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发争议
随意挂在车站路边 无法规管理引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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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公 司 现 在 规 模 有 多
大？一把伞的生产成本是多少？

刘开俭：目前投放的雨伞成
本约 14 元，现在团队的人数较
少，只有 5 个人，但还在陆陆续续
地扩充。

记者：共享雨伞的使用率远
不如共享单车的使用率高，再加
上“三不”的形式，能吸引投资者
的兴趣吗？

刘开俭：对于使用频率我们
也不清楚，但是与共享单车完全
不一样，雨天可以不骑单车，但
是必须要打伞。在我们雨伞投
放之前已经有多家机构和个人
对我们公司非常看好，如某互联
网公司、某制造商，还有来自全
国各地的个人投资者，数额从数
百万到数亿美金不等。到现在
我们没有拿任何的投资，所以我

们才可以尽情地发挥，不受投资
者的干预。

记者：投放雨伞却不收押金
和 费 用 ，有 人 会 质 疑 你 们 是 在
炒作。

刘开俭：我们创办这家公司
的初心就和别的公司不一样，我
们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走自
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

（金春妮）

一把雨伞成本14元 目前没拿任何投资

百把共享雨伞一把没剩
企业回应：还会投放第二批

免押金免付费且无密码 企业称是否分享最重要

夏季到来，我国大部分地区开始进入雨季，雨伞成为出
行的必备品。尤其是在江浙一带，6、7月份更是被称为“梅
雨季节”。在这种需求下，共享雨伞登陆上海。但这种新的
“共享物种”，除了方便市民遮风挡雨外，也存在诸多问题。

近日，又一家共享雨伞企业在上海投放首批 100把共
享雨伞，免押金、免付费、不设密码锁。然而，有媒体记者走
访了几处投放点，一把雨伞也没见到。企业对此表示：可能
是市民带走了，试投未设密码锁，无法定位雨伞去向。

该企业负责人刘开俭接受《法制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首批共享雨伞“消失”，并不一定说明是借用者没有归还，也
有可能是被放在了其他经过的地方，“很有可能是新事物的
出现引起了市民的好奇，被市民带回家研究了”。只是因为
没有GPS，公司不知道在哪儿罢了。他称，一直在计划进行
第二批共享雨伞的投放，投放的形式会和第一次一样。

据媒体报道，该企业 6
月 1 日在上海首批共试投
了 100 把雨伞，投放区域主
要集中在陆家嘴附近的东
泰路、花园石桥路、世纪大
道、浦东南路以及外滩的
中山东二路等人流较多的
路段。

与此前出现的共享雨伞
有 GPS 定位系统、要下载
APP、交押金、按天收费的借
伞形式不同，该企业首批试
投的雨伞以“三不”形式与市
民见面，即不收押金、不用付
费、不设密码，市民可以直接
用伞。

第一批雨伞的投放地点
主要设置在陆家嘴和外滩附
近的公交站点和观光巴士站
点的栏杆上，没有设置独立

的投放架。
据《新闻晨报》报道，该

企业共享雨伞投放后的当天
上午，记者就按照该企业微
信公众号上的提示去陆家嘴
金融中心寻找雨伞，但在提
示中显示的雨伞位置，都没
有找到共享雨伞。

在陆家嘴的保安告诉记
者，当天早上确实有人在公
交站的护栏上挂了一排雨
伞，后来就都被取走了。

陆家嘴金融中心里的上
班族介绍，他们下午下班的
时候就发现，雨伞全部消失，
一把都看不到了。对此，该
企业回应媒体称：“确实没有
收回任何一把雨伞，由于没
有GPS定位，我们也不知道
伞去了哪里。”

今年3月，一家名为“魔
力伞”的企业在广州率先投
放共享雨伞，投放点分别
在广州 6个地铁站，设置了
6 台终端设备，共计 1000把
雨伞。

通过扫码“魔力伞”的终
端设备，支付押金后就可以
使用雨伞，使用完成后可到
就近的终端设备处归还付
费，并退还押金。

但在上海投放共享雨伞
的这家企业，并没有设置终
端设备，雨伞就是随意挂在
公交车站或路边的栏杆上。

这样的做法引发了市民的质
疑，认为这些雨伞凌乱地挂
在路边，虽然取用方便，但影
响了市容市貌，容易造成丢
弃，形成垃圾。

《新闻晨报》对此采访浦
东新区的管理人员时，受访
者表示，目前法律法规对共
享雨伞还没有约束。

此外，6 月 1日，当该企
业在外滩投放雨伞时遇到了
阻拦，在外白渡桥附近投放
雨伞时，遭到外滩相关工作
人员的制止，最后只能放弃
雨伞的投放。

对话

这家率先大胆采用“三不”借
伞形式的共享雨伞企业创始人刘
开俭在接受《法制晚报》记者采访
时谈到，首批共享雨伞“消失”，并
不一定说明是借用者没有归还，
也有可能是被放在了其他经过的
地方，只是因为没有GPS，公司
不知道在哪儿罢了。他称，未来
可能会设置投放架。

