生更大利益的制度创业机会。而在制度创业已有研究中，对西方成熟市

场经济研究的比较多,有关中国这样的转型经济的新兴场域情境化研究较少，中

国正处在经济转型期，正在进行巨大的制度变革，加上中国独特的国情和文化背

景，研究中国情境下的制度创业和制度逻辑的演化方式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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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研究的局限性 

6.2.1 局限性 

本文通过研究制度逻辑如何通过分类塑造行为主体的认知，影响人们对新制

度的认知合法性的理解，从而在制度逻辑、认知合法性和制度变迁之间架起了桥

梁。通过梳理中国 O2O 移动出行行业领域制度创业过程中制度逻辑为行动者提

供的动机和身份的不同词汇表的梳理，对相关的制度逻辑理论和范畴化理论进行

了扩展和深化，填补了相关理论研究的空白，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但是，由于

本研究所关注的理论前瞻性很强，问题复杂，再加上本人能力和研究条件的局限

性，本文也存在诸多不足之处： 

（一）、本文虽然通过案例研究对中国移动出行行业进行了分析，但是分析

仅从新的分类范畴入手，角度还略显单一，由于篇幅的限制，分析还不够透彻。 

（二）、本研究试图通过整合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使用语言学理论和方法

来分析管理问题，对制度逻辑和制度创业进程进行了一次实证研究，在理论层面

和实践层面都试图进行一次突破。但也存在具体技术路线分析可能不够完善的风

险。 

6.2.2 展望 

关于制度逻辑的研究，仍然是一个相对较新，又极具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

方向，值得学者们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深入探讨。笔者认为，后续的研究可以

在以下方面进一步展开： 

（一）、进一步进行理论验证与拓展。制度逻辑理论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理论

视角。现有的关于制度逻辑的研究大多通过案例研究探讨了制度逻辑的概念、制

度逻辑对组织的影响和组织如何应对多重制度逻辑的挑战等相关议题上，而缺乏

对现有理论研究命题的验证。 

（二）、大样本的实证检验。目前关于制度逻辑的研究多为理论分析和案例

研究，缺乏大样本的实证检验，亟需学者们运用大样本数据来检验目前已提出的

概念框架和研究命题，并在此基础上不断丰富和拓展制度逻辑研究结论的适用范

围和边界条件。 

（三）、关注新兴的实践应用场景。制度逻辑理论视角关注多重制度压力和

充满冲突与矛盾的制度复杂性或制度多元主义。因此，对存在多重制度压力和制

度复杂性的实践情景均有较好的指导作用。而目前的制度逻辑研究多关注西方经

济体，对新兴经济国家的研究较为缺乏，而转型中的新兴经济体是制度逻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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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良好试验场。新的实践应用场景还包括，诸如跨国经营等各种关系错综复杂，

政府和非政府组织、超国家组织、劳工和环保组织等多元行动主体的场景，也是

制度逻辑研究的应用前景。 

6.3 讨论 

本文基于管理学、语言学学等多个学科的视角，以中国移动出行研究对象，

采用话语分析方法，对中国 120 多家新闻媒体近 60 万字的新闻语料进行分析，

探究新的概念范畴的背后隐藏的制度逻辑，探索观念制度的创业过程。 

本研究在已有的基础上进行了适度的创新。本研究在语言学范畴化的理论基

础上，梳理了中国移动出行行业新的概念词汇表，对新的概念词汇表进行词频、

搭配、互文分析，在以定量为主的管理学研究中开辟新的研究方法，从语言学的

角度分析了制度创业背后的制度逻辑，填补这一领域的空白。 

本文整合了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在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试图进行一次突破，

对制度逻辑进行了一次实证研究，具有一定的创新性，但是创新必然充满风险，

这也是本研究的不足之处。在理论层面，本研究结合话语分析理论与制度逻辑和

制度创业理论，研究中国移动出行行业背后的制度逻辑变迁，是一种理论上的大

胆尝试，必然也存在理论探讨不够完善的地方。另外，在实践层面，本研究以中

国移动出行行业研究对象，该行业还在高速发展中，新的现象还在不断涌现，因

而本研究可能会有一些不够完善的地方。在本研究的基础上，本人认为后续研究

可以在理论上更进一步，进一步完善话语分析与管理学结合的理论及更多话语分

析方法在管理学的应用，推动管理学和语言学学科交叉的发展，提高对管理现象

解释力度。在实践上可加强对中国移动出现制度创业其他方面的探讨，挖掘制度

创业和制度逻辑研究的普适性价值。 

总之，本文综合运用多学科的视角，进行了一次理论与实证分析的尝试。回

溯了的相关理论基础，阐释了中国移动出行行业制度创业背后的制度逻辑，界定

了中国移动出行行业制度创业的场域进程。希望本研究能为丰富制度逻辑和制度

创业的研究作出微薄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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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3/26 DoNews 摇摇招车王炜建：做游戏思维驱动下的打车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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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7/4 北京青年报    疑似官方打车软件现身 市交通委否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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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7/6 环球企业家 打车软件忧伤：风投催生白热化竞争 

