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嘀嗒出行为何不提供发票？在嘀嗒出行平
台的“开票说明”中显示，区别于出租车、网约
车等营运服务，根据各地相关部门对顺风车管
理的规定，顺风车属于车主与乘客双方自愿的
民事行为；嘀嗒顺风车平台只为合乘双方提供
共享出行信息的撮合服务。根据现行税法的
有关规定，合乘平台（嘀嗒出行）并不承担对乘
客开具运输服务发票的义务。此外，“开票说
明”中还提到，即使乘客通过该平台叫了出租
车，也只能向出租车车主索取发票，平台不提
供开票服务。

记者查询发现，交通运输部将顺风车运营定
义为共享出行的方式，需要符合以下四点要求：
一是以车主自身出行需求为前提、事先发布出行
信息；二是由出行线路相同的人选择合乘车辆；
三是不以盈利为目的，分摊部分出行成本或免费

互助；四是每车每日合乘次数应有一定限制。根
据全球企业增长的咨询公司弗若斯特沙利文发
布的报告显示，按交易总额及顺风车搭乘次数计
算，嘀嗒出行于 2021年成为中国最大的顺风车
平台。截至 2022年 9月 30日，嘀嗒出行在全国
366个城市有业务布局，拥有约 1240万名认证私
家车车主。拥有如此庞大的车主数量，还以顺风
车业务作为上市 IPO主营模式，试问：真的纯粹
只是“顺路带一程”的车主吗？这些车主都符合
交通运输部对于顺风车车主及相关服务的四点
要求吗？

实际上，平台会对顺风车车主的每一个订单
收取 10%左右的抽成，这就意味着：顺风车车主
只要完成一个订单，嘀嗒会与他们产生因出行交
易而发生的费用。2月 20日嘀嗒出行第三次递
交的 IPO申请，其招股书再次说明了这不开具发
票的顺风车生意是一笔巨大的生意：嘀嗒出行在
全国 366个城市提供基于 App的顺风车平台服
务，2020年、2021年以及截至 2022年 9月 30日止
9个月，嘀嗒分别促成约 1.463亿次、1.297亿次及
7210万次顺风车行程，同期交易额分别约为 81
亿元、78亿元及 46亿元；2020年、2021年、2021
年前 9个月和 2022年前 9个月，嘀嗒出行营收分
别为 7.542亿元、7.806亿元、5.837亿元和 4.283
亿元，调整后净利润分别为 3.433亿元、2.380亿
元、1.847亿元和 0.654亿元，自 2019年首次盈利
后，嘀嗒出行始终保持这一盈利态势，2022年顺
风车占总营收的比重高达 91.1%，收入为 3.89亿
元。显然，顺风车才是嘀嗒出行当下的核心业
务。

目前，顺风车车主在嘀嗒出行平台注册时，
平台规则中写道注册只需要车主驾驶证和车辆
行驶证就可以接单，不需要网约车驾驶证和网约
车运输证，无形中为不少黑车司机提供了可乘之
机。以记者从湖州至杭州那个顺风车订单为例，
在行驶过程中，司机承认自己常年将顺风车作为
主营业务，往返于全省各地。“我今天早上五点就
从杭州拉了一批客人来湖州，现在又拉你们三人
回杭州，一天能赚 1000多块！”如此看来，这样的
顺风车与网约车有何区别？显然与交通运输部
此前规定的顺风车运营的四点要求都不符。

据悉，这样的司机在嘀嗒出行平台上并不是
个例。记者在一些平台上看到不少乘客投诉，嘀
嗒顺风车司机不按照平台规定的人数接单，甚至
多平台接客等现象。如此看来，嘀嗒出行平台是
缺少对司机的严格监管力度，还是知道有这样的
现象却不作为？或许，嘀嗒出行早已将顺风车做
成了廉价网约车，却又凭借着“共享出行”的旗号
实现利益最大化。

嘀嗒出行凭借顺风车业务实现如此大的体
量，以此为盈利模式并三度谋求上市，但一直不为
乘客提供开票服务，这似乎有违企业经营交税以
此反馈社会？难道嘀嗒出行就是这样披着“共享
经济”的外衣，做着网约车的生意，从而撑起一个
IPO吗？嘀嗒出行长此以往靠钻漏洞、打政策的
擦边球来为自身掘金，那其中顺风车业务还能一
路顺风下去吗？或许就算它上市，也改变不了乘
客与市场对它的看法。（据《每日商报》沈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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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银行内蒙古分行“种植e贷”
为农户春耕施足“金融肥”

