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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如一夜春风来，“满城尽带黄金甲”，大街小巷尽骑“小黄车”。最近几个月，数百万辆共享单车涌入
中国各大城市，甚至还走出国门，骑行世界。作为一种新生事物，共享单车在国内迅速发展，在给民众出
行带来很多便利，成为人们出行代步的新选择的同时，也引起人们的丝丝隐忧。 请看——

共享单车：畅行背后的“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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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6日，ofo小黄车联合交通运输部科学研
究院发布《2017年第一季度中国主要城市骑行报
告》，这是我国首个针对主要城市共享单车骑行情
况做的集中梳理和数据研究。报告显示，我国20
座城市第一季度累计骑行5.93亿公里，相当于绕
地球14794圈；日均累计骑行距离为659万公里，
相当于地球赤道的164倍。

据了解，国内最早的共享单车企业创立于
2014年，到2016年底，国内共享单车用户数激增
700%，共享单车市场整体用户数量已达到 1886
万。截至2017年3月中旬，全国共享单车投放总
量已超400万辆，北上广深4座城市投放量占比已
超70%。

小小的共享单车正考验着
各国的治理能力。

在法国巴黎，仅 2015 年
Velib 共享系统就有 9000 辆自
行车被损坏或被盗；在新加
坡 ， 共 享 单 车 品 牌 oBike 的
自行车因停放问题被政府贴
上 了 移 除 标 志 ； 今 年 1 月 ，
美 国 西 雅 图 市 政 府 宣 布 ，
Pronto 自 行 车 共 享 服 务 于 3
月 31 日终止……

在中国，据艾媒咨询最
新预测，2017 年共享单车市
场规模将超过百亿元，增速
高达 735.8%。但是，本报到
现场采访政府、企业、市民
方面大量相关人士后发现，
社会对共享单车的态度，已
从起初的“叹为观止”变为
理性思考：乱停乱放问题如
何解决？用户资金安全如何
保障？事实上，不只是共享
单车，近年来出现的诸如房
屋短租、共享厨房等新经济
方面的创新，都需要与之相
适应的监管创新。

治理新经济，全世界都没
有成熟的经验。目前，中国
在某些领域已经走在世界前
列。例如，2016 年 7 月中国
政府发布的 《网约车管理暂
行办法》，是全球范围内颁
布的首个国家层面的网约车
法规。

相较于网约车，共享单车
的用户更分散，治理难度更
大。共享、共治、共赢，这是
共享单车发展的三个步骤。目
前，共享已经实现，只有解决
好共治，才能走向共赢。如何
共治，这其实是中国治理创新
的大命题。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社
会治理”，代替了之前常用的

“社会管理”，一字之差，标志
着社会治理体制的革新：从单
一的政府管理变为政府治理与
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的良
性互动。

治理以共享单车为代表的
新经济，政府的着力点之一应
该是建立平台，让各方在这一
平台上共同参与、公平竞争。
当前，信用体系就是这样一个
平台。4月13日，国家发展改
革委副主任连维良指出，要通
过加强共享单车公司与“信用
中国”网站以及征信机构的信
用信息共享、开展守信联合激
励和失信联合惩戒等措施，构
建以信用为核心的共享单车规
范发展体系。

被誉为“现代管理学之
父”的彼得·德鲁克有一句
经典之言：“有效的管理者
用人，是着眼于机会，而非
着眼于问题。”治理新经济
同样如此。治理新经济，各
国几乎处在同一起跑线上，
善于监管者，不是被动地应
对新经济产生的各种问题，
而是借机升级监管体系、提
高治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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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2日，福建福州警方推荐的共
享单车停车点正式启用。

新华社记者 宋为伟摄

▲2000辆共享单车在重庆大学城
投用。图为市民使用手机扫码取车。

何 超摄 （人民视觉）
▶4 月 13 日，北京大

学未名湖畔，学生骑共享
单车畅行湖光塔影之间。

李 喆摄

解决出行“最后一公里”难题

4月13日傍晚，北大春意正浓。恰逢上课时段，校园里的
“小橙车”、“小黄车”来往穿行于湖光塔影之间。大二学生小
于四分钟前才从宿舍出发，此时已达理科教学楼门前：“WiFi
几乎覆盖全校了，只要动动手指，去哪儿都特别快。”但是笔
者也留意到，校园里还有不少“坏车”，偶有同学尝试解锁却
摇头走开。