2013/7/8 中国产经新闻报 打车软件前景悬疑：竞争激烈 政府管制 

2013/7/8 第一财经日报 北京规定打车 App 需接入平台：获利渠道遭封堵 

2013/7/8 第一财经日报 打车 APP 获利渠道遭封：强制接入平台引争议 

2013/7/11 北京青年报     打车软件下载量超百万：盈利至少还要两三年 

2013/7/13 华夏时报 评论：给打车软件留下生长空间 

2013/7/18 北京晨报    手机召车软件应对加价禁令：加价变身小费 

2013/7/28 中国经营报 打车 APP“生死劫”：政策和巨头双重威胁 

2013/12/5 新浪科技 北京出租车大规模支持支付宝钱包付款 

2013/10/28 四川在线-天府早报 打车 APP 双寡头：快的嘀嘀占八成份额 

2013/12/26 京华时报 嘀嘀打车下月入驻微信 

2014/1/2 腾讯科技  嘀嘀打车获 1 亿美元融资 中信产业基金领投 

2014/1/22 金羊网-新快报 嘀嘀打车 PK 快的打车烧钱升级 

2014/2/13 PingWest  Uber 宣布正式进入中国市场：接入支付宝 

2014/2/26 金羊网-羊城快报 广东省称适当时候干预打车软件 

2014/2/26 金羊网-羊城快报 打车软件掐架 手机叫车或成订制习惯 

2014/2/27 

人民网-人民日报海

外版 打车软件多赢格局如何健康持续 

2014/2/27 

人民网-人民日报海

外版 打车应用“烧钱”大战为哪般 

2014/2/27 新浪科技 快的打车将迁入阿里云服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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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27 金羊网-新快报   占打车软件便宜请切换至“斗智斗勇”模式 

2014/2/27 金羊网-新快报   评论：管理打车软件 政府的“手”要抓对地方 

2014/2/28 第一财经日报 打车软件上海被“招安”烧钱补贴还会继续 

2014/2/28 钱江晚报 上海禁用打车软件续：杭州或将建统一叫车平台 

2014/2/28 文汇报 支付宝称扬招也可获返现 

2014/2/28 

人民网-人民日报海

外版 打车软件，折腾了谁？ 

2014/2/28 法制日报 打车软件大战暴露相关法律边界不明晰 

2014/2/28 北京青年报     北青报称打车软件烧钱战不会搞乱市场 

2014/2/28 新华网 打车软件如何兼顾公平和效率？ 

2014/2/28 南京晨报 南京称暂不会对打车软件说不 

2014/2/28 杭州日报 杭州开始整治打车软件：已有出租车公司禁用 

2014/2/28 中国新闻网 打车软件大战或成强弩之末 被招安或为最终命运 

2014/2/28 南方都市报 上海高峰期禁用打车软件 

2014/2/28 京华时报 上海打车软件将接入电调平台 

2014/3/3 新浪科技 半数网友支持上海早晚高峰禁用打车软件 

2014/3/10 IT 时报 部分的哥难舍补贴优惠 依旧用手机 App 揽客 

2014/3/11 东方早报 上海：出租车载客时将屏蔽接单功能 

2014/3/11 南方日报 评论：打车软件被叫停焉知非福？ 

2014/3/12 新闻晨报 上海限用打车软件 10 天 高峰时段事故率下降 27% 

2014/3/12 南方日报 嘀嘀等打车软件降补贴 打车大战逐步降温 

2014/3/21 北京日报  《城市出租汽车管理办法》今日起废止  

2014/3/26 通信信息报 打车软件难治城市出行难 盘活资源重在简政放权 

2014/3/27 人民网 交通部：企业对打车软件给予补贴影响市场公平 

2014/3/31 北京晨报 快的打车 COO 赵冬：我们为什么要烧钱? 

2014/4/3 信息时报 快的打车公布一季度业绩：月营收近千万 

2014/4/3 新浪科技 快的嘀嘀打车鏖战 Uber 隔岸观火 

2014/5/17 南方日报 嘀嘀快的同日停止乘客补贴 

2014/5/27 新浪科技 交通部拟规范打车软件：将统一接入和管理 

2014/5/28 新浪科技 滴滴打车回应交通部意见稿：手机更适合叫车 

2014/5/29 兰州晨报 “滴滴”、“快的”即将“被收编”? 

