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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手机、定位设备、智能锁等就可以把自行车“联接”起来，共享单车的出现不仅为市民短距离出行提供了更多选择，也让

城市交通增加更多环保绿色出行。然而，共享单车在许多城市的迅猛发展也给城市公共管理带来了新的挑战。如何平衡处理好

这一新事物？请看本报派出的多路记者分别对上海、杭州、深圳、武汉等地共享单车发展情况的调研。

2016 年 12 月 5 日，在深圳福田区工作的柳江趁午休时
间去了趟银行。“距网点仅两公里路，没有直达公交，走路又
有点儿远。”他拿出手机，熟练对准一台单车上的二维码轻
轻一扫，车锁迅速解开。“车子是实心胎，有点沉。但新车车
况很好，骑行体验非常棒。”柳江是共享单车的老用户了。

深圳的经济发展活力和对新生事物的包容度，让共享
单车领域成为各路资本的“必争之地”。仅仅在福田中心区
的一条百米小街，记者就看到了摩拜单车、小蓝单车和小鸣
单车三种热门共享单车的身影。

摩拜单车 10 月 16 日在深圳落地，运营 36 天已投入 3
万辆单车；ofo 单车 11 月 14 日亮相深圳，首期投放单车
3000 辆；小蓝单车 11 月 22 日进入深圳，以每天 1000 辆的
新增数量扩张，预计在今年底达到 3 万台⋯⋯与此同时，摩
拜、ofo等项目已经获得来自创投机构的融资达数亿元。

深圳市民“1 至 3 公里”的出行需求到底有多旺？小蓝
单车运营副总裁胡宇沸向记者透露，共享单车随借随停、优
惠便捷、环保健康的出行方式，在年轻的上班族中最受欢
迎。“每辆小蓝单车目前每天可使用 8次，按照每次半小时 5
角的最低收费标准，每台单车每天的毛利润是 4 元。大约

100天就可以收回单车硬件投入的成本。”胡宇沸说。
与北上广相比，深圳的城市规划、道路设计其实并非

“骑行友好型”。深圳市城市交通规划设计研究中心主任张
晓春认为，深圳目前是以小汽车为主的路权分配模式。“共
享单车作为补充性的出行方式，绿色低碳，连接了市民出行
的‘最后一公里’，形成了短距离交通的‘微循环’系统，是对
当前公共交通精准、有益的补充，应当给予足够的发展空
间。”张晓春说。

胡宇沸表示，深圳地铁已经和小蓝单车主动对接，将在
建设无桩停靠点等方面予以支持。深圳宝安区福永街道也
正在与小蓝单车沟通，争取在相应片区加大投放力度。“共
享单车提供的是短距离出行的增值服务，可以与公共自行
车实现错位发展。因为有利于市民出行，政府部门给出的
信号是鼓励性的，主动找上来合作的部门很多。”他说。

据估算，到今年底将有至少 10 万辆单车进入深圳。随
着大量共享单车的投放，市场竞争将愈发白热化，车辆停
放、修缮维护、资费变动、安全管理等问题，将逐渐浮出水
面。对于交通拥堵的大城市而言，这一充满想象空间的出
行方式给管理带来的压力，也可能才刚刚开始。

