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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行业规范滞后于规模扩
张速度时，共享单车给社会秩
序带来的负面影响日益凸显。
记者注意到，多地政府已采取了
行动。

今年6月份，北京海淀法院
受理了首起因“共享单车乱停
放”引发的诉讼案，一物业公司
向共享单车运营商提出索赔请
求；7月7日，宁夏固原街头刚投
放的共享单车被城管部门暂扣，
理由是“没有任何行政许可及行
政审批手续，属于非法投放”；7
月10日，杭州市约谈9家共享单
车企业，要求暂停投放新车，企

业出示对用户违停进行的信用
处罚记录，领回此前因无序投
放、停放被“搬离保管”的 2.3万
辆共享单车。

不少专家认为，许多经济新
业态的出现都会伴生社会管理
问题，政府在规范行业秩序的
同时，应给予企业充分竞争的
空间。

交通部管理干部学院教授
张柱庭说，共享单车行业的市场
才刚培养起来，不用急于设立准
入机制，鼓励和规范是共享单车
发展的基调，“放、管、服”策略适
用于现阶段，政府规范的重点可

放在保障企业合法竞争、保障用
户押金与信息安全、打击破坏盗
窃共享单车等方面。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许正中
建议，政府可变“过程管控”为

“结果管控”，明确管控“红线”。
如，为了让共享单车企业不受资
本驱使盲目地投放单车，可给企
业规定一个运营闲置率的下限，
并制定相应惩罚措施。

业内人士称，共享单车行业
正从白热化竞争向差异化竞争
的阶段过渡。行业乱象将倒逼
企业技术升级，改进服务质量，
以提升用户的满意度，确保市场

的持续占有率。
“行业虽没有到‘拐点’期，

但已到了‘洗牌期’。”许正中说，
未来将是以高科技者为王，商
业模式创新也将胜出。优拜单
车智能设备部总经理廖健良
说，未来共享单车可能满足的
不仅仅是“最后一公里”需求，
或将应用于更多场景。江苏金
恒泰电控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林枫举例说，健康单车、物流单
车、校园单车等细分市场的新产
品将问世。

（袁慧晶 吴书光 赵小帅 杰
文津 张翅）

这边两家企业倒闭 那边迎来巨额融资

国内共享单车市场冰火两重天

据新华社北
京 7 月 12 日电
6月的短短十天
内，运营不足半
年的两家共享
企业——悟空
单车和 3Vbike
相继宣布退出
市场。与此同
时，公众对于共
享单车的良好
体验开始出现
明显反转：押金
风险、乱停占
道、街头废铁、
骑行安全等问
题频频被曝光。

据上海市
自行车行业协
会统计，全国共
享单车的投放
总 量 已 接 近
1500万辆。这
个被视为巨大
“风口”的市场，
是否正迎来“洗
牌期”？

悟空单车创始人雷厚义透
露，此次共亏损近300万元。资
金的匮乏，让悟空单车在选择合
作方时“捉襟见肘”，只能选择小
厂商，其后果就是，“因为生产线
不成熟，导致有些单车的脚踏板
都掉了”。

而3Vbike的倒闭则是因为
丢车。创始人巫盛华坦言，这

与公司在单车防盗及定位系统
等软件方面的投入不足有关，

“因为加上这些软件，一辆单车
的成本几乎翻倍，这让我们难以
承受”。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悟空
单车和3Vbike因为资金缺口被
迫停止运营的同时，还有单车企
业迎来了“融资潮”。其中，行业

巨头之一的摩拜单车获得高达6
亿美元的融资，OFO也获得超7
亿美元融资；永安行、小蓝单车、
优拜单车等也不同程度地获得
了A轮甚至A＋轮融资。

在资本的推动下，全国共享
单车的投放数量正持续增加。
据上海市自行车行业协会统计，
如果将国内各大共享单车平台

公报数据相加，全国共享单车投
放总量已接近1500万辆，其中，
摩拜和OFO两家占比近八成。

交通部科学研究院城市交
通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尹志芳称，
截至 5 月底，国内共享单车（电
单车）企业已超过 50 家。从去
年11月开始，半年多共享单车的
数量扩大了50倍。

在最早推广共享单车的一
线城市街头，重现了多年前“自
行车王国”的骑行盛景。不过，
不少用户的体验却开始反转，押
金风险、违规占道、街头废铁、骑
行安全等隐忧逐渐浮现、放大。

——巨额押金安全依然是
关注焦点。虽然一些共享单车
以“信用模式”取代了“押金模
式”，但在行业内，“押金模式”仍
占主流。有业内人士算了一笔
账，摩拜和OFO均宣称注册用户
过亿，摩拜单车押金299元，OFO
的押金99元，但近期已涨至199
元。照此估算，仅两家企业就收
取押金约400亿元。

