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闵行警方在新闻通气会上展示造假的驾驶证

对于网约车乱象， 市人大代表

杨国平呼吁尽快修订《上海市出租

汽车管理条例》。 他表示， 《条例》

最近一次修订是在 2011 年， 距今

已过去 13 年。 13 年间， 社会环境

和行业情况均发生了重大变化，

《条例》 相关内容严重滞后于行业

发展现状， 难以满足行业监管要

求， 迫切需要再次修订。

在他看来， 《条例》 的修订对

于本市强化交通治理、 规范出行市

场、 优化营商环境、 创建文明行业

等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和引领作用，

将有助于从法规上实现严格控制本

市网约车数量过快增长、 合理规划

巡网比例， 为暂停受理网约车运输

证相关业务的临时性措施提供法规

依据， 建立出租汽车总量调控的长

效机制。为此，他建议尽快修改出台

《条例》， 将网约车纳入到统一监管

中去，《条例》 将有助于为本市出租

汽车行业创造公平竞争环境， 维护

健康出行市场，打击恶性价格竞争、

违规运营等扰乱行业秩序的行为。

据悉， 《上海市出租汽车条

例》 修改是《上海市十六届人大常

委会立法规划(2023-2027 年)》 的

正式立法项目， 也是 2024 年度市

人大常委会立法计划的调研项目。

目前项目正在推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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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席记者 陈颖婷

网约车穿梭在申城的大街小巷，岂料其背后竟隐藏着一条惊人的造假产业链！ 近日，上海闵行警方结合“砺剑

2024”专项行动，会同区交通委执法大队在辖区内开展了一场针对“网约车租赁乱象”的深入整治工作。其间，警方共

抓获 43 名涉嫌变造国家机关证件的嫌疑人。 这起案件不仅揭开了网约车行业准入资质造假的内幕，更暴露出行业

监管的漏洞与潜在的安全隐患。 随着调查的深入，一个由介绍人、租赁公司、修图人员等环节组成的造假链条逐渐浮

出水面，他们如何分工合作，将无资质司机“包装”成合法网约车司机？ 这一潜规则又给乘客和行业带来何种影响？

针对网约车行业乱象，人大代表呼吁尽快修订出台《上海市出租汽车管理条例》，并将网约车纳入统一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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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约车准入资质造假内幕起Ý 人大代表呼吁将网约车纳入Þ法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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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路租背后暗藏

资质造假“产业链”