初冬时节，共享单车市场一片

春意盎然。摩拜单车的橙色旋风从

上海吹到北京，掀起了共享单车的

狂欢。ofo 小黄车驶出校园，正式开

启城市服务。蓝色的小蓝单车、绿

色的快兔、红色的优拜也纷至沓来，

有人将这场单车盛宴形象地描述为

“彩虹大战”。

从实践看，共享单车有效弥补

了现有市政公共自行车存量不足、

地区覆盖有限的缺点。单车这种传

统的交通工具焕发了新生，出行变

得更加智能化、共享化、环保化。

共享单车源于创新，硬件技术上

的突破让共享成为可能，“地图定

位+在线支付+租赁经济”的运营新

思路实现了产品的构想，通过链接沉

淀数据发现新的价值与需求，催生出

了新的商业模式；基于共享，共享单

车对用户几乎不设门槛，通过车与人

的双向循环提升了社会资源利用的

效率；共享单车倡导绿色，让绿色出

行理念深入人心并可轻松地付诸实

践，单车出行变得方便、实惠又时尚。

自诞生以来，共享单车的推广

速度与资本热度相映生辉。在投资

市场“寒风瑟瑟”中，越来越多的投

资机构和新公司将目光投向共享单

车行业，动辄上亿元的融资把这个

新生事物推上风口浪尖。借力资本

的东风，共享单车市场加速扩张，商

战气息也愈演愈烈。

面对单车短途出行的庞大市场需求，仅凭一家之力难

以撑起整个行业的繁荣。企业之间的良性竞争可以更好地

倒逼企业求新求变，共同繁荣市场、满足需求、实现发展。

而企业要想在竞争中谋求更多的胜算，归根结底还是要看

能否提供更好的产品、更优的用户体验，从而吸引更多的用

户。拼速度、拼密度，最终要拼的还是用户的认可度。

不仅如此，共享单车与生俱来的公共属性，为其与政府

的合作埋下了伏笔。通过PPP模式与地方政府深入合作，

不仅能使共享单车成为市政公共自行车的有益补充，更好

地为市民出行服务，也有助于共享单车在停放场地、运营监

管等方面得到更多支持，进一步实现商业化管理，提高公共

资源的利用效率。要让这一切成为可能，亦须经营者着眼

用户需求，深耕技术创新，优化产品体验，服务低碳出行。

纵有资本趋之若鹜，大战正酣，共享单车的盈利模式

目前仍不明朗。眼下最重要的，还是要以用户为出发点

和落脚点，不断完善产品体验和运营模式，促进行业健康

持续发展，创造更多的可能性。面对资本的诱惑、市场的

硝烟和盈利的压力，希望经营者们坚守初心，不要因为走

得太远而忘记了为什么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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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多路资本抢滩最后一公里
本报记者 喻 剑

46 岁的韩宝炼创造了一个纪录：杭州市租用自行车
次数最多的人。从 2013 年 1 月 31 日起至今，他已累计
租车 9681 次，算下来平均每天要借 7 次。“现在出门在
外，市区到处都有租车点，随借随走，非常方便。”韩宝炼
一边说一边将市民卡塞入口袋。这是他出门必带的装
备。“钱包可以不带，但用来租车的市民卡肯定不会忘”。

杭州是国内最早推行公共自行车项目的城市。杭州
的“小红车”每天租借量平均 31 万人次，最高时曾突破
47.30 万人次。推行 8 年来，“小红车”已成为杭州人短途
出行的主要方式。

2008年，全国首个公共自行车项目在杭州试运行，61
个服务点、2800 辆公共自行车代表着中国城市公共自行
车的启航。“基本免费、随借随还”的全民共享模式一经推
出，圈粉无数。截至2016年10月底，全市共有3626个服
务点、8.41万辆公共自行车，累计租用达7.16亿人次。

11月 18日，中国城市公共自行车工作委员会在杭州
成立，为全国公共自行车提供了一个交流合作平台。据
统计，目前全国已有 420 多个城市和区域建立了公共自
行车项目，涉及 33 个省、市、自治区（除澳门外），日均租
用人次达 500多万。

就在 ofo、摩拜等波及全国却未进驻杭州的情况下，
杭州本土企业骑呗携手芝麻信用，以一抹水蓝色率先入
驻，成为杭州公共自行车市场的一条“鲶鱼”。近日，骑呗

第一批已投放 200 多辆自行车，并计划用一年左右的时
间在杭州投放 10万辆单车。

骑呗单车最大的特点是可凭借租车人的信用免押金
租车。用户通过“骑呗单车”APP，可快速找到附近可租
车辆，扫码即可租车，芝麻信用评分 750 分以上还可免除
押金，到达目的地之后直接关锁就可还车。

