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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培涨价吹风

驾校酝酿涨价？

“自学自考”又成众议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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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立文在微信“朋友圈”看到好友晒刚

拿到手的驾照，朋友还附了一句话：“想考驾

照的兄弟们抓紧了，学车费用又要涨了。”丁

立文感叹了一句：“去年一下子从 2600元左

右涨到近 5000 元，现在又放风涨价，这驾

照是真学不起了。 ”

丁立文犹豫良久，还是决定赶在涨价前

报名学车。 2014年 12月 31日，丁立文去兰

州一家驾校报了名。 丁立文说，他去报名的

时候，这家驾校的职员告诉他，“现在马上到

春节了，相对来说是驾校的淡季，优惠 200

元，4480 元， 等过了春节至少突破 4800

元。”丁立文此前也询问过不少驾校，得到的

答复都是过了年涨价已成定局。

这已经不是兰州驾培行业第一次酝酿

涨价。

丁立文记得，2013 年前，在兰州上驾校

的费用不过 2600 元左右。 那个时候，丁立

文事业才刚刚起步，觉得驾培行业作为充分

竞争的行业，涨价的可能性并不大。 再加上

自己也没有购车的计划，就没有当回事。

到了 2012年末，坊间传说被称为“史上

最严” 的《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

（公安部 123 号令） 的驾考新规将在 2013

年 1月 1日正式实施。 在兰州，各类驾驶学

校出于应对“新规”开始增加场地、改进教学

方式，相应地驾驶培训费由之前的 2600 元

左右涨至 4880元以上。 丁立文通过网络搜

索发现，兰州此次借“123 号文件”驾培价格

直逼北京、广州等国内一线城市的驾校。

检索公开数据， 公安部 123 号令实施

后，国内主要城市的驾驶员培训费用大部分

有所上涨， 其中上海的费用由之前的 5000

元左右，涨至 7000元以上。

2014 年年底， 兰州再度传出驾培行业

涨价的消息，让丁立文很无奈。 丁立文仔细

检索了相关文件， 他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

公安部 123 号令发布于 2012 年 8 月 21

日，于 2013年 1月 1日起实施，即是后来驾

培行业所称“新国标”。

“新国标” 发布后， 兰州驾培行业于

2013 年 1 月 1 日起驾培费用从 2600 元普

涨至近 5000元。 驾培行业业内人士称，“公

安部 123号令实施后，新的培训内容跟以前

比不可同日而语了。 在科目一考试中，以前

驾校只需给学员提供一本教材，让学员自己

看书，在网上做题，然后就能参加考试。但现

在科目一的培训，驾校要有专门的多媒体教

室，还要有专门的老师负责授课，每个学员

要完成 30个小时的总学时， 驾校才能为学

员预约科目一的考试。 ”

在科目二、科目三的考试中，以前也有

修满总学时的规定，但大多数驾校都是根据

学员自身的学习快慢程度，因人而宜。 而根

据“新规”，科目二、科目三培训中，学员必须

学够规定的课时，学员和教练员上下车都要

指纹打卡，足时操作后，才能到车管所报名

考试。

前述业内人士称，“新规”实施后，学车

周期延长、油耗等成本增加是驾校涨价的根

本原因。 此外，公安部“新规”中还增加了一

些考试项目，为此，驾校必须要改造现有的

车辆、场地，这也是导致驾校涨价的一个因

素。

根据交通运输部的要求，2014 年年底

要完成驾培行业的验收与改造工作。 在

2015 年之前，兰州市 84 家驾培机构需要完

成质量信用考核。据媒体报道，按照规定，全

市 84家驾培机构，已有 65 家完成了各项设

施的改造工作。 兰州市城运处、兰州市驾培

行业协会组织专家团，对所有驾培机构进行

验收。

在 2014 年年末再度传出驾培行业涨

价，其实是公众对“123 号令”的一次误读，

因为按照“123 号令”，2014 年末是所谓“新

国标”的最后验收截止日，在兰州驾培行业

这次因“新国标”升级而产生的成本其实已

经由 2013年 1月 1日的涨价消化。

对于此次有可能的驾校涨价，一些市民

认为，驾校涨价关乎很多人的利益，相关方

面应该公开、透明驾校的收费，让市民明明

白白消费。

“一段时间后，因为竞争压力，一些驾校

可能会推出一些优惠措施，但永远也回不到

2600 元的价格。 ”采访中，一位驾校的负责

人称，“2013 年驾培费用涨价事实上也没有

导致学员减少，现在学车的人太多了。 ”

“价格上涨了，服务和技术指导更应该

提高。”正在一家驾校学习的市民吴丽说。吴

丽是遗留的“回炉生”，“新规”实施后，考试

难度增大了，而她所在驾校的服务和技术指

导似乎跟去年差不多，她现在最担心的就是

考试再次通不过。

2015 年 1 月 20 日中午，家住兰州火车

站附近的吴丽从兰州市车管所科目二考场

出来时，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这是她第二

次参加科目二考试了，依然未能如愿通过。

2014 年 2 月， 吴丽在兰州某驾校报名

学车，当时的学费是 4450元，随后驾校给了

她 50张练车票，每张票可练车一小时，每一

个课时需要使用两张票， 并且驾校承诺，每

周至少安排一次学员练车。

一个月后，吴丽成功考过科目一，可是

当她真正开始科目二练习的时候，过程并不

顺利。 由于练习学员过多，吴丽每次练车的

时间间隔少则 15天， 多则 20 天， 吴丽说：

“刚刚学会的东西， 由于间隔时间过长，等

到再次上车的时候又忘了，所以只能不断

重复前一节课的内容。 ”这种类似“热剩

饭”的教练方法，使得吴丽在将 50 张练车

票全部用完时， 科目二的所学内容只进行

到一半，无奈之下，吴丽不得不又从教练那

里买练车票，每张票 70 元，一节课又得花费

140元。

为了能够缩短练车的间隔时间，吴丽曾

向自己的教练提出，报名时驾校承诺的“每

周至少安排一次学员练车”的问题，可教练

的回答似乎也颇显无奈，“学员太多，安排不

过来，自己克服克服吧。 ”

