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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行免押金、停放有秩
序、服务更贴心……街头巷
尾随处可见的共享单车，打

通了市民出行的“最后一公里”，成为城市生活中
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如果说公交、地铁是公共
交通“主动脉”，那么共享单车就是城市里的“毛

细血管”。
作为一种新兴业态，共享单车在发展中曾面

临无序投放、还车困难、清运滞后等问题。近年
来，在多方共同努力下，共享单车不断创新智能
技术，探索出许多实招，运营管理日趋规范，出行
环境不断改善，也让城市更有“文明范儿”。

精准管理城市交通的“毛细血管”
——“共享单车与城市治理”系列报道（下）

姜忠奇 韩汶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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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视点

图①：在北京市西城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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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街道

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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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长沙市天兴区，一位
市民停放共享单车。 李 聃摄

图④：安徽省蚌埠市街旁，滴滴青
桔电单车运维人员正在进行车序维护。

滴滴青桔供图

以前骑共享单车，常常忘
记关锁，等赶回去时，单车往往
被其他用户骑走，可费用还在
一分一秒累计着。现在基本不
用担心这个问题了，因为绝大
多数共享单车将机械锁替换成
智 能 锁 ，用 户 可 以 通 过 手 机
APP远程控制解锁和锁车。

一枚小小车锁，是共享单
车愈加智能化的反映。“智能
化”带来了什么？许多人给出
的答案是“人性化”。比如，通
过手机APP可以实时查看附近
车辆位置和状态，避免盲目寻
车带来的时间浪费。有地方设
置 AI 站点，借助图像色彩识别
技术，只需将车辆垂直对准蓝
白线并距其一拳左右，即可完
成还车。有单车平台专门针对
老人开发了手机 SIM 卡数字人
民币支付功能，不用联网，不用
打开手机软件，也不用绑定银
行卡，手机“碰一碰”即可打开
单车，并完成付款……这些创
新，大幅简化了共享单车支付
流程，让用户更好享受数字化
带来的便利。

智能化，不仅是技术升级，
也是用户出行体验的升级，更
是城市治理水平的升级。共享
单车的兴起，植根于人们对高
效 便 捷 、绿 色 低 碳 生 活 的 追
求。环保、智能是它的突出特
点。要想走得更远，就必须强
化这个特点，切实提升用户体
验，维护交通秩序，遵守城市
文明。

作为新业态，共享单车必
然会面临一些问题和挑战。过
去一段时间，如“乱停放”，不仅
影响了市容市貌，还经常阻碍
交通，甚至引起事故。再如“停车难”，用户在寻找停放区的往
返中，时间成本增加了；不准确的定位，不仅耗费停车时间，还
可能导致用户付出额外的“调度费”。这些问题看似细枝末节，
却影响着人们使用体验。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问题的出现也
是在为优化服务提供思路，处理得当就能打开新的发展空间。
这考验着企业技术支持和服务水平，更牵涉到城市发展规划与
治理效能。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仅看到了城市管理规定和文明引导
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也看到了智能技术创新所带来的效果。依
靠大数据运算、图像识别、智能定位和调度系统等，过去较为频
发的占位锁车、无序停放等问题得到一定程度改善，用户体验
逐步提升。依托先进智能技术，淤积在道路上的共享单车很快
就能被调走，故障车的回收速率也大大提升。这些不仅有力维
护了城市秩序，也给共享单车市场竞争带来了“良性循环”——
共享单车企业不再依赖过去投放车辆和发放补贴来获得用户，
把重心放在精细化运营管理上，努力改善使用体验，增强用户
忠诚度。

随着社会智能化程度不断提高，作为新兴业态的共享单
车，也许可被当作一块试金石：通过人性化的智能技术研发，提
升城市管理能力、促进企业管理创新、激励用户个人提升文明
素养。以“智理”优化“治理”，不失为提升城市管理效能的路径
之一。

8月28日上午，2024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开幕式在
贵州贵阳举行。本届数博会由国家数据局主办、贵州省人民政
府承办，以“数智共生：开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新未来”为主
题，重点举办专业展览，配套举办成果发布、行业交流、特色活
动等。

据悉，本届数博会展览面积达到6万平方米，根据年度大数
据领域热点，推出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据价值化、数字化
治理、数字新基建、数据安全等六大主题板块。共有337家境内
企业、77家境外企业参展。

图为参展商向外国观众介绍AI设备。
张少鹏摄影报道

绿色绿色低碳低碳——

市民出市民出行更便捷行更便捷

扫一辆共享单车，沿中轴线一路
骑行，这是小张暑期在北京旅游时“打
卡”项目之一。“现在许多城市都有共
享单车，随时随地都能来一场‘骑遇
记’。”他说，“骑车省心又惬意，真是太
City了！”

凭借“随用随骑，随停随锁”的特
点，共享单车不仅方便旅客观光游玩，
还成为许多上班族通勤首选。“公司
距离地铁站大概 2 公里，打车不划算，
走路又太慢，骑共享单车多便利！”在
北京工作的李女士告诉笔者，她办了
一张畅骑月卡，每天骑着共享单车上
下班。

共享单车与城市公共交通系统相
融合，能够发挥接驳、延伸、补位等重
要作用。中国城市公共交通协会副秘
书长郭礼豪受访时指出，共享两轮车
侧重于中短距离“点对点”出行，能够
拓展公共交通服务半径，有助于构建