记者：首批试投的 100 把共
享雨伞全部消失，无一归还，您
怎么看？

刘开俭：由于雨伞本身没有
定位系统，所以我们也不清楚雨

伞的去向。很有可能是新
事物的出现引起了市民的
好奇，被市民带回家研究

了。之前有媒体报道说雨伞是
被城管部门收走了，其实不是这
样的。

记者：如何知道首批试投的雨
伞是被市民使用，而不是被城管
收走的？公司做过反馈调查吗？

刘开俭：在首批试投之后，我
们以走访的形式展开了调查，主

要向投放点周围来往的市民以
及附近大厦的保安人员了解具
体情况。通过实地走访的调查
表明，投放的雨伞确实被市民使
用了，只不过在使用完之后没有
及时归还到我们的投放点，但是
并不排除市民把雨伞放在其他
地方继续被大家共享的情况。

不排除市民将伞放在别处 供大家分享

记者：公司现阶段靠什么盈
利呢？

刘开俭：如果初创公司一开
始就想怎么去盈利，这样就有违
创业的初心。我们是想创办一
家为全球数十亿人遮阳挡雨的
事业。

记者：共享雨伞为什么不设
定位？

刘开俭：我们的目的就是分
享，所以没有设置定位系统的必

要。只要投放的雨伞被使用并且
被分享，这就足够了。

记者：有没有提前想到会出
现雨伞全部消失不见的情况？对
此有没有准备解决方案呢？

刘开俭：你说的投放的雨伞
全部消失的情况，我觉得只是在
我们之前设置的投放点看不到雨
伞而已，并不代表雨伞真正消失，
它们可能出现在其他还没有被发
现的地点继续被分享，所以雨伞

暂时消失不见并不重要。
记者：之前出现的共享雨伞

虽然收押金，但还是出现雨伞消
失的情况。

刘开俭：我个人认为大家都
在试行探索 过 程 中 ，究 竟 哪 种
模式更好，是免费还是收费，我
们还在探索的过程中。但是共
享雨伞可以在伞面上印广告，这
或许是一个不错的获取利益的
方式。

正探索盈利模式 未来可能在伞上印广告

记者：在外滩投放雨伞时为
什么会被制止？是谁制止了你们
的投放？之前有没有和相关部门
沟通过？

刘开俭：我们也不知道为什
么会被制止，甚至不知道制止我
们投放的人员是什么身份。在试
点投放之前，我们并没有与相关
部门沟通。之所以没有和相关部
门沟通，主要是想了解相关部门
对共享雨伞的这种投放是支持还
是禁止的，但是到目前为止并没
有了解到他们的态度。

记者：有没有计划投放第二
批 雨 伞 ，投 放 的 形 式 又 会 是 怎
样的？

刘开俭：一直在计划进行第
二批共享雨伞的投放，投放的形
式会和第一次一样，但是还没有
确定投放的地点和数量。

记者：为什么还要继续进行
第二次投放呢？

刘开俭：之所以会进行第二
次投放，是因为我们觉得雨伞消
失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雨伞有没
有被分享。我们分享出去的不只
是一把伞，更是对未来共享经济
模式的探索。

记者：有 人 质 疑 共 享 雨 伞
会 导 致 市 民 随 手 乱 放 、乱 丢 ，
造 成 城 市 垃 圾 ，对 于 这 点 您 怎
么看？

刘开俭：现在做共享雨伞的
企业很少，社会上投放的雨伞数
量也不多，虽然现在的雨伞都是
无 桩 分 享 ，但 是 雨 伞 的 体 积 较
小 ，可 以 挂 在 马 路 旁 边 的 栏 杆
上，不会造成城市垃圾，也不会
给城市管理增加难度。而且，随
着共享雨伞的发展，我们也有设

置固定的投放架的打算，不仅方
便用户归还雨伞，还便于城市管
理。

记者：共享雨伞怎样才能避
免像共享单车一样被破坏、被私
自占有的情况呢？

刘开俭：现在的共享单车大
多是以交押金、付费使用等形式
出现，是不是这种商业化的模式引
起了市民的不满，就像有些用户可
能为了表达不满的情绪才破坏或
者私自占有共享单车，我们不排除
这种可能。所以，共享雨伞更看重
分享，免费提供给有需要的人使
用，我们希望通过这样一个暖心
的举动让市民主动地保护和分享
雨伞。但是我们才刚刚起步，不
能说这样的“三不”形式就是最好
的，我们也在不断地探索更好的
共享形式。

未与管理部门沟通 是为了试探态度

雨伞失踪
百把“三不”雨伞 投放当天不见踪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