吴丽告诉记者，此外，她还发现该驾校

练车场场地面积较小， 又不是专人专车，即

便每次两个小时的课程， 学员必须排队等

候，轮流进行各项目的练习，学会已属不易，

更谈不上巩固练习了。

现在吴丽正考虑，如果再考一次科目二

依然无法通过，她决定换一家驾校试试。

记者采访中，不少驾校学员都对当下部

分驾校的服务水平不满。丁立文的朋友给了

他一个建议，最好还是报一个小驾校，学员

相对少，可以保证练车时间。

2014 年 11 月， 公安部副部长黄明赴

河北省石家庄调研时在与驾校、 私家车主

代表座谈中表示， 将全面深入推进车检改

革的同时，积极推动驾驶人培训考试改革，

“自学自考有望成为现实”， 一时之间成为

舆论关注的焦点。

丁立文是一名大学教师， 读书期间曾

经在美国弗吉尼亚州呆过两年多时间。 其

间，他在该州申请了驾驶执照，后来回到国

内暂时因为没有买车的打算， 结果他错过

了更换驾照的时间。 2014 年年末，当他重

新考虑学习驾照的时候， 他才有机会对考

取驾照的方式有所研究。

据丁立文回忆， 在美国弗州申请普通

驾照并不需要去专门的驾校，只需向州政府

有关机构提交考试申请即可。 丁立文平时练

车就在其生活区的空旷地带道路上， 在一名

有着丰富驾驶经验的朋友的帮助下开始的。

丁立文记得， 他第一次开车穿行在州

际公路上的时候， 是跟随朋友学车两个月

之后。丁立文回忆，这次非法驾驶其实是迫

不得已， 他记得自己在车流稀少的州际公

路上心里越着急， 结果越开越快， 那个时

刻，他只想赶快回到家里。

公安部消息称，驾照“自学自考”将在

驾考改革中有所突破， 但是在现实中，“驾

照自学自考”伴着掌声和质疑走来，大部分

驾校学员受访时对此纷纷点赞， 乐见这一

驾照散学时代的到来， 但也有部分网友和

公众忧心忡忡， 担心这项驾考改革政策落

地易，生根难。

学员点赞主要是驾校垄断时代诟病久

矣， 因为不管是从时间成本上还是经济成

本上来看， 都让学员们疲于应付， 难以招

架。而“驾照自学自考”，这种相对于传统的

由驾校一手包办的“散学式” 自主学习模

式，不仅有效地节约了学员的时间成本，让

闲暇之余等零散时间都能得到充分利用，

有利于学员自主掌控、 合理分配学习的时

间， 结合工作和生活实际适当地拉长或缩

短驾考时间战线， 同时还减轻了学员的经

济成本与压力， 方便其得到亲朋好友的耐

心指导与经验传授。

忧心忡忡的公众则觉得驾照自学自考

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一系列问题， 那就是相

关操作可能不太规范， 除此之外，《交通安

全法》也对教练员和教练用车、场地等作出

了严格的限定。 从某种角度来说，这些“条

条框框”无疑成为了“自主驾考之路”上的

拦路虎。

丁立文从自己的经验来看， 他说在其

学习驾驶的时候， 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那

就是如果在学车期间发生交通意外， 陪同练

车的朋友是完全免责的。丁立文也承认，美国

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车轮上的国家”，几乎

每个家庭都有汽车， 汽车文化已经让他们对

相应的交通规则有着清醒的认识。

丁立文建议， 为了避免“驾照自学自

考”这计良策沦为绣花枕头中看不中用，有

关部门的当务之急是放开教练员的资质认

定条件，让驾龄长、技术精、无交通违法记录

的老驾驶员们都有资格帮带自己身边的学

员， 为自学、 散学提供便捷而庞大的师资力

量；也可以将现有的教练车、场地等配套设施

投入市场，向社会开放。 此外，还可以制作规

范权威的操作视频教程，对自学过程中的“不

当教学”与“不适教学”予以校正与纠偏等。

在驾培行业屡次涨价的情形下， 驾考

改革使得驾照“自学自考”成为社会广泛议

论的话题，业内人士认为，这得需要政府的

支持及护航。（文中人物为化名）

本报记者 邱瑾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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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上涨服务更需提高

考生在车管所进行考试。 本报首席记者 裴强 摄

近日， 不少准备考驾照

的兰州市民被两则消息所困

扰，一则是，公安部副部长黄

明赴河北省石家庄调研时在

与驾校、私家车主代表座谈中

表示，将全面深入推进车检改

革的同时，积极推动驾驶人培

训考试改革，自学自考有望成

为现实。 另一则是，根据公安

部最新修订的《机动车驾驶证

申领和使用规定》， 兰州市城

运处、兰州市驾培协会专家考

核小组对兰州市各驾校展开

验收工作，不合格的驾校将被

踢出局。 受此影响，不少驾校

纷纷提前放风酝酿涨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