北京隆安（济南）律师事务
所律师周雷认为，共享单车企业
尚无成熟的盈利模式，收取的巨
额押金及利息是重要的收入来
源。这笔资金都是公众财产，涉

及人数众多，一旦被挪用或企业
倒闭可能引发社会问题。

——从“寻车难”到“找路
难”。乱停乱放成为共享单车被
诟病的首要原因。“一开始还觉
得赏心悦目，现在的乱停放令人
有些生厌。”深圳的张女士每次
进入自家小区，都会因为共享单
车的占道、堵门引发“找路难”。

在北京三里屯太古里的十
字路口，记者看到，不同颜色的
共享单车已经将非机动车道占
得只剩下一半了。“虽然有画线
的地方，但根本不够，位置早满
了。”保安小刘负责整理附近的
共享单车，却也不知道到底该把

“多出来”的车辆放在哪里。
——“街头废铁”的担忧初

现。上海市自行车行业协会经
过调研发现，绝大多数共享单车
除车架之外的零部件寿命难以

超过三年，需定期强制报废。而
两家共享单车企业的倒闭，引发
公众对倒闭企业的单车应由谁
来回收的讨论。悟空单车的一
位大股东坦言：“考虑到回收的
时间和金钱成本，企业不会主动
回收车辆。”

多位业内人士认为，一些单
车企业盲目跟进、大肆扩张，现
有共享单车未来几年将迎来“报
废潮”。实际上，许多一线城市
的热点区域已可见“僵尸车”和

“报废车”。
记者调查了解到，一辆单车

重量多在 15 公斤至 25 公斤之
间，基本都是铁件，少量的是塑
料及橡胶材料，按照每辆车 20
公斤计算，500万辆车产生10万
吨废铁及塑料、橡胶等。一旦回
收不利，将严重影响公共环境，
且造成大量社会资源的浪费。

据摩拜公司介绍，企业已与
中国再生资源开发有限公司合
作，将共同打造共享单车绿色回
收的产业链。但据记者了解，绝
大多数共享单车企业尚未将此
提上议程。

——故障车维护不及时，埋
下骑行安全隐患。今年1月份，
一位北京市民在骑行共享单车
下坡时因车辆失控而摔伤。这
位北京市民认为是刹车失灵所
致，遂将未尽维护检修义务的
运营商诉至法院，索赔医疗费
等两万元。无独有偶，江西省
南昌市民周女士在平地骑行共
享单车时，也发生了在未使用
刹车的情况下，前轮突然制停
导致人飞了出去。周女士联系
客服，客服却表示“近期多人骑
行均未出现刹车问题”，这让周
女士愤慨不已。

备受关注的全国首个共享
自行车团体标准7月5日在上海
正式“面世”。该系列团体标准
由上海市自行车行业协会和天
津市自行车电动车行业协会牵
头，包括生产企业、运营企业、检
验检测机构等，这也是国内首个
依托区域协作制定的团体标准，
将于10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标
准“解锁”，共享单车能否由此告
别“野蛮生长”，走上一条“自我
加压”的道路？

橙色的摩拜、黄色的OFO、
白色的 hellobike、蓝色的小鸣、

黄蓝相间的永安行……随着全
国首个共享自行车团体标准的

“面世”，这一爆发式扩张的新行
业，现在即将走上自我管理的

“拐点”。
共享单车进入人们视野才

不过一年多，已经遍布国内几十
个城市，还在呈几何式扩张。中
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发布的
《2016年度中国“共享经济”发展
报告》显示，到2016年底，共享单
车用户规模达 1886.4 万人，是
2015年 245万人规模的7倍多，
呈现爆发式增长的态势，预计

2017年用户规模将达到4965万
人。

然而，共享单车“攻城略地”
“野蛮生长”的姿态却让消费者
“爱不起”。上海市消保委副秘
书长宁海说，上海共享单车市场
从去年以来爆发式增长，投诉量
也随之飙升。2017年 1至 4月，
上海市消保委受理共享单车类
投诉 2619 件，比去年同期增长
8.6倍，其中，投诉量最多的摩拜
单车超过1100件。

摩拜、OFO 在内的十多家
共享单车企业自愿在沪签订《社

会团体标准自我声明承诺书》，
这意味着企业需要按照团体标
准来执行。

上海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副
局长陈晓军说，市场主体自我制
定、自主承诺执行的团体标准上
线后，企业未来就需要按照标准
执行，标准将有助于强化市场主
体自律，促进新生行业的规范发
展。

目前，上海正在筹备自行车
行业协会的共享单车分会，以实
现自我约束和自我管理，帮助整
个行业告别“野蛮生长”。

【市场现状】冰火两重天，企业倒闭与“融资潮”齐现

【专家建议】划清政府管理“红线”，孕育新技术和商业模式

【行业规范】共享自行车告别“野蛮生长”还有多远

【用户体验】从口碑爆棚到投诉频发，“反转”带来隐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