2014/7/17 网易科技 滴滴快的回应交通部新政：打车软件获合法地位 

2014/8/5 i 黑马 快的打车 COO 赵冬：补贴大战后我们凭什么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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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8/11 京华时报 打车软件取消司机端现金补贴 改为任务奖励 

2014/10/21 新浪科技 交通部规范出租车管理：电召爽约最高罚 200 元 

2014/11/25 广州日报 微信“封杀”快的打车 快的：腾讯“选择性开放” 

2014/12/9 网易财经 滴滴快的宣布与 Lyft 等海外打车软件四方结盟 

2014/12/11 中国经济网 快的打车”移动支付上线一周年 总交易额超 128 亿元 

2014/12/25 东方网 快的打车推出一号专车企业版服务 的士司机腹背受敌 

2015/1/13 北京晚报 记者体验政府版约车 电话叫车无人应约（组图) 

2015/1/14 钱江晚报 私家车利用约车平台从事非法营运案件 

2015/1/16 新华社 交通改革意见出台 鼓励发展多样化约车服务 

2015/1/19 北京晨报 快的打车宣布融资 6 亿美元 

2015/1/23 中国新闻网 江苏交通厅厅长：有条件鼓励专车、约车依法运营 

2015/1/26 经济观察网 

滴滴公司将推出专车企业版 对公业务涉及千万亿大市

场 

2015/1/26 新华网 上海：互联网专车是未来方向 但必须依法合规 

2015/1/26 IT 时报 滴滴、快的否认向专车司机收取份子钱 

2015/1/27 TechWeb 北京市交通委：专车运营模式不合法 

2015/1/27 京华时报 西安查处首辆“专车”运营私家车 

2015/2/2 新浪科技 易观：快的打车 Q4 市场份额为 56.5% 滴滴 43.3% 

2015/2/6 华尔街日报中文网  

快的打车：与滴滴合并数周内完成 未达反垄断申报标

准 

2015/2/15 大洋网-广州日报 快的、滴滴打车情人节宣布在一起 

2015/2/15 南海网-海南日报 快的和滴滴宣布战略合并 

2015/2/16 法制晚报  约租私家车 不妨合法化 

2015/3/4 中国企业家 快的打车 CEO：长期补贴太愚蠢 柳青非常优秀 

2015/3/14 腾讯科技 交通部为何禁止私家车接入专车？原因都在这 

2015/3/16 腾讯科技 互联网专车服务有行业标准了 

2015/3/17 新快报 四大因素致广州约租车 公测“难产” 

2015/3/23 大河网 滴滴快的再砸 10 亿元补贴专车 巨额补贴搅动市场 

2015/3/27 浙江在线 杭州运管约谈 5 大专车平台 私家车做专车要罚 1 万 

2015/4/8 法制晚报  滴滴快的 进军代驾领域 

2015/5/5 中国广播网 

上海部分专车司机停止接单 抗议快的滴滴合并待遇降

低 

2015/5/5 证券时报网 e 代驾 D 轮融资 1 亿美元 迎战滴滴快的 

http://kuaixun.stcn.com/2015/0505/1222276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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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5/13 中国新闻网 

Uber负责人被成都交委约谈 涉嫌组织私家车从事非法

营运 

2015/5/20 

证券日报-资本证券

网 滴滴快的合并后再遇"强敌" "零首付”"强势搅局 

2015/5/23 中国经济网 上海国有出租车调度中心将和滴滴快的打车系统对接 

2015/5/25 

四川在线-华西都市

报 滴滴快的合并 100 天 砸 10 亿请国人打快车 

2015/5/26 搜狐新闻 滴滴快的合并 100 天，下一步到底怎么走？ 

2015/6/1 新华网 

上海出租汽车信息服务平台上线 约租车试点方案将出

台 

2015/6/2 北京晨报 滴滴快的“顺风车”正式上线 

2015/6/3 国际在线 北京交管部门约谈滴滴 称专车、快车业务违法 

2015/6/3 凤凰财经 胡释之：滴滴专车违的是部门利益法 

2015/6/4 凤凰财经 北京约谈后 滴滴宣布提前结束“免费坐快车”活动 

2015/6/4 虎嗅网 滴滴搅局拼车：一场不合时宜的赌局 

2015/6/5 新浪科技 国家专车新规月内出台 车辆与平台均须运营资格 

2015/6/11 中国新闻网 南昌官方约谈“专车”打车、租赁企业 要求整改 

2015/6/15 新浪科技 快的陈伟星：如何在三年时间做到公司市值百亿 

2015/6/26 中国新闻网 滴滴 CEO 程维：过高补贴不利发展 将致欺诈盛行 

2015/6/29 中国新闻网 广州将进行出租车业改革 推出“约租车” 