据闵行警方介绍，去年 9 月，在侦

办一起网约车租赁公司诈骗案时，警方

发现该公司竟通过使用修图软件变造

驾驶证、行驶证上的驾龄、车辆性质等

信息，帮助不符合规定的司机通过平台

审核。 警方意识到， 该案背后可能隐藏

着一条庞大的“造假产业链”。

闵行警方迅速成立专案组， 针对

此类违法犯罪行为开展分析研判。 经

过数月的艰苦侦查， 警方逐渐掌握了

造假产业链各个环节的犯罪证据。 同

年 12 月 12 日， 在充分固定证据后， 闵

行警方一举捣毁了多个造假窝点， 抓

获了一批招聘专员、 修图人员和违规

司机。 据警方统计， 此次行动中共抓

获 43 名嫌疑人， 涉及多家网约车租赁

公司和劳务中介。

在审讯过程中， 一名就职于某租

赁公司的招聘人员供述称， 如遇到不

符合标准的司机， 他们便以每张 10 元

至 20 元的费用交由修图人员进行变

造。 而另一名嫌疑人张某则在网络平

台经营着一家图片后期店铺。 一次，

他按要求修改了一张驾驶证的初次领

证日期后， 尝到了“甜头”， 竟在一年

内仅靠修图就非法获利 2 万余元。

随着调查深入， 警方揭开了这条

“造假产业链” 的神秘面纱。 这条产业

链由介绍人、 租赁公司、 修图人员等

多个环节组成， 他们分工明确， 配合

默契， 形成完整的利益链条。

为吸引更多不符合条件的司机加

入，介绍人和租赁公司在网上大肆发布

虚假广告。 这些广告以“高薪招募 0 基

础司机”“无需经验即刻上岗”“无门槛、

月入过万、无车辆低押金”等诱人条件

为噱头，吸引了大量求职者的关注。 他

们对外声称“100%通过网约车准入标

准”，让许多心怀侥幸的司机信以为真。

一旦有司机上钩， 介绍人和租赁

公司便会将他们的信息交给修图人员。

这些修图人员用专业的修图软件对驾

驶证、 行驶证等证件照片进行精细修

改。 他们不仅篡改驾龄、 车牌号码等

关键信息， 还确保修改后的证件照片

与原件高度相似， 难以被肉眼察觉。

通过这种手段， 许多无资质的司机成

功注册为网约车司机。

目前， 犯罪嫌疑人张某等 43 人因

涉嫌变造国家机关证件罪已被警方根

据涉案情况分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和

行政处罚， 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利益驱动：高额佣金返利成为造假动力

“这些 P 图工作室的客户几乎覆

盖所有的网约车公司。” 警方告诉记者，

“我们曾在一个工作室里发现了 7 台参

与 P 图的电脑， 仅其中一台电脑上就

覆盖了全国 1600 多个网约车公司， 都

找他 P 图造假。” 那么， 为什么介绍人

和租赁公司会不惜铤而走险， 通过伪造

证件的方式帮助司机通过平台审核呢？

这背后的驱动力就是为解决各大平台运

力不足而给予的高额佣金返利。

成为网约车驾驶员需要满足多项

“硬性条件”， 如车龄在 8 年以内、 持

C1 驾照 1 年以上且驾龄 3 年以上、 保

单上增加公司名字等。 为了绕过这些门

槛， 介绍人和租赁公司不惜通过伪造证

件的方式帮助司机“蒙混过关”， 这些

租赁公司为了满足平台提出的条件， 或

让车辆符合平台注册要求， 选择将未满

足驾龄或者运营资质的驾驶员和车辆委

托给第三方 P 图工作室， 制作平台认

可的人和车的资料并提交上去。 入驻驾

驶员每完成 100 元订单， 介绍人或租赁

公司就能获得 1.5 至 3 元的推荐费。 因

此， 招募司机越多， 佣金返利也越多。

此次案件的曝光也引发了公众对网

约车平台审核机制的质疑。 一些网约车

平台在审核司机资质时存在把关不严的

问题， 导致许多不符合条件的司机混入

网约车行业。

市人大代表杨国平指出， 近年来，

由于本市网约车规模无序扩大， 出租汽

车总量失衡， 严重制约了行业的健康发

展。 根据主管部门提供的数据， 截至

2023 年 5 月底， 本市已核发网约车车

辆运输证 7.2 万件， 日均上线接单车辆

约 11.8 万辆， 加上 5 万辆巡游出租车

额度， 总数远高于上海市政府关于本市

出租汽车行业顶层设计对十四五末本市

出租车 8.8 万辆的规模安排， 行业不稳

定因素快速积聚。

上海出租汽车总量失衡的情况已引

起主管部门的重视， 2023 年 7 月 21

日， 上海市道路运输管理局发布通告，

暂停受理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相关

业务， 有效减缓了本市网约车无序增长

的速度。

可即便如此， 记者采访得知， 一些

平台为了快速扩大市场份额， 对司机的

审核流程过于简化， 甚至存在“睁一只

眼闭一只眼” 的情况。 最终， 一些伪造

证件的司机得以顺利通过审核， 成为合

法的网约车司机。 这不仅严重扰乱了网

约车市场的秩序， 也给乘客的安全带来

了极大的隐患。

隐患：准入造假对乘客安全与行业的双重威胁

闵行刑侦支队七队指导员陈宬表

示， 通过修改驾驶证、 行驶证等方式

违规进入网约车行业的危害十分明显。

这些硬性“准入标准” 都是基于保障

用户出行安全而制定的， 司机驾龄不

足、 车辆状况不佳等因素极易引发交

通事故。 在被查获的驾龄 P 图的网约

车司机中， 最新的司机驾龄仅为 3 个

月。 一旦发生交通事故， 这些无资质的

司机往往难以应对复杂的交通环境， 导

致事故后果更加严重。 同时， 由于他们

的证件是伪造的， 保险公司也会以“准

入造假” 为由拒绝赔付， 因此产生的人

伤物损赔偿都将由驾驶人和租赁公司承

担。 这不仅给乘客带来了巨大的安全

风险， 也给整个网约车行业带来了严

重的负面影响。

针对此次案件暴露的问题， 闵行

警方已指导相关网约车企业优化调整

认证方式， 以进一步杜绝此类违法犯

罪行为。 据警方介绍， 他们已要求企

业将上传的图片更改为照片实拍认证，

并加强对司机资质的审核力度。

同时， 警方呼吁广大市民在乘坐

网约车时提高警惕， 一旦发现司机或

车辆存在异常情况， 应及时向平台或

警方举报。 通过加强社会监督的力量，

共同维护网约车行业的健康有序发展。

焦
聚

上图： 修改前的车辆行驶证

下图： 修改后的车辆行驶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