“公共交通+两轮”的交通体系，降低出
行成本，提高通勤效率。据美团骑行大
数据显示，美团共享单车主要满足用户
1公里左右的出行需求，共享电单车主
要满足用户2公里左右的出行需求，两
者相互补充，共同提供了高效、环保的
出行方式。

作为一种新兴交通工具，共享单
车已深深融入城市生活中。网络上，
有人发起“健身大作战”的帖子，直言
去健身房骑动感单车不如骑共享单车
来一场“City Ride”更酣畅淋漓；现实
中，有人骑共享单车周游各地，感慨

“骑行最重要的是骑车，而不是骑什么
样的车”；还有地方打造绿色低碳生活
圈，市民骑共享单车可以赚取积分，兑
换环保奖励……对许多人来说，共享
单车不仅仅是出行工具，更是一种生
活方式。

共享单车已成为绿色出行新风
尚。《2023 年度中国主要城市共享单
车/电单车骑行报告》显示，共享单车
用户人均年减碳37.5kg，共享电单车用
户人均年减碳51.5kg。另有调研表明，
共享两轮车使居民绿色出行比例提高
了2％—7％。

以人为本以人为本——

用户服务更周到用户服务更周到

“押金收取不合理，单车损坏没人
修，找车不易还车难……”小刘是最早
一批共享单车使用者，她说：“以前，扫
共享单车就像‘开盲盒’，好不好骑要
看一点运气；现在好多了，车子质量高
了，服务管理好了，身边越来越多的人
开始骑共享单车。”

经历前期问题与探索，共享单车
逐渐建立起规范的管理体系，服务理
念也从“以车为本”转向“以人为本”。

“试想这样一个场景：小王早上骑着共
享单车去公司。由于担心迟到，来不
及或忘了给车子落锁怎么办？”滴滴青
桔相关负责人介绍，“现在无需手动关
锁，只要把车停在指定地点，就可以在
手机上结束订单。”

今年夏天，银白色“清凉坐垫”成
为许多共享单车的“新皮肤”。相较于
高温暴晒下的黑色坐垫，“清凉坐垫”
能更有效地反射阳光和散热，实现车
座的物理降温。根据夏季多雨的气
候，这种坐垫还具备通体防水特性，剪
裁也更加贴合车座，提升了夏日骑行
体验。不少网友表示：“夏天骑车不怕
烫，希望能多多地投放！”

除了共享单车，共享电单车也在
一些城市变得常见。中国城市公共交
通协会初步统计数据显示，全国投放
运营共享电单车城市已达300多个，投
放数量超1500万辆。

随着骑行量、周转率持续上升，不
少人开始担心共享电单车潜在的安全
隐患。“在共享电单车的设计上，新款
电单车具备智能头盔配盔干预、精准
定位、预防多人骑行等功能。”滴滴青
桔相关负责人表示，不仅电池使用和

维护上有一套严格的标准化操作流程，
滴滴还自主研发了“慧眼视频预警调
度中心”，遇到冒烟、明火、抽烟等风
险情况，能够做到早发现、防得住、快
处置。

公众在共享单车治理中扮演着参
与者与监督者的双重角色，对推动行
业发展至关重要。郭礼豪建议，公众
可以通过举报违规行为等方式参与共
享单车治理，有关部门也可以建立跨
平台信用管理机制，督促用户自觉提
升文明水平和规则意识。

多方协同多方协同——

城市治理更完善城市治理更完善

在方便公众出行的同时，共享单
车也带来一些困难和挑战，检验着城
市治理的效能和成色。

自 2017 年交通运输部发布《关于
鼓励和规范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发展的
指导意见》至今，各地围绕如何有效平
衡市民需求、企业发展与城市治理三
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

索和尝试，既培育了健康的行业生态，
更展现了文明的城市风貌。

比如，广西南宁建立多部门联动
考核机制，联合交通、城管、市政园林、
交警等部门，每月对共享单车企业运
营情况进行考核评估；山东临沂运用
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手段，向企业分配
车辆运营指标，优化调度和管理工作；
湖北武汉针对节假日景区周边单车调
配难题，组建应急保障工作小组，确保
15分钟内处理淤积点位问题……

滴滴青桔相关负责人表示，为应
对早晚高峰等运维难点，不断升级软
硬件维保能力，通过内部快速协同机
制及时处理违规停放问题外，企业还
积极与各街区主管部门建立“0530”监
督响应渠道，5分钟反应，30分钟处理，
第一时间处理在主、次干道发现的问
题，确保用户便捷取用、放心骑行。

管理手段推陈出新，治理思路也
迭代升级。比如，设置共享单车定点
停放区域，让找车、用车更加简单高
效；“电子围栏”凭借蓝牙道钉、北斗卫
星等技术实现精准定位，让还车、停车
更加便捷有序；上线“随手拍”功能，居
民主动摆放好违规停放的单车，就有

机会获得免费骑行卡，等等。
共享单车“治理”正因“智理”而得

到优化。在这一过程中，多方协同很
重要，郭礼豪建议推广“共商、共建、
共治、共享”的治理模式。

“政府部门、运营企业、管理平台、
行业协会等共同商定管理规则，实现

‘共商’；由政府监督、企业出资、平台
方投入技术，完成管理系统的‘共建’；
多方协同运营，共同参与，实现‘共
治’；治理成果和管理成效，由政府、企
业、市民‘共享’。”郭礼豪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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