2015/7/9 南方都市报 滴滴：做出行领域的“淘宝” 

2015/7/15 凤凰科技 滴滴巴士 7 月 16 日正式上线 首批支持北京和深圳 

2015/7/24 中国经济网 

8 部门约谈滴滴优步负责人 称私家车从事客运服务违

法 

2014/7/28 腾讯科技 柳传志女儿柳青出任滴滴打车 COO 

2015/7/30 广州日报 

滴滴代驾正式上线 首单免费 计费方式：起步价+公里

费 

2015/8/1 中国新闻网 交通部官员：发展网络约租车可缓解城市交通拥堵 

2015/8/3 凤凰科技  滴滴快的在上海推滴滴车站 加大对出租车补贴 

2015/8/6 北京商报 滴滴凭什么要做出行市场的“淘宝” 

2015/8/19 西安晚报 APP 约车风险 

2015/8/20 新华日报 保监会发文警示 APP 约车风险 “私家专车”事故可拒赔 

2015/8/31 信息时报 广州将搭建官方约租车平台 

2015/9/1 新华网 

滴滴快的 CEO 程维：以为滴滴快的合并是总决赛 原来

只是小组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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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9/7 新浪科技 独家：Uber CEO 披露中国融资状况 12 亿美元到账 

2015/9/8 新浪科技 Uber 拟扩大中国业务 未来一年新增城市目标过百 

2015/9/8 新华网 网络约车甩客，专车面临“天价”罚款 

2015/9/9 新浪科技 Uber 创始人：Uber 中国每日成单量一百万 

2015/9/9 凤凰科技  滴滴出行入驻支付宝 今日起可领红包 

2015/9/9 新华网 Uber 将在中国 100 个城市拓展业务 

2015/9/10 新京报 滴滴快的确认完成 30 亿美元融资 

2015/9/10 京华时报 滴滴快的更名 并完成 30 亿美元融资 

2015/9/10 北京商报 “滴滴出行” 再获 10 亿美元融资 转型生活 O2O 

2015/9/12 新闻晨报 互联网约车面临选择难题 

2015/9/16 新浪科技 官方打车软件出炉：首汽约车试运行 可开发票 

2015/9/18 新京报 首汽约车能否带动北京出租车变革 

2015/9/18 武汉晚报 软件约车后取消订单 遭司机短信辱骂 

2015/9/21 东南网 福州本土打车软件“海峡约车”上线 

2015/9/21 人民日报 出租车公司推出网上约车 

2015/10/8 中国证券网 滴滴快的获国内首张网络约租车平台经营牌照 

2015/10/8 中国证券网 上海市交通委：神州租车也希望加入约租车平台 

2015/10/9 新浪科技 首汽租车完成 1.2 亿美元 A 轮融资 用于车队扩张 

2015/10/9 光明网 滴滴获牌，约租车春天还远吗？ 

2015/10/10 新浪科技 交通部发布专车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附全文) 

2015/10/10 中国新闻网 交通部：鼓励非盈利目的的汽车共享及拼车出行 

2015/10/10 新浪科技 交通部出租车/专车指导意见：共六个部分 20 条 

2015/10/10 界面 专车新政或致私家车主大量退出 滴滴 Uber 受考验 

2015/10/10 财经网 傅蔚冈：交通部专车新规扼杀了又一个“淘宝” 

2015/10/10 新京报 交通部专车新规：纳入出租车管理 实行许可制 

2015/10/10 新浪科技 滴滴：关注网约车管理办法 继续和主管部门沟通 

2015/10/10 新浪科技 神州专车：对网约车管理办法表示欢迎 

2015/10/10 新浪科技 优步：积极参与网约车管理办法制定过程 

2015/10/10 新浪科技 易到用车：已和各大城市交通主管部门积极接触 

2015/10/10 新华网 

网络约车该堵还是该疏? 聚焦“互联网＋”时代出租车

改革 

2015/10/10 中国新闻网 约租车“上海模式”先行探路 “私家车可运营”司机点赞 

2015/10/10 澎拜新闻网 约租车法规征求意见 优步滴滴快的：继续和官方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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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0/10 新华网 网络约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征意见(全文) 

