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808

①①

②② ③③③

④④④

融媒时代融媒时代 责编：卢泽华 邮箱：wesley1111@163.com

2024年8月26日 星期一

113

“随扫随骑”的共享单车极大便利了人们的
出行，然而，仍有许多用户受到“还车难”的困
扰：按照规定放在停车点（P 点），APP 上却显示

“还车失败”；跟随平台指引挪车，终于还上了

车，却几经折返，耗费时间精力等等。共享单车
解决了出行的“最后一公里”问题，但时常卡在
关锁环节的“最后一厘米”。如何破解共享单车

“还车难”，考验着城市治理智慧。

别让“用车容易还车难”
——“共享单车与城市治理”系列报道（中）

本报记者 龚文静

“融”观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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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视点

图①：在北京市海淀区,美团单车
运维人员将一批共享单车摆放整齐。

美团单车供图
图②：广东深圳福田区福中路上，

一辆共享单车停放于专门划定的还车
点内。 本报记者 卢泽华摄

图③：江西省赣州市兴国县长征
社区志愿者在网格区整理共享单车。

陈鹏摄（人民视觉）
图④：浙江杭州西湖旁，“杭州共

享出行党员共建示范岗”的志愿者在整
理哈啰共享单车。 哈啰骑行供图

北京发布38项智慧城市场景创新需求

本报北京电（记者王昊男） 以“智绘未来 场景无限”为
主题的2024北京市智慧城市场景创新需求清单（第一批）暨成
果发布会日前在京举办，会上集中展示了 11项国内首创场景
成果，发布了38项智慧城市场景创新需求。

2023年，北京市启动了智慧城市场景创新开放工作，聚焦
智慧城市建设痛点难点问题，围绕前沿技术、感知监测、城市
治理、安全应急、智慧农业等重点领域，持续推进北京智慧城
市场景建设。目前，已形成“面向公众政务咨询问答的语言大
模型应用”“全栈国产化的视觉大模型应用”“应用于城市治理
面向公共空间运行的无人驾驶市政巡检网格车”等 11项国内
首创场景成果。

发布会上，按照“综合清单+专项清单”模式，发布了 2024
年智慧城市场景创新需求清单，涵盖前沿技术、公共服务、社
会治理、企业数字化转型等 4 大领域 38 项场景创新需求。其
中，市级综合清单共20项，包含大模型一站式调度、政务服务
大模型应用、中网智能网球数据分析应用等。

互联网财险业务将进一步规范

本报北京电（记者屈信明） 近年来，互联网财产保险业务
发展迅速，经营主体持续增加，在服务实体经济、助力社会治理
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出现业务经营不合规不审慎、线
下服务能力不足、产品销售误导等问题。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
局近日印发了《关于加强和改进互联网财产保险业务监管有关
事项的通知》（简称《通知》），重点加强经营行为规范、落地服务
等方面的监管，增强互联网财产保险业务的透明度和保险服务
的可获得性，进一步加强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

据了解，在产品方面，《通知》支持财产保险公司依托互联
网特定场景开发小额分散、便捷普惠的财产保险产品，公平、合
理制订保险条款和费率。在服务方面，明确保险机构应建立保
险合同批改、退保、理赔和投诉处理等全流程服务体系，应切实
保障金融消费者的知情权、自主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等合法权
利，应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收集、处理及使用个人信息。
在落地服务方面，明确财产保险公司法人机构对落地服务承担
最终责任，对金融消费者投诉和意见处理承担主体责任。

“还车难”这个“小难题”，着实
难倒了不少人。笔者听过这样的
吐槽：“借车容易还车难，计费噌噌
往上蹿，平台赚得荷包满，用户累
得底朝天。”说法未免有点夸张，但
也反映出消费者的不满。

针对共享单车“还车难”，笔者
采访了全国各地几十名用户，归纳
下来主要有 3 种情况：一是找不
到还车点。二是还车点满位，挤
不出位置。三是明明划定了停放
区，也有空位，单车却无法关锁，手
机软件显示“不在还车区域”。

前两种情况凸显的是还车点
规划和单车调度问题，解决路径相
对明晰。最令人挠头的是第三
种。有位企业白领向笔者抱怨：

“公司门口明明划定了自行车停车
区，但共享单车偏偏无法在这里
关锁。如果按照单车 APP 指定区
域停放，最近也要跑到 1 公里开外
的商场门口。都说共享单车是为
了解决出行‘最后一公里’，现在倒
好，反而增加了一公里。”一名大学
生吐槽：“前几天骑了一次共享单
车，实在找不到停车点，就停到了
学校车棚里，结果因单车无法停止
计费，被扣了 20 元，你说气人不气
人？！”

