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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享 骑 行 走 向 规 范 发 展
□ 本报记者 韩秉志

蛋价走高不是产蛋鸡不足
本报记者 黄俊毅

警惕旅游乱象抬头

张

雪

要 对 各 类 旅 游 餐

饮 住 宿 等 环 节 欺 客 宰

客乱象迅速反应、果断

出 手 ，该 处 罚 的 处 罚、

该警示的警示、该道歉

的道歉，凸显维护旅游

市 场 秩 序 和 目 的 地 形

象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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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逛街太累不想走”“出地铁站离目的地

还 有 段 距 离 ”“ 在 陌 生 的 城 市 里 慢 游 骑

行”⋯⋯在这些场景里，许多人脑海中都会

浮现出解决问题的首选——共享单车。

随着服务品质的不断提升和绿色出行理

念的深入人心，共享单车的骑行量逐年增

长。据北京市自行车电动车行业协会统计，

2022 年，北京市共享单车骑行量达 9.68 亿

人次，较上年增长 1.66%。政府、企业、用

户协调联动、形成合力，正营造更加友好的

骑行环境。

文明骑行程度不断提高

2022 年 2 月，北京市自行车电动车行业

协会会同美团、哈啰、滴滴青桔三家共享单

车运营企业共同签署了 《北京区域互联网租

赁自行车行业规范用户停放行为联合限制

性公约》。公约实施一年多以来，共计 657

人被列入“北京区域违规停放联合限制骑

行名单”。

“数据表明，被纳入限制骑行名单的违

停用户数量呈逐月减少趋势，市民文明骑行

程度不断提高。”北京市自行车电动车行业

协会共享单车专委会秘书长胡笛说。

文明骑行程度的提高，与政府部门和社

会机构持续宣传公约内容，着重培育用户规

范停车习惯紧密相关，同时也离不开共享单

车企业的努力。目前，北京市共享单车实施

总量调控。北京区域美团、哈啰、滴滴青桔

三家共享单车企业将城六区投放车辆总量控

制在 80 万辆以内，服务于市民短途出行和

交通接驳。

为减少车辆违停，共享单车运营企业配

合属地行业管理部门，持续完善规范停放体

系，利用数据分析科学指导车辆的清理及投

放。美团单车相关负责人郝先率表示，美团

单车通过精细分析北京市路网信息及数据，

参考各个细分区域的用户骑出、骑入和运营

调入、调出等数据，通过算法识别实时车辆

数、计算预测需求数，精准分析判断车辆实

时分布、流转情况，形成合理投放的运营

建议。

哈啰单车考虑尝试修改奖励规则来引导

用户规范停放车辆。“如将车辆停放在热点

区域周边时，可一定程度减免本次骑行费

用 ， 对 月 卡 等 用 户 来 说 ， 可 延 长 有 效 期

等。”哈啰单车在北京品牌的负责人王帆介

绍，哈啰单车在北京市全域范围内上线“哈

啰随手拍”功能，用户在发现乱停放或倾倒

的单车时，可以将单车推至白线框内，或将

倾倒车辆扶起，并通过哈啰 APP 拍照上传

前后对比图，经后台审核通过后，即可获得

免费骑行权益。

根据供需变化动态调整

随着行业竞争的淘洗、技术水平的提升

与政府监管的增强，共享单车市场渐入正

轨。2022 年北京“接诉即办”“每月一题”

市民满意度调查显示，北京市民关于停放秩

序改善的认可度达 92%。

尽管如此，从个体感受看，仍有用户觉

得“难”骑。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共享单

车从粗放式运营向精细化转型过程中，理

念、技术、规划、管理等没有跟上发展需要

或衔接不畅，进而产生的各类新问题影响到

用户骑行体验。

“ 比 如 ， 北 京 最 近 新 开 了 部 分 地 铁 线

路，随之而来的就是新地铁站附近出现共享

单车运力短缺的情况。这是一个动态调整的

问题，解决起来有一定滞后性。”王帆表示。

此外，共享单

车的主要使用场景

是通勤和出游，部

分特殊区域“潮汐

现象”尤为明显。

地 铁 公 交 枢 纽 站

点、公司聚集区、

大型商圈及假日的

景 区 周 边 是 骑 行 活 跃 区

域，会出现“特殊时段一

车难求，平时车满为患”