2015/10/11 人民网 调和新旧业态 规范网络约车（政策解读） 

2015/10/11 《财经》杂志 交通部专车新政征求意见 专家称管理思维保守 

2015/10/11 新浪科技 专车新规解读：规范市场 滴滴优步受影响 

2015/10/11 光明日报 上海发放首张网络约租车牌照 

2015/10/12 新浪科技 首汽约车回应出租车新政：我们与规范一致 

2015/10/12 福建日报 接纳网络约车是大势所趋 

2015/10/13 新华网 出租车改革在即 中国民众期待网络约车助推出行变革 

2015/10/13 财新网 周其仁：专车创新要闯既得利益关 

2015/10/14 国际在线 国外政府如何对待网约车 

2015/10/14 国际在线 网约车三个行政许可有上位法依据 

2015/10/14 山西新闻网 跃然青春 与 P8 青春版共享绿色校园 

2015/10/15 京华时报 交通部：网约车价格会合理回归 低价是暂时的 

2015/10/17 新浪财经 周其仁：治理网约车不要轻易立规矩弄黑一批人 

2015/10/17 新浪财经 交通部官员自称脸上挂不住 北大教授说了啥 

2015/10/18 新浪财经 张维迎：管专车切忌与消费者为敌 

2015/10/19 新浪科技 滴滴针对交通部新规提建议:给网约专车发展空间 

2015/10/20 京华时报 滴滴出行建言“专车新政” 

2015/10/20 新浪科技 滴滴出行推试驾业务：用户可在线约车上门试驾 

2015/10/20 新华网 

公共道路资源需公平使用 专家热议交通运输部“约租

车”新规 

2015/10/20 

中国经济网-经济日

报 “共享经济”不能成“网约车”逃避监管的理由 

2015/10/21 北京日报 乐视确认控股易到用车 

2015/10/22 新浪科技 专家建议专车新规暂缓 意见稿存重大缺陷需重制 

2015/10/23 山西新闻网 易到用车成功完成 D 轮融资 与乐视战略合作前景无限 

2015/10/23 新浪科技 交通部官媒：网约车仍是出租车 互联网只是手段 

2015/10/23 新华日报 专家建言网络约租车新规“回炉” 

2015/10/28 中国经济网 示好“专车新政” 滴滴高调上保险 

2015/10/28 北京晚报 软件约车 没上车钱被扣了 

2015/10/29 长城网 出租车新规：“网约车”门槛高 专车戴“紧箍咒” 

2015/10/13 21 世纪经济报道 

交通部出台出租车改革新规：网络专车纳入管理 滴滴、

Uber 等网络专车发展或将受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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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1/2 第一财经网 行业协会致函交通部：不能纵容网络约租车砸饭碗 

2015/11/4 新华网 

网约车征求意见一周倒计时 三大博弈焦点或催生行业

拐点 

2015/11/4 凤凰财经 

张国华：互联网+下谈约租车 不应停留在视力上而要用

视野 

2015/11/4 凤凰财经 杨芸：网约车的发展要让市场规律来定 

2015/11/4 新浪财经 滴滴已获牌照专车司机为啥仍被抓？ 

2015/11/4 凤凰财经 张国华：在处理约租车问题上 大量政府机构违法执法 

2015/11/9 新浪新闻 今晚有话说:专车要从业资格吗？ 

2015/11/11 新快报  网约车究竟该怎么管? 逾七成意见支持归为新业态 

2015/11/15 新浪汽车 出租车新政存三大变数 司机兼职成可能 

2015/11/29 新华网 

中国出租车改革征求意见 三成以上聚焦网约车平台及

车辆管理 

2015/11/30 西安晚报 半数支持网约车登记为出租客运 

2015/11/30 大河网 出租车改革征求意见 网约车平台纳入管理呼声高 

2015/11/30 中国经济网 

出租车改革超三成意见聚焦网约车平台管理及车辆准

入 

2015/12/3 北京晨报 滴滴 15 个月织出全球最大专车网络 

2015/12/4 

国家信息中心信息

化研究部 

“红旗法案”不该在中国重演——“专车新政与共享经济

发展”研讨会综述（二） 

2015/12/8 界面 出租车司机围堵滴滴北京总部：反对奖罚机制 

2015/12/12 新华网 围堵滴滴总部：出租车司机代表与滴滴谈了什么  

2015/12/16 新浪科技 首汽约车获 2.2 亿元 A 轮融资 

2015/12/17 信息时报 外地牌网约车应抓紧清理 

2015/12/18 广州日报 网约车平台暂未清理外地专车 

2015/12/20 中国经济网 记者体验约车软件：有司机为拿奖励不接远单 

2015/12/28 中国经济网 易到用车沦为二线品牌 活跃用户次月留存率垫底 

2015/12/28 新浪财经 神州专车：做好移动出行市场的巨型“鲶鱼” 