气恼归气恼，还是有不少用户
找到了解决“门道”。有人在网上
分享攻略：向平台报个单车故障就
可以自动关锁，顺带还免了一小笔
骑车费。也有用户干脆勾选“接受
1元调度费并继续还车”，随手停在
路边，吃点小亏，图个省心……种
种“对策”，虽然一定程度上规避了

“还车难”问题，但又回到了“乱停
放”的老路上。

这些年，为了解决共享单车“乱停放”问题，有关部门和单车
平台出了真招。对归还方式、地点进行了严格限制。比如，通过
数字平台，动态监测投放数量；运用数字围栏，划定车辆停放位
置；多方参与巡查，快速解决各种问题……这些数字化、网格化
手段，规范了共享单车乱停放问题，切实提升了城市治理效
能。用户也很配合，逐步养成了文明有序停放单车的习惯。一
排排整齐划一、赏心悦目的共享单车，成为城市一道独特的风
景线。然而，由于部分还车点设置不科学、不合理，不少用户在
还车时发现，因为未在规定停车点范围内，只得去更远的停车
点，再步行返回。这让共享单车不再便利，有违解决百姓出行

“最后一公里”的初衷。
不难发现，“还车难”不是城市管理部门、企业和用户任何一

方可以单独解决的，需要各方通力合作。城市管理部门应合理
规划各类还车点，积极协调普通类自行车停放区与共享单车还
车区的一体化使用；共享单车平台应精准分析用户出行数据，及
时回应用户诉求，设置合理的延时、违停计费标准，不能将之作
为牟利工具。用户也要积极与有关部门和平台沟通，通过正规
渠道解决问题，不能总是钻平台的漏洞。

可见，一个“还车难”问题，需要一整条服务链合力保障才能
解决。它要求城市治理的高效率处置和精细化管理，紧扣创新
和人性化原则，以大数据和多方参与的方式破解管理难题，在解
决城市痛点和方便市民出行上找到平衡点。

切实解决好百姓身边的小事，有利于激发一座城市的活力
和生机。从这个角度讲，“小难题”呼唤的是各方协同的“大治
理”。合力打通服务链条的“最后一公里”，才能真正解决人们出
行的“最后一公里”，才能走好提升大家获得感和幸福感的“最后
一公里”。

““还车难还车难””成了老大难成了老大难

近日，山东济南的苏先生打开一
辆共享单车时，发现该车链条损坏无
法骑行。苏先生点开软件还车，却收
到一条提示，告知单车不在规定停车
点内，需要收取5元“调度费”。联系客
服反复沟通，却被告知费用无法退
回。苏先生百思不得其解：“明明是共
享单车出了故障，为什么让用户买
单？”一气之下，苏先生发起投诉，要求
公司向其道歉并退还调度费。

除了共享单车出故障，其他“还车
难”情况也频频出现。在北京市朝阳
区工作的小钟，每天清晨出地铁后，都
会扫一辆共享单车直奔公司打卡。他
告诉记者：“公司门口的停车区只能停
特定品牌的单车，不兼容其他共享单
车，有一次，当我骑行一辆其他品牌共
享单车时，明明停在了停放栏内，就是
无法锁车。”炎炎烈日下，小钟失去耐
心，最后选择接受调度费，原地停车了
事。后来，小钟做了一个攻略，逐渐摸
清了哪些停车区可以放哪些单车品
牌，还制作了一份详细的“避坑指南”
分发给同事。

有消费者反映，使用共享单车受
具体时间节点的影响很大。比如赶上
早高峰，想用共享单车，无奈电子围栏
里空空如也。等到傍晚骑车回家，又
会发现小区门口停满了各式各样的共
享单车，自己“挤”不进停车区，停在线
外又会面临“还车失败”。

停车点变成聚焦点停车点变成聚焦点

前几年，共享单车占用道路、乱停
乱放等成为城市管理的一道难题。很
多城市通过优化停放设施、在地铁站
和道路周边增设共享单车停车区等方
式引导市民规范停车。同时，共享单
车企业通过加收调度费等手段，限制
乱停放共享单车行为。这时，“电子围
栏”的设立，在规范共享单车停车、精
准管理共享单车方面起到了正向作
用。然而，在其具体使用过程中，也存
在让共享单车便利性打折扣的情况。