“信用体系将是共享单车未来成功的关键。”芝麻信
用副总经理邓一鸣说。

骑呗 CEO 周海说，共享单车的加入，就是想用技术
手段来解决“最后一公里”的出行问题，是在杭州慢行交
通系统中对“小红车”的一个有效补充，为城市提供更好、
更完善的公共服务。

“共享单车与公共自行车是互补关系。”在刚刚落幕
的第三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摩拜科技联合创始人兼
CEO 王晓峰提出，“如果你的工作地点和家附近有公共
自行车站点，你清楚它们的位置，那你就会选择有车桩的
公共自行车。如果今天你换了一个路线，你一定不介意
花一点小钱，用我们随地可找的共享自行车”。

共享单车在便利性提升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加大了
管理与维护的难度。“一些共享单车被贴满广告，常爆出

‘单车被拆成零件卖’‘把车锁在家里’，更甚者有‘单车被
扔进河里’等新闻。”王晓峰也同时说出了自己的烦恼。

借鉴共享单车的互联网思维，杭州公共自行车不断

向智能化升级。
G20峰会期间，杭州公共自行车公司在100处服务点

上推出“扫码租车”功能，以“互联网+交通”的思路开拓出
一种全新的移动互联网租车方式。不仅免去了办卡租车
的麻烦，实时锁车的功能也解决了当卡内余额不足时无法
还车的问题。“杭州公共自行车”客户端的实时信息查询功
能，不仅能寻找到最近的服务点位，还能看到点位上的可
借还情况，引导市民更顺利地租还公共自行车。

据记者了解，早晚高峰期，市民在租用“小红车”时常
常遭遇租不到或还不掉两种“尴尬”。近日，设立在杭州
火车东站的全国首个闸机式公共自行车租还服务中心正
式投入使用，基本解决了租还车难题。

这个公共自行车“立体车库”采用闸机式锁止器，市
民可以像进地铁一样刷卡租还车，不再需要以往的“一车
一桩一卡”模式，节省了不少租车时间。而停车位的立体
设计，不但节省了空间，还使整个服务中心的车辆容量大
大增加。

“公共自行车应该往更加智慧、智能的方向发展，让
它更加便捷、开放、共享。”中国城市公共自行车工作委员
会副主任兼秘书长、杭州公共自行车公司总经理陶雪军
表示，杭州公共自行车将会和共享单车互相学习，借鉴对
方的互联网思维、车型等等。只有这样，才能推动公共自
行车行业更好地向前发展。

杭州：“小红车”让智慧出行再升级
本报记者 黄 平

今年以来，解决出
行“最后一公里”难题的
共享单车受到资本市场
的追捧，也赢得了越来
越多用户的青睐。作为
共享经济的一种，共享
单车创新亮点何在？市
场前景如何？围绕这些
问题，记者采访了上海
同济大学可持续发展与
管理研究所所长诸大建。

记者：今年下半年

以来，共享单车竞争渐

趋白热化。您怎么看待

共享单车市场的空间和

潜力？

诸大建：共享单车
在国内城市的发展空间
会比网约车大得多。像
上海、北京这样的特大
城市，每天出行的人都
在几百万。以摩拜单车
为例，目前，它在上海投
放了几万辆单车，按照
每 辆 车 一 天 用 5 次 计
算，总共才能满足几十
万人次的使用需求。从
全国范围看，北上广深
加起来，对单车的需求
量可能高达几百万辆，
市场很大，投放空间也
很大，资本看好共享单
车也是对其市场潜力和
空间具有良好的预期。