2016/1/12 北京商报 滴滴出行去年总订单破 14.3 亿 

2016/1/12 羊城晚报 新华社呼吁：出租车改革别把乘客当羊宰 

2016/2/18 华尔街见闻 Uber 有多烧钱？中国市场一年亏损 10 亿美元 

2016/2/22 猎云网 Uber CEO 吐槽：同滴滴 1 年价格战损失了 10 亿美元 

2016/3/7 国际金融报 易到用车启动国内上市计划 

2016/3/9 东南网  专访易到用车卢汉：以整合效应优化用户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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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4/10 中国经营报 传统出租杀入网络专车 出行平台竞争越发激烈 

2016/4/16 虎嗅网 北京滴滴 Uber 专车司机罢工街头调查 

2016/4/28 虎嗅网 

滴滴 Uber 之外，出行领域的创业公司们还有生存空间

么？ 

2016/4/28 北青网-北京青年报 合作滴滴出行 上海出租车“试水”加盟专车平台 

2016/5/13 新华网 苹果公司１０亿美元战略投资滴滴出行 

2016/5/13 腾讯财经 涉足互联网出行领域 苹果 10 亿美元投资滴滴 

2016/6/8 中国新闻网 持续充返+再次降价 易到用车日订单突破 80 万 

2016/6/13 腾讯科技 滴滴出行宣布获中国人寿 6 亿美元战略投资 

2016/6/20 腾讯科技 

易到用车彭钢：滴滴 Uber 模式已做到极致，要靠差异

化生存 

2016/7/26 央视 滴滴 Uber 价格涨三成 补贴少了你还会打专车吗 

2016/7/28 中国政府网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公布 

2016/7/28 人民日报 交通部：网约车获得合法地位 8 年报废年限取消 

2016/7/28 央视网 交通部：为网约车量身定制监管模式有利于其健康发展 

2016/7/28 中国网 交通部:明确将网约车车辆登记为预约出租客运 

2016/7/28 中国新闻网 公安部：对网约车驾驶人设严格准入条件 保障安全 

2016/7/28 新华网 

滴滴出行：将按网约车管理办法规范运营，更好服务亿

万群众出行 

2016/7/28 腾讯科技 

滴滴出行：将按照《暂行办法》要求规范运营并申请相

关许可证 

2016/7/28 映象网 神州专车回应专车新政：将严格遵守网约车监管 

2016/7/28 搜狐新闻 中国优步关于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管理暂行办法的声明 

2016/7/29 新华网 聚焦出租车改革百姓四大关切 “打车难”能不能缓解？ 

2016/7/29 中国证券报-中证网 专车新政让互联网+出行 回到市场主导模式 

2016/7/29 上海证券报 网约车终获合法身份 用车市场回归有序 

2016/7/29 证券时报 专车新政凶猛 行业嬗变在即 

2016/7/29 创事记 专车这个世界难题，中国为何能最先解决 

2016/7/29 第一财经日报 网约车合法了 定性“预约出租客运” 

2016/7/29 中国青年报 网约车终获合法身份 倒逼传统出租车转型 

2016/7/29 第一财经日报 专车转正：兼职司机有望大量回归 

2016/8/1 观察者网 

滴滴 Uber 真的在一起了！滴滴宣布收购优步中国（全

文） 

2016/8/2 证券日报 滴滴优步宣布合并 易到正面 PK 滴滴优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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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8/3 法治周末 必须申报！商务部“打脸”滴滴 Uber 中国合并 