4月 14日上午 9点，北京大望路地铁站。很多“上班族”
出地铁站后，直接骑上一辆共享单车，前往商圈写字楼。紧
靠地铁站的外围护栏，李女士正用手机对着一辆共享单车的
后座“扫码”。她对笔者说：“我已经两个多月没骑我自己的
车了，‘小黄车’既方便又便宜，关键是免去了我停车、锁车
的烦恼。”

4 月 17 日下午 4 点 55 分，北京市朝阳区蓝色港湾附近，
“黄橙蓝”色的共享单车与私人单车、电动车夹杂着，停放在
路旁的“共享单车停放处”。人们都在讨论这个新兴事物，

“最近都免费骑呢”，“租金也还便宜”。“滴铃滴铃”的铃声此
起彼伏，观光游客、时尚男女，甚至是外国友人都骑着共享
单车欣赏蓝港美景。只是那些互相比着速度、还时不时依靠
踏板站起来加速的学生从笔者身边呼啸而过，着实让人捏了
一把汗。

除了北京，共享单车在其他城市也“火”了起来。前
不久，上海市自行车行业协会秘书长郭建荣称：“预计今年
上半年，上海市场将拥有 50 万辆共享单车。”成都市政府
将共享单车写进 2017 年政府工作计划，鼓励其发展。“小
蓝车”（Bluegogo） 更是走向世界，其团队向澳大利亚悉尼
市政府提交一份商业案例，拟在当地推行共享单车。

共享背后问题涌现

随着投放增多、用户普及，共享单车在给百姓出行带来
便利的同时，也因其暂未成熟的“共享”模式暴露出许多问
题。

“虐车”现象频现。4月 16日下午 3点，笔者在北京市将
府公园门口发现 5辆停放着的“小黄车”，其中有 3辆车的二
维码被恶意涂抹，这使过路行人无法使用。除此之外，许多
车辆还被“大卸八块”，车链车铃不翼而飞。3月18日，福州
市台江区有9辆共享单车被扔进白马南路附近的白马河中，被
相关工作人员打捞上岸后，其中部分单车无法继续使用。此
外，有报道称，业内同行或与共享单车存在竞争关系的行业
也会对车辆进行恶意破坏。

停放秩序混乱。共享单车之所以方便，最大的特点便

是车辆无具体归还地点，用户可以随时随地锁车离开。但
正是不受约束的停车规则，使得有些地方的停放秩序变得
混乱。一些单车被随意停放在路口，给过往车辆和行人造
成阻碍；还有一些单车被停放在单位大院或私人小区，变
相转“共享”为“独占”。3 月 24 日，媒体还曝光了北京朝
阳区八王坟东公交车站周边道路上共享单车堆积的问题，
多条公交车道被“单车群”占据，引起北京市交委的关注。

安全遭到忽视。3 月 26 日，上海市一名 10 岁男孩骑行
“小黄车”与一辆大客车发生碰撞，遭碾压身亡。这是上海首
例不满12岁未成年人使用共享单车致死的事件。此外，近日
街头频频出现共享单车“花式载人”景象，部分父母将车筐
当做“儿童座椅”，甚至有些成人也坐进了车筐，超出车框承
重的同时，也造成了道路安全的隐患。由此可见，共享单车
虽然带来了许多便利，但人们在使用时常常忽视用车安全。

除了“虐车”、秩序混乱、安全隐患等问题，共享单车还
被不法分子利用，车上的“二维码”成为新的诈骗工具。诈
骗手段包括：收款二维码。本用来开锁的二维码被不法分子
用假二维码覆盖，让不少用户扫码损失钱财；钓鱼网站：不
法分子仿制共享单车官网页面，以此获取用车人的身份信息
和银行卡信息；山寨木马 APP：如今共享单车均通过 APP 租
赁，不法分子利用假二维码，在用户手机中植入带有病毒的
山寨APP，盗取用户个人信息。