记者：我们调查发

现，由于城市规模和人口流动形态的差异，共享单

车在大城市和二三线城市的发展路径也许会有不

同。请问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诸大建：不管是一线城市北上广深，还是二线
城市武汉、杭州，这些城市都有地铁。地铁的存在
带来了“最后一公里”的出行需求，需要公共自行车
来完成接驳。目前，已经有一百多个城市在发展有
桩的公共自行车。在一些没有地铁的中小城市，公
交车距离小区也有一定距离，因此，无锡、苏州、宜
昌等城市也在发展公共自行车。国内小城市的人
口规模也可达一两百万，共享单车发展的空间很
大。城市规模不同，可能会带来共享单车容量的差
异，同时也要考虑接驳地铁和公交车的不同。

记者：共享单车的出行方式对解决我们面临

的高污染、高拥堵等现实问题具有什么意义？

诸大建：共享单车运用互联网技术，解决了最
后一公里的出行问题，是智慧出行的一部分。城
市的公共交通有轨道交通、慢行交通（自行车、步
行等）。自行车在马路上占用面积比小汽车少很
多，如果上下班最后一公里都用自行车，既节约空
间，又利于节能减排。发展共享单车对使用人群
有价格低廉、使用方便等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更
具有减排缓堵的环境效益，有利于发展公用交通，
创造替代私家车出行的模式，促进从非绿色的汽
车城市转型为对自行车友好的城市，这也是中国
城市应该发展的方向。

记者：您如何看待共享单车的创新价值？

诸大建：共享单车的创新是一项具有中国特
色的创新，中国城市人口多、密度高，对资源分享
这种新经济形式同时具有高供给和高需求的潜
力。共享单车改变了现有的技术路线和生活模
式，一方面，它改进了现有的自行车技术，把互联
网技术与制造业结合了起来，属于两者互动的技
术创新；另一方面，它更是商业模式和生活模式的
创新，不卖产品卖服务。随着这种新商业模式得
到越来越多的认同，规模化生产后单车造价及运
营维护的成本都会降低，消费者形成习惯频繁使
用后，企业收益会提高，期待这一创新模式、绿色
产业、共享经济实现健康良性可持续的发展。

通过对共享单车话题的采访，记者注意到，共享单车

已经开始遭遇“成长的烦恼”，三道明显的“坎”已出现。

随着共享单车领域关注度的不断提升，该行业一兴

起就遇到了“过度竞争”的问题。最初，单车使用一次一

般是 1 元钱。但是，随着众多竞争者的涌入，在“1 元钱”