2016/8/19 新快报 滴滴出行取消司机端 20%抽成 

2016/8/25 读懂新三板 易到用车要来新三板：拟融资 40 亿 估值 170 亿 

2016/8/31 凤凰科技  

滴滴同近 50 家出租车公司合作 出租车也能接网约车

单 

2016/9/30  36 氪 滴滴 Uber 中国合并仅两月 柳甄确认离职 Uber 

2016/11/4 京华时报 北交大报告：网约车不是道路拥堵直接原因 

2016/11/10 雷锋网  

融合发展加速 滴滴宣布与 150 多家出租车企业达成合

作 

2016/11/15 腾讯科技 滴滴出行与安飞士巴吉集团达成全球战略合作 

2016/11/28 投资者报 网约车大洗牌 易到周航在风波中颠簸 

2016/11/30 新京报 易到用车因拖欠租赁费被起诉 

2016/12/30 人民日报 京沪正式出台网约车细则 

2017/1/4 中国新闻网 滴滴出行：每天为 207 万司机提供超 160 元人均收入  

2017/1/23 国家信息中心 

必须高度关注共享单车类创业项目的非理性繁荣

——2017 年 1 月份双创领域苗头性、倾向性、潜在性

问题 

2017/1/25 中国青年报 

滴滴取消阶段性“建议调度费” 网约车价格到底谁说了

算 

2017/1/26 新华网 

厦门建成全国首个网约车监管平台 十分钟完成从业资

格审核 

2017/1/26 中国新闻网 中消协消费投诉榜 网约车投诉成新热点 

2017/2/4 新浪科技 深度：网约车新政后的深圳专车俱乐部调查 

2017/2/9 南方日报 广东拟将网约车纳入出租汽车管理 禁止外地网约车 

2017/3/1 证券日报 

网约车进入 B2C专车角力时代 吉利美团借新政纷纷参

战 

2017/3/3 华夏时报 两会声音：降低网约车准入门槛，取消司机户籍限制 

2017/3/9 大洋网-广州日报  滴滴宣布专车快车动态调价双重封顶 

2017/3/13 钛媒体 受乐视拖累 易到资金链断裂拖欠七家供应商尾款 

2017/3/20 北京晚报 北京地区滴滴将停止向非京牌车辆派单 三环内先停 

2017/3/21 新华社 滴滴逐步停止对北京非京牌网约车派单 

2017/3/22 北京晚报 “滴滴”停止对三环内非京车派单 不少司机跳槽 

2017/3/29 中国新闻网 定了！4 月 1 日前滴滴停止对北京地区非京牌车辆派单 

2017/4/3 央视网 后网约车时代：不拼广告补贴 服务管理才是王道 

2017/4/4 新浪财经 地方网约车新政折射“深水区”改革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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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4/7 北京晨报 共享单车停放扰乱秩序 定位技术有望规范乱停车 

2017/4/19 北青网 易到用车宣称 司机提现将 15 个工作日内到账 

2017/4/20 雷帝触网 易到用车创始团队宣布正式离职 

2017/4/24 新京报 非京牌网约车“回乡不赚钱”返京拉黑车 

2017/4/25 新浪科技 北京交通委：“京牌非京籍”网约车视为非法营运 

2017/4/28 新浪科技 滴滴宣布完成超 55 亿美元融资 估值或超 500 亿美元 

2017/5/8 cnbeta 网站 易到用车获得网约车牌照 贾跃亭：这是历史转折 

2017/5/18 证券时报网 滴滴正式获北京网约车牌照 

2017/5/23 交通运输部 

《关于鼓励和规范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发展的指导意见

（征求意见稿）》有关情况 

2017/5/23 北京晨报网 

共享单车：鼓励采用罚款方式规范停车——交通部发布

“共享单车发展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 

2017/5/24 南方都市报 滴滴企业版推“无忧管家”“VIP 客服”增值服务 

2017/5/24 南方日报 共享汽车，下一个独角兽行业？ 

2017/6/1 中国网 关于促进汽车租赁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全文） 

2017/6/1 新华社 交通运输部回应共享汽车征求意见稿五大热点 

2017/6/13 中国新闻网 

神州专车获上海首张网约车牌照 开启申城合法运营时

代 

2017/6/19 腾讯科技 滴滴优享服务 4 个月上线八城 日订单峰值破 50 万 

2017/6/27 新浪科技 柳青：中国网约车合法化了不起 很快能全球使用滴滴 

2017/6/28 钛媒体 

柳青：未来十年，滴滴要成为全球最大的新能源汽车运

营商 

2017/6/29 经济参考报 网约车新政遇落地难：利益博弈待解 地方存管理焦虑 

2017/7/4 新浪科技 易到：韬蕴资本已控股 近期将全面调整运营战略 

2017/7/5 每日经济新闻 网约车平台中标公务出行 浙江再立公车改革样本 

2017/7/6 南方都市报 阿里领投滴滴跟投 ofo 小黄车再获超 7 亿美元融资 

2017/7/12 消费日报 曹操专车即将上线广州，优质平价打破出行难 

2017/7/17 蓝鲸网  易到四位乐视系高管离职 “去乐视化”进程加速 

2017/7/20 中国新闻网  易到回归后首个重磅 年内星车主扩军至 5 万名 

2017/7/21 现代快报 南京网约车新政首日 查扣 15 辆违规车 

2017/7/22 新华网 

河北石家庄网约车新政：司机不开有效发票乘客可拒付

车费 

2017/7/27 消费日报 曹操专车进驻营口，助力城市绿色低碳发展 

2017/7/27 南方都市报 网约车新政一年司机叹考证难：需要复习 1000 多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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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7/28 人民日报 党报批网约车考试:真得知道"黄宗羲是哪朝的"吗？ 