有人悲观地预测，上述问题如同“死结”，如不及时解
开，用不了多久就会把共享单车“困死”。

“死结”如何解开？

分享经济之下，共享单车盛行，在享受便利的同时，政
府、企业和民众还应该各自承担自己的责任，一起解开影响
共享单车畅行的“死结”。

政府参与“共治共管”
共享单车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监管，但在新的经济环境

下，政府更应主动作为，主动参与，不仅要解决出现的问
题，还要积极出谋划策为共享单车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平台。

政府参与共治，为共享单车开辟使用空间。上海同济
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诸大建认为：“造成空间资源有限
这一困境的根本原因，是城市还未适应自行车社会。无论
宏观层面的城市规划，还是微观层面的道路设计、停车摆
放，都没有为大量公共自行车到来做好准备，政府提供的
公共空间资源仍然不足。”共享单车具有公共交通服务的功
能，因此需要政府在治理决策中主动为其提供使用空间。
比如，法国巴黎市政府为了促进 Velib 公共自行车的发展，
取消了巴黎市区 4000 个汽车停车位，建立公共自行车站
点。共享单车作为快速发展的新生交通工具，只有系统地
完善其配套措施，才能缓解大量共享单车对城市治理造成
的压力。

政府参与共管，与企业实现互利共赢。目前，由于缺少
城市管理信息支持，企业生产和投放单车时无法控制适宜的
量，因此会造成资源的浪费。然而政府相对于企业掌握更多
的宏观信息，为企业提供道路承载力、城市人口容量等情
况，就让企业经营有了“导航仪”。与此同时，上海宏观经济
学会许泽成主任认为，共享单车的使用会产生许多交通流
量、流向的信息，能侧面反映出政府交通管理可改进的方
向。因此，政府与企业信息互补、加强合作，既可促进企业
盈利，又可便利政府管理，从而实现互利共赢。

企业运营需明责
相比不断扩大的投放规模，共享单车企业现有的配套设

施、线下运营管理投入情况严重滞后，“重投放，轻运营”的
矛盾突出，这是导致行业系列乱象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政府管理不断规范的同时，共享单车各企业也在不断
明确自身的责任。

企业不断提升技术水平。小蓝单车副总裁胡宇沸表示，
将通过三个途径解决停放秩序问题。首先是通过 APP、微
信、微博、短信等线上渠道强化用户文明停放车辆的意识；
其次，在线下多处地点配备运营人员，引导用户停放在规定
的地方；另外，目前小蓝单车正进行技术改进，优化现有的
定位系统，及时监控用户在指定区域停车的状况。

企业加强与政府对话。各企业应当建立与属地政府或管
理部门的事前沟通机制，服从和配合属地政府的管理要求，
不应忽视道路的“公共资源空间”特性。ofo方面人员表示，

“小黄车”已向北京市西城区政府相关部门提交了 《承诺
书》，做好禁停区域巡视收车工作，并通过微信、APP软件等
途径开展对禁停区域的宣传，实施对违规停车用户扣除信用
分的措施，同时也会积极配合相关政府部门的工作。

公民素质需提升
最近，一些共享单车的“补牌侠”、“单车猎人”正维护

着公共利益，为城市留住尊严。他们会把共享单车上被划掉
的车牌数补上，会把那些被上私锁、被损坏的共享单车“松
绑”，并向官方举报，通知维护人员将它们物归原地。目前，
这群守护共享单车的志愿者在全国已有2000多人。

从使用者主动变为监管者，是公民意识的提升。在共享
经济时代，用户是“共享”的重要环节，公民素质及作为对
这项新生事物的影响深远。作为社会主体，在享受便捷服务
的同时，公民也要积极监督、举报社会上的不良行为，这守
护的不仅是社会的利益，也是公民自身的形象。

专家还指出，在共享经济时代，人们追求的是社会资源
利用率的最大化，闲置的社会资源只有得到更广泛地分享才
能获得效益。共享经济做得好才能共享快乐，要让分享成为
一种习惯，在分享中获得更多更好的服务。

面对共享单车带来的改变和挑战，资深媒体人高严先生
对本报表示：“信息时代下，政府要创新服务和监管模式。同
时，共享单车企业也要主动探索升级新的运营方式。共享的
实现需要社会各方面的协调协作、责任共担，以成就共享社
会的美好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