的情况。

针对可能出现的车辆

淤积或短缺现象，共享单

车 运 营 企 业 提 前 分 析 研

判，有针对性地安排运维

力量，做好现场疏导。美

团单车在高峰期保证全部

运力在岗，联合协管人员、

志愿者等，引导用户将车

辆分散停放；通过定期上

线红包车等奖励方式，引

导用户从淤积点位将车

辆骑出。在运营调度方

面，美团单车坚持“多点

少量”的投放原则，根据

供需情况及时调度，优化二次投放点位。

哈啰单车则借助后台智能系统 AI 和大

数据比对预测骑行需求，会在预测车辆淤积

时段提前进行疏解，降低留存车辆数，除运

维三轮外，增派厢式货车清理车辆，避免因

车辆淤积造成非主观违停，通过智能调度系

统派单，基本实现早晚高峰车辆和需求的动

态平衡。

推出高精度定位技术

调研数据显示，用车难、还车难是阻

碍用户使用的主要问题。在 2022 年拒绝使

用共享单车原因中，64.8%的用户是因为还

车不方便。一些市民发现，自己的单车停

进了停车区域内，可共享单车却依旧无法

落锁。

记者在采访中获悉，在管理共享单车

停放的过程中，北京运用了多种技术实现

入栏结算和定点停放。目前北京区域共享

单车定点停放有两种模式，一种是与蓝牙

道钉相匹配，实现车辆的入栏结算；另一

种是通过车辆自身卫星定位功能，实现车

辆的入栏结算。目前共享单车企业正着力

提高车辆定位精准度，解决个别停车区域

车辆无法落锁等问题。

在繁华的北京商务中心区，具有北斗高

精度定位功能的共享单车停放在电子围栏

内，方便用户使用的同时，也便于工作人员

及时调度、清运。“这些共享单车搭载了北

斗高精定位模块，可在空旷场景取得亚米级

（小于 1 米） 的定位精度。”美团单车硬件研

发负责人窦科介绍，为进一步提升定位的实

时性和精度，美团已将共享单车的智能锁芯

片从 2G 升级到 4G，并配置更先进的传感

器，使车辆调度更有序。

在新车置换方面，经常骑行的北京市民

会发现，美团单车最近多了一款新车型，不

仅外观时尚，骑行也更省力。郝先率介绍，

今年美团将持续投放置换更多升级优化的新

车，以新产品、新技术助力共享单车运营。

同时，美团单车投放的新车拥有金油涂层的

特殊“防护服”，小广告贴纸不易粘贴。

哈啰单车也有车辆更新置换计划。王帆

表示，2023 年将是哈啰单车在北京置换的

“大年”。新车将在车身清洁、刹车安全、快

拆维修及车辆定位等方面进行全面升级，实

现轻盈好骑与坚固耐用二者兼得。此外，哈

啰还在北京部分区域试点 90 度规范停车，

通过“科技+人管”的力量，治理共享单车

停放不规范问题。

淘汰下来的单车又将如何处理？记者在

采访中获悉，目前北京、杭州等多地出台文

件要求共享单车报废年限为 3 年。但在实际

使用中，部分共享单车的年限无法达到 3年。

“具体到每一辆车情况有所不同，有的

单车因人为或自然损坏提前报废，也有一些

车辆在使用 3 年后车况仍良好。总体说，哈

啰单车将确保使用期满的共享单车能够更新

换代。”王帆表示，对车况较差、损耗严重

的共享单车进行统一返厂拆解，促进资源循

环再利用。对于车况完好但多余的自行车，

可通过社会捐赠等方式使其重新焕发第二次

生命。

今年以来，随着人们出游

意愿增强，旅游市场快速升

温。近期，有些旅游景点发生

侵害游客合法权益、危害游客

出游安全的事件，经过网络

“发酵”，对当地的旅游形象造

成了不良影响。

过去 3 年，旅游业发展几

经波折，行业复苏之势来之不

易。在目前旅游业正大踏步复

苏，各地全力拉动旅游消费的

关键时刻，更需警惕因“低价

团”强迫购物等情况引发的消

费纠纷，以及景区安全事故

等。要对各类旅游餐饮住宿等

环节欺客宰客乱象迅速反应、

果断出手，该处罚的处罚、该

警示的警示、该道歉的道歉，

凸显维护旅游市场秩序和目的

地形象的决心。

旅游乱象抬头，一是“急不可待”惹的祸。市场回

暖，一些经营者迫切希望快速“回血”，摆脱疫情对经

营的影响，有钱赚快点赚的思路导致“动作变形”。对

这类行为，如果监管不跟上，很容易造成欺客宰客问

题。常见的比如热门景区旅游高峰期的“天价”餐饮乱

象 ， 虽 是 餐 饮 方 面 的 问 题 ， 打 的 却 是 旅 游 行 业 的

“脸”。旅游业覆盖面广、产业链长，这是它的优势所

在。不过，也正因如此，旅游市场的监管问题不是旅游

部门一家就能解决的，需要公安、市场监管、卫生等部

门联手共治，建立更为强有力的部门协作机制，把旅游

市场秩序的维护提到更高的位置上去考虑和部署。

二是“力不从心”导致的。为应对疫情对行业的冲

击，在过去的 3 年里，很多旅游企业从战略和经营上进

行了“瘦身”，比如，有的旅游景点设施开工不足老化

失修，有的旅游景点管理和服务人员流失，管理服务水

平下降。如今，各地客流加大，如果设施设备、服务队

伍等硬件软件没有配备齐全，不仅影响游客的体验，还

会让安全隐患倍增。针对这类问题，旅游经营场所不仅

要抓紧维护检修设施设备、补充流失人员，还要重点提

升工作人员的安全意识。