为扎实推进全区金融支持春耕备耕工作，
保障粮食生产供应环节信贷资金需求，3月 10
日，“2023年自治区金融助力春耕备耕启动会”
在中国银行内蒙古分行成功举办。

各金融机构与合作企业在主会场、分会场
同步签约。中国银行内蒙古分行与 6家农业服
务公司、22家农业龙头企业签订合作协议，惠及
种植农户500余户，意向授信金额约1.5亿元。

会上，中国银行内蒙古分行普惠金融事业
部（乡村振兴金融部）负责人就金融高效精准支

持自治区春耕备耕及相关农牧业发展的八大思
路理念、六大重点领域、六大产品维度优化、八
大保障措施进行详细介绍，并与现场参会的企
业、种养殖合作社、种植大户面对面沟通交流。

中国银行内蒙古分行将会同各金融机构一
道，紧抓农业生产窗口期，全力以赴做好春耕备
耕生产的金融支持工作，简化手续、优化服务、
降低成本，积极满足农户资金需求，做到不误农
时、不误农事，共同打赢全年粮食生产第一仗，
助力内蒙古粮食产量再创新高。 （郭静）

工商银行内蒙古分行进一步加大涉农领
域客户融资支持力度，以“种植 e贷”为主要抓
手，积极开展金融助力春耕备耕工作。“种植 e
贷”产品自 2022年四季度推出，截至 2023年 2
月末，已为自治区 276户农户及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办理“种植 e 贷”业务，授信金额 5.18 亿
元，业务余额 2.02亿元，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强
劲动力。

在产品设计上，“种植 e贷”满足了农作物生
长周期内各环节的资金需求，产品场景适配度

很高，可以覆盖 600多种农产品。同时，该产品
业务额度大、操作流程简单、审批放款快速，执
行普惠优惠利率，实现了让利于民。该产品推
出后，成功解决了不少涉农客户的融资难题。
2022年分行就推行了“兴农快贷”，该产品累计
为内蒙古自治区的 8000余户农牧民授信了 12
亿元，成为支持农牧民发展的拳头产品。“兴农
快贷”和“种植 e贷”两款产品并行使用，在助农
上优势互补，相辅相成，金融惠农产品实现了无
缝衔接，一路护航。 （阮文）

中投公司系统直管企业
开展关爱特殊儿童联合公益行动

3月21日是世界唐氏综合征日，为践行
企业社会责任，关心关爱特殊群体，由新华
保险内蒙古分公司牵头发起的“益”心向阳
众心呵护——中投公司系统直管企业关爱
特殊儿童联合公益行动于3月10日启动。

来自新华保险内蒙古分公司、中国大地
保险内蒙古分公司、申万宏源证券内蒙古分
公司、银河证券内蒙古分公司4家中投公司系
统直管企业的志愿者们前往特殊儿童“唐豆
组合”排练地点，和“唐豆组合”的孩子们一起
做游戏，练习舞蹈，并为孩子们送上订制的练
功服，用关心和陪伴为孩子们送去春日温
暖。关心关爱唐氏综合征患儿，帮助他们实
现舞蹈梦想，为他们的追梦之路插上翅膀。

为强化中投公司直管企业省级机构间的
工作联动，形成志愿服务的工作合力，促进直
管企业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2022年6月起，
在中投公司系统民生保障工作小组的统筹协
调下，由新华保险作为组长单位，所在地区各
中投直管企业作为组员单位，通过工作协同、
资源共享的方式，搭建中投公司系统志愿服务
联动工作机制——中投公司系统直管企业志
愿服务联合工作组。志愿服务联合工作组聚
焦服务国家战略、民生保障领域开展主题志愿
服务活动，用公益联动活动凝聚直管企业的党
员队伍、广大员工，实现公益、党建和业务互融
互通，为百姓做实事谋福利，为社会治理贡献
中投系统力量。 （阮文）

2023年自治区金融助力春耕备耕启动会
在中国银行内蒙古分行成功举办

不开发票的顺风车业务占总营收的90%以上 不以盈利为目的“共享出行”最终成了生意

记者思考：忙着第三次 IPO的嘀嗒出行能走多远？
近日，第三次冲刺 IPO的嘀嗒出行被不少

网友诟病，而记者也通过亲身体验遭遇了：被
“放鸽子”、随意接单陌生人、不退费等问题。

事后，当记者想就体验的平台订单开发票时
发现，嘀嗒出行不提供顺风车发票。随后，记者在
一些平台也看到不少类似的吐槽：在使用嘀嗒出
行App打车时平台对不能开票一事无任何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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