基础上的打折也越演越烈，企业在“块儿八毛”上的争夺，

也显现出竞争的惨烈。

业内专家表示，市民出行是高频应用，其经济模式颇

被资本看好，但汽车早被巨头垄断，基本已无机会，所以

资本转向“两个轮子”的自行车了，竞争也会更激烈。

第二个问题就是盈利问题。摩拜单车创始人曾经明

确表示，尚未找到盈利模式。据了解，目前共享单车盈利

模式确实较为单一，即按租赁（使用）时间收费。

企业都在算一笔账，单车放出去，几年可回本？同济

大学可持续发展与管理研究所所长诸大建估测，摩拜单

车出品的早期单车成本大概是 3000 元左右，预计两年回

本。优拜单车创始人余熠则表示，优拜单车生产成本将

控制在 1000 元左右，一辆车投入使用周期为 4 年，假若每

天使用 6次，半年可回本。

此外，共享单车在推广之际，一方面收取押金，如大

多数单车平台均会收取 99 元到 299 元不等的押金，这能

带来极好的现金流和资本沉淀。另一方面是租车收入，

每小时 0.5 元至 1 元不等。至于今后能否有广告和大数

据的经营收入，还有待市场的检验。

最后，随着共享单车的高频使用，随之而来的管理问

题也不容忽视。比如，广受关注的“单车遭破坏”问题，摩

拜单车方面表示，自入市以来，曾多次被人为破坏，针对

这一现象，摩拜单车做了一些预防措施，但从实际情况

看，效果并不理想。

此外，单车停放问题也一度成为关注的热点。作为

公共自行车，如何将公司发展融入城市管理，如何在公共

空间做到有序发展，考验着各家单车公司的智慧。摩拜

单车就已经与上海杨浦区达成合作协议，共同发展“绿色

出行”，这或许是一种最好的选择。

同济大学交通运输工程学院教授杨晓光表示：“总体

上来说，目前摩拜单车的租赁模式对于解决公共交通‘最

后一公里’难题的大方向是对的，但还需要将其纳入现有

的公共交通体系，进一步完善配套措施，包括政策、社会

资源、管理、规划等方面。管理方面，可以推动其与城管等

部门的合作，共同管理在外的投放车辆。此外，只靠摩拜

这些公司单独控制破坏、违规行为是不够的，应将其纳入

社会诚信体系，进一步完善社会的诚信体系。”

2009 年，由政府主导的公共自行车民生工程开始布局
武汉三镇；今年 5 月，车身全被刷成黄色的“ofo”共享单车，
悄然出现在武汉的 5所高校。

武汉大学某系主任告诉记者，每年寒暑假和毕业季，校
园里有很多被遗弃的自行车，处理这些“僵尸车”很头疼。
学校引入 ofobicycle 共享单车平台（简称“ofo 平台”）的初
衷，也是希望能够较好地解决这一问题。

“ofo 平台”通过收集、改装一批校园闲置自行车，将其
变成校园公共自行车，在方便师生校内出行的同时，有效控
制了校内自行车的总量，减少了“僵尸车”数量。

11 月 30 日，记者在华中科技大学各教学楼门口看到，
一些黄颜色的自行车格外醒目。车身上均有“ofo”标志，并
挂有编号和密码锁。该校学生刘志轩向记者演示租车过
程。他首先打开手机微信 ofobicycle 公众号，在输入自行
车车牌号后，用公众号反馈的密码将车锁打开。“‘小黄车’
收费很便宜，一分钟只需 1 分钱，一公里只要 4 分钱，每天 2
元封顶。”刘志轩说。

“ofo 平台”武汉地区负责人纪拓介绍，“小黄车”仅限
于校内骑行，用户必须打开定位才能使用，后台会实时监控
自行车的位置并据此计费。

华中科技大学在首批成功改造 400余辆闲置“小黄车”
后，校园车辆结构也发生了很大改变。“小黄车”不仅减少了
校园自行车的增量，同时还消化一批校园自行车的存量。

记者了解到，目前武汉高校投放的“小黄车”超过 5000
辆，其中 4000辆是投放的新车，其余 1000辆来自学生们的
闲置车。“对于每辆加入‘ofo平台’的车，我们都会进行涂装，
安装密码防盗锁，再投入校园。”纪拓说，为吸引更多人将自
己的闲置自行车交给平台使用，平台还对车主开出一系列优
惠政策，如车主可以获得永久免费用车权。

纪拓谈到“小黄车”的使用率时十分有信心：“我们经过
反复测算，一辆‘小黄车’在一个成熟的大学市场，每天的使
用频率可以达到 15 次，一辆车一天平均可以服务 3 至 5 人，
大大提高了资源利用率。在满足同学需求的前提下，校园
所需自行车数量也相应减少。”

11 月 17 日，“ofo 平台”发布了“城市大共享”计划，将
在全国 22 个城市开启服务。经常骑自行车上下班的湖北
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是当地较早的绿色骑行倡导者之
一。他担心大批量的单车布局会给城市带来新的压力，比
如人车安全、乱停乱放、违停占道等，都将是城市管理的新
课题，政府必须加以正确有序的引导和监管。

武汉：校园受热捧 入市有隐忧
本报记者 郑明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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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 12 月 5 日，深圳市福田中心区某街道，一名用户

正在扫码使用单车。 本报记者 喻 剑摄
图② 华中科技大学校园内停放的小黄车。

本报记者 郑明桥摄
图③ 11 月 24 日，两名市民在成都市街头通过扫码租

借单车。 新华社记者 江宏景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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