此外，针对旅游行业的一些“旧疾”，如“低价

团”引发的强迫购物等，市场监管部门应强化日常监

管，加强行业整治力度，规范旅游市场秩序，以公平高

效执法营造健康有序的旅游消费市场环境。

应该说，随着旅游市场日渐成熟，游客消费理念不

断升级，市场监管手段越发完善，投诉维权渠道更加畅

通，那些严重影响游客体验的经营手段、生产方式的生

存空间注定越来越小。部分旅游企业与其抱着侥幸心态

坑一批算一批，不如在旅游业重新出发的新起点及早转

型，让每一位游客真正乘兴而来、尽兴而归，这样旅游

业才能拥抱更广阔的未来。

农业农村部发布的农产品批发价格 200 指数

显示，4 月 3 日，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鸡蛋均价

为 10.66 元/公斤，比 3 月 1 日的 10.11 元/公斤上

涨了 5.44%。

“与往年相比，今年一季度及各月份全国鸡

蛋出场价、批发价以及集贸市场价均创历史新

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副

研究员朱宁说。

蛋价高企，是产蛋鸡不足吗？还真不是。

专家介绍，当前鸡蛋产能处于合理区间。一季

度，全国在产蛋鸡存栏先降后增，养殖场户春

节前淘鸡、春节后进鸡，月均存栏在 10.85 亿只

左右，同比增长约 8%，产能处于 10 亿只至 11.5

亿只的正常合理范围，市场供应比较充足。猪

肉价格低位运行对鸡蛋有替代消费作用，导致

鸡 蛋 走 货 速 度 放 缓 ， 春 节 后 进 入 传 统 消 费 淡

季，鸡蛋市场供应较为宽松。直到 3 月中旬以

后 ， 鸡 蛋 消 费 恢 复 性 增 加 ， 市 场 整 体 需 求 回

暖，市场供应趋于偏紧。

集 贸 鸡 蛋 市 场 价 除 了 春 节 前 的 两 周 出 现

短期小幅上涨以外，1 月份第 1 周、第 4 周以及

2 月份的 4 个周、3 月份第 1 周，蛋价均环比下

跌。直到 3 月份第 2 周，蛋价才出现连续 3 周的

缓慢回升。

近来，有传言称雏鸡价格涨幅大，蛋价较高

是否因为雏鸡价格过高从而拉高了蛋鸡养殖成

本呢？

也不是。农业农村部监测数据显示，一季

度，商品代蛋雏鸡价格确有上涨，从 1 月份第

2 周的 3.85 元/只，稳步上涨至 3 月份第 4 周的

3.96 元/只，累计涨幅为 2.86%。与 2022 年一季

度相比，今年一季度商品代蛋雏鸡均价为 3.89

元/只，同比涨幅为 6.87%，延续了往年一季度商

品代蛋雏鸡价格平稳波动态势。涨幅大的是商品

代肉雏鸡，从 1 月份第 1 周的 3.25 元/只，连续上

涨 11 周至 3 月份第 4 周的 4.15 元/只，累计涨幅

高达 27.69%。

为何商品代蛋雏鸡价格比商品代肉雏鸡价格

平稳？有业内人士表示，一是蛋种鸡存栏有保

障。虽然受国际禽流感疫情及我国与主要供种国

航班数量偏少影响，2022 年以来祖代蛋雏鸡进

口量明显减少，但在考虑进口品种换羽的情况

下，2023 年进口祖代蛋种鸡存栏数量还是有保

障的。最为重要的是，国产祖代蛋种鸡数量充

足，可在短时间内有效弥补进口品种的供给缺

口，能够满足市场对在产祖代蛋种鸡、父母代蛋

种鸡的需求。因此，父母代、商品代蛋雏鸡供应

充足，价格不具备大幅上涨的基础。二是蛋种鸡

企业有备无患。春节后一般是蛋鸡养殖场户补栏

的集中期，一方面是因为春节前淘鸡，另一方面

是为了获取下半年蛋价高位下的盈利，蛋种鸡企

业根据往年规律一般会按需定产，保障商品代蛋

雏鸡的有效供给。

“蛋价处于历史同期高位，主要原因是饲料

成本过高。目前蛋鸡养殖场每生产 1 公斤鸡蛋的

饲料成本超过了 7.5 元，处于历史同期高位。”朱

宁说。

鉴于二季度全国在产蛋鸡存栏仍处于合理范

围，在不发生重大突发事件的前提下，鸡蛋消费

也将逐步走出淡季。叠加清明节、“五一”假

期、端午节等节日提振，业内专家认为，蛋价将

震荡上行，养殖场有望继续处于盈利状态。

□ 与往年相比，今年一季度及各月份全国鸡蛋出场价、批发价以及集贸市场价

均创历史新高。

□ 蛋价处于历史同期高位，不是因为产蛋鸡不足和雏鸡价格高，主要原因是饲

料成本过高。目前蛋鸡养殖场每生产 1 公斤鸡蛋的饲料成本超过了 7.5 元，处于历

史同期高位。

4 月 2 日，一艘汽车滚装船靠泊山东港口烟台港准备装载出口商品车。山东港口烟台港今

年一季度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 5.8%，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 17.5%，顺利实现“开门红”。

张 超摄（中经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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