2017/7/29 人民日报 网约车新规发布 1 周年:已有 19 家平台获得经营许可 

2017/7/28 经济参考报 网约车新政实施一年调查：打车难打车贵重现？ 

2017/7/28 证券日报 网约车新政落地满一年背后 打车变难司机乘客都叫苦 

2017/7/28 第一财经网 滴滴优步是否垄断仍在胶着 关键看商务部碰不碰 VIE 

2017/7/28 央广网 网约车政策落地满周岁 市场发生了哪些变化？ 

2017/7/28 搜狐科技 网约车新政推出已满一年 已为未来打下基础  

2017/7/28 和讯新闻 滴滴“述职”报告：网约车新政满一周年，我们还好  

2017/7/28 人民网 网约车新规发布一年来 19 家平台获得经营许可 

2017/7/29 北京日报 全国发放网约车驾驶员证 10 万本 

2017/7/29 央广网 网约车新政实施一年 盘点各国网约车生存境况 

2017/7/29 中国网 

交通运输部:建全国网约车监控平台 将出租车改革进

行到底 

2017/7/30 澎湃新闻网 

全国约 10 万网约车司机获合法身份，不到滴滴高峰段
0.6% 

2017/8/3 央广网 交通部等 10 部门联合出台共享单车发展指导意见 

2017/8/3 新疆晨报 共享单车新规来了！禁止向未满 12 岁的儿童提供服务 

2017/8/3 中国新闻网 共享单车新规：鼓励采用免押金方式提供租赁服务 

2017/8/3 中国交通运输部 

《关于鼓励和规范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发展的指导意见》

政策解读——访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司长徐亚华；公

安部交通管理局巡视员兼副局长李江平；住房城乡建设

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副局长王胜军；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结

算司副司长樊爽文 

2017/8/4 新华网 共享单车新规，带来哪些变化？ 

2017/8/5 腾讯财经 共享单车新规发布！四家单车企业第一时间发声表态 

2017/8/5 经济观察报 

共享单车总量管控措施或出台 小黄车和摩拜明天会如

何？ 

2017/8/5 南方网 用电子围栏技术规范停车，摩拜在深推智能停车点 

2017/8/8 中国交通新闻网 

共享汽车新政发布：鼓励新能源车，鼓励信用模式代替

押金 

2017/8/8 新华网 

促进小微型客车租赁健康发展指导意见发布 鼓励分时

租赁新业态  

2017/8/8 上观新闻 “共享汽车”新规发布，哪些变化需注意？ 

2017/8/9 车质网 信用模式代替押金 国家新政鼓励共享汽车发展 

2017/8/9 21 世纪经济报道 共享汽车终迎政策筑底 有望迎来爆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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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8/9 南方都市报 南都评论：新政会让共享汽车迎来爆发吗？ 

2017/8/9 河南商报 共享汽车停车“硬伤”有望解决 看看这个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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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核心词汇 Concordance plot 分析结果 

六大意义类属中词频排位最高的 14 个核心词汇Concordance plot分析结果见

下图。 

图 B-1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在语料库中的 concordance plot 分析结果 1： 

 

图 B-2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在语料库中的 concordance plot 分析结果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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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B-3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在语料库中的 concordance plot 分析结果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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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B-4 “网约车”在语料库中的 concordance plot 分析结果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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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B-5 “网约车”在语料库中的 concordance plot 分析结果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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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B-6 “网约车”在语料库中的 concordance plot 分析结果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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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B-7 “网约车”在语料库中的 concordance plot 分析结果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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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B-8 “网络约车”在语料库中的 concordance plot 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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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B-9 “专车”在语料库中的 concordance plot 分析结果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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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B-10 “专车”在语料库中的 concordance plot 分析结果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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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B-11 “专车”在语料库中的 concordance plot 分析结果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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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B-12 “专车”在语料库中的 concordance plot 分析结果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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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B-13 “专车”在语料库中的 concordance plot 分析结果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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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B-14 “快车”在语料库中的 concordance plot 分析结果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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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B-15 “快车”在语料库中的 concordance plot 分析结果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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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B-16 “顺风车”在语料库中的 concordance plot 分析结果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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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B-17 “顺风车”在语料库中的 concordance plot 分析结果 2： 

 

图 B-18 “拼车”在语料库中的 concordance plot 分析结果 1： 

 

 

 

 

 

 

 

 



 

 
187 

图 B-20 “P2P 租车”在语料库中的 concordance plot 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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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B-21 “汽车租赁”在语料库中的 concordance plot 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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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B-22 “分时租赁”在语料库中的 concordance plot 分析结果. 

 

图 B-23 “共享汽车”在语料库中的 concordance plot 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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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B-24 “小微型客车租赁”在语料库中的 concordance 检索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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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B-25 “共享单车”在语料库中的 concordance plot 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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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B-26 “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在语料库中的 concordance plot 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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