“消费者在使用共享单车APP时，
可能存在某些时段软件导航不够精准
问题。”北京建筑大学交通工程系教授
林建新告诉记者，这会让共享单车使
用者在规范停车时，收到“不在电子围
栏区域”的提示。

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
苗认为，从成本和投放量来看，目前企
业很难保证每辆车都是最新款或拥有
最精确定位能力，这需要经历一个过
程。某共享单车企业负责人也坦言，
企业已经采取措施优化定位技术，但
无法完全避免此类问题的发生。

“电子围栏”本身也容易出现信号
不稳定现象。据了解，为满足市民规
范停车需求，优化城市空间资源配置，
政府在划定“电子围栏”后，通常会在
此区域安装蓝牙道钉，以此帮助消费
者准确定位。然而，由于露天环境下
道钉容易被破坏，共享单车停车区域
信号无法保证全覆盖，致使用户在手
机上的 P 点和实际场景中的 P 点出现
不一致的情况，影响了用户还车。

针对停车“挤”不进电子围栏情
况，林建新说：“运营企业虽然投入大
量人力物力在单车调度上，但由于市
民在出行不同时段存在不均衡现象，
调度工作具有很大的随机性和动态
性，这给解决用户‘还车难’问题增加
了不小难度。”

“有关部门和企业未来的发力方
向应是逐步解决‘还车难’问题，而不
是让消费者吃‘哑巴亏’，被迫接受困
扰。”杨新苗坦言。

规范化更要精准化规范化更要精准化

“解决共享单车停车难的关键路
径在于找到城市、企业和共享单车用
户之间的平衡点，既要规范共享单车
停放问题，也要保护好公众权益。”杨
新苗说。

在出行“最后一公里”，信息技术
正辅助提升共享单车停放体验。通过
大数据分析或人工智能深度学习模

型，企业得以更加精准地预测用户需
求，智能调度车辆，既方便用户骑行，
也让道路交通更有序。比如，美团单
车正全方位提升电子围栏定点还车技
术，通过升级车辆定位模组、上线远端
停放和淤积引导技术方式，提升定位
精度、破解还车难题；哈啰单车则打造
起哈啰大脑，应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
高新技术，实现智能规划、智能调度、
智能派单，以此达到单车运力在时间、
空间和需求上的最优匹配，为用户提
供更高效、更优质的出行体验。

位于浙江杭州滨江区的哈啰单车
运维小哥在手机专用APP上收到一条
调度指令：长河路地铁口周边车辆因
潮汐现象出现淤积，而附近的江陵路
有不少用车缺口。当限行时间一过，
他和同事就把早高峰上班族骑到地铁
口的共享单车装上货车，迅速调度到2
公里开外。通过这种方式，不同地点
的共享单车能快速实现余缺的平衡，
也方便居民区、商圈周边的市民找到
可用的共享单车。

“相关管理部门应综合考虑城市

空间布局、结合居民出行需求做共享
单车停放点的合理规划。”林建新建议，

“政府和企业要建立灵活反馈沟通机
制，企业将真实、翔实的骑行数据实时
反馈给相关部门，协助管理者将共享
单车停车点位设置得更加科学合理。”

针对“还车难”等共享单车管理问
题，各城市有关部门不断推出新措
施。今年 3 月，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在

《2024 年北京市交通综合治理行动计
划》中指出，要“合理规划地铁车站、居
住小区周边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停车
位，提高接驳轨道便利性。增加互联
网租赁自行车停放设施供给，车位比
达到1:1。推动运营企业车辆全部采用
高精度卫星定位，实现全部轨道交通
站点出入口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停放区
电子围栏入栏管理。”湖北襄阳上线的
智慧城管平台可以识别各类单车厂
家 、牌 号 、路 段 位 置 等 信 息 。 全 区
12000 多个路边停车泊位通过地面磁
钉等设备实时掌握停车情况并自动计
费，洒水车、环卫车可根据路况信息及
时调整作业路线，避免影响行人和车

辆；四川成都打造的互联网租赁自行
车管理平台，可以实时监测共享单车
停放情况和投放数量，智能调度企业
及时清运……

“我们需要进一步建立完善政府、
企业和用户多方联动的治理体系。一
方面让老百姓监督企业，参与共享单
车停放点的使用效果反馈和规划调
整；另一方面，也要引导用户科学骑
行、规范停车，从而逐步解决共享单车
停车难题。”林建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