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15今日视角2017.11.24 星期五 编辑 王会静 校对 屈淑彩 E-mail：whj@pdsxww.com

南京市民陈女士今年初注
册了酷骑单车的账号，并充了
值。“那时候去奥体看演唱会，
看完以后发现门口有共享单
车，就注册了一个账号，骑到地
铁站。”

但从今年8月份开始，陈
女士就听说酷骑的押金很难退
了，“我10月份申请退款，到现
在钱还没退给我。”陈女士在微
博上看到，不少酷骑的用户涌
到北京总部，每天排着长队等
退款，心里还挺羡慕，“人家离
得近的还能去北京退款，我从
南京过去也太不划算了。”

不过，酷骑北京的退款点
近日已经关闭，现在要退款，只
能去成都。

记者了解到，酷骑单车成
立于2016年11月18日，使用需
缴纳298元的押金，此前单车
总投放量排名行业第四。2017
年9月22日，酷骑单车官方发
布内部信，称共享单车行业竞
争惨烈，公司资金紧张，让员工
自愿选择去留。

11月20日上午，酷骑单车
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酷骑单
车后续使用及退押金事宜的
通知》称，经过一系列磋商与
谈判，最终委托四川拜客科技
有限责任公司代运营管理和
运维工作（不包括债务）。《通
知》表示，想要继续使用酷骑
单车的用户，可以使用微信
扫描车身二维码，使用由拜

客提供的小程序开锁，免押金
用车。

《通知》还提到，现在用户
可以使用两种方式来退押金，
途径一：用户本人持身份证或
驾照、护照等有效证件，前往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吉泰路
588 号海洋中心（莱普敦公
馆）1 栋 708 室办理；途径二：
酷骑单车为那些不方便到达
现场的用户开通了退押金专
线，用户可拨打 18610621301、
13426421951 或 15711055034 申
请，专线工作时间是周一至周
日的 9：30-17：00。

不过，记者和南京几位押
金未退的用户一起，反复拨打
这三个退款专线，均未能拨通。

又一家共享单车用户遭遇“退款无门”
共享单车用户押金规模近百亿元，资金监管太弱亟待解决

近日，深陷倒闭和跑路传闻的酷
骑单车关闭了在北京的退款点，在公
司门口张贴告示，用户退押金要去位
于成都的公司。而此前，另一家以“体
验好、管理精细”自居的小蓝单车也陷
入崩盘危机。

共享单车领域正面临着一场“大
洗牌”，记者初步梳理发现，目前公开
已知的有 6 家共享单车企业倒闭，据
芝麻信用提供的数据，粗略统计造成
用户押金损失已经超过 10 亿元。面
对用户“押金难退”的声讨，有企业甚
至提出“大不了一人一辆骑回家”，这
样真的可行吗？如果不可行，街头这
些“僵尸车”又该如何处理？

接连出事
南京酷骑退款无门 客服电话打不通

北京市中银（南京）
律师事务所周健律师表
示，押金所有权属于用
户，退还押金后才能破产
清算。如果公司出现资
不抵债，首先应该对大众
用户进行押金退还。而
债权人扣押债务人的财
产追索债务的行为，民法
理论上称之为自力行为，
又称自助行为或自力救
助。但是，自力救助容易
产生侵权行为，此外使用
不当会激化矛盾。因此，
世界各国立法对自力救
助都持谨慎态度，我国也
不例外。

就财物自助行为来
讲，只有旅客住宿不付
费、吃饭不给钱等小额债
务，公力救助不能及时解
决纠纷的情况下，债权人
才可以强行扣押行为人
的随身财物抵偿欠款。
而对于一些大额债务，债
权人没有当场占有债务
人财产的情况下，债权人

要实现自己的债权必须
依靠公力救助，这样既有
利于保护债权，又有利于
维护社会秩序。

当单车租用人提出
解除租车合同并索回押
金的请求时，身份就转化
为债权人，单车出租方就
转化为债务人。根据我
国《民法通则》第一百○
八条规定：“债务应当清
偿。暂时无力偿还的，经
债权人同意或者人民法
院裁决，可以由债务人分
期偿还。有能力偿还拒
不偿还的，由人民法院判
决强制偿还。”如果是永
久无力清偿的话，要经过
法院审理、作出判决，再
付诸执行。

因此，强行“抢”单车
回家的行为，可能会触犯
法律，惹祸上身。如果非
债权人想将这些无主的
共享单车拿去变卖，盗窃
数额较大的，则构成盗窃
罪。

律师说法
不能以车抵债

这样做可能触犯法律

2017年6月，重庆“悟空单
车”宣布退出市场后，共享单车
领域开始出现倒闭潮：6月份，
共享单车平台 3Vbike 对外宣
布称，由于单车大量被盗，即日
起停止运营；7月份，南京町町
单车不仅停运，老板更被媒体
曝出已携带数千万押金跑路；
随后的三个月，又相继出现小
鸣单车、酷骑单车和小蓝单车

“退押金难”问题；10月21日，又
一家共享单车平台“小鹿单车”
宣布暂停运营。其中，涉及南
京的共享单车有3家：町町、酷
骑和小蓝。

据介绍，最多的时候南京
有十几家单车公司在运营，即
便目前南京城内也仍有超过
45 万 辆 共 享 单 车 随 时“ 待
命”。据统计，截至今年9月，
郑州、南京、深圳三城共享单车
饱和度排名全国前三。这些已
经或濒临倒闭的共享单车企业
留下了不少“僵尸车”，有的坏
在路边，有的随意摆放无人管
理。

今年9月底，南京停车设
施管理中心曾专门下发通告
称，由于街面上酷骑和町町单
车占用盲道、影响交通，且无法

与工作人员取得联系，他们已
组织人员将两个品牌的单车全
部清理，并上报清理数量。

面对退押金困局，不少公
司甚至提出以车抵押金的办
法。酷骑公司前 CEO 高唯伟
曾表示，酷骑单车的造车成
本是 650 元，能够覆盖 298 元
的押金，“大不了一人一辆骑
回家”。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也
有不少被拖欠押金的用户冒出
过“把车搬回家”的想法。“留在
那里也是城市垃圾，不如让我
们废物利用一下。”

用户疑问
钱退不了，那些“僵尸车”能搬回家吗？

伴随着共享单车的诞
生，巨额押金问题一直备受
关注。今年8月份，中国互
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了一份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
计报告》。数据显示，保守估

计，到目前为止，仅共享单车
领域的存量押金规模近100
亿元。

有知情人士表示，多数单
车企业都没有采用第三方存
管方式，且存在着为保持现金

流而挪用押金的现象。而且
大多数资料及手续均按照一
般存款账户开立标准办理，银
行无须履行三方监管义务。

业内人士表示，押金和
“僵尸车”问题，凸显资本太

强而监管太弱。
好消息是，近日，交通

部、发改委、央行等多个部委
召集全国17个省份及北上广
深等城市交通主管部门，举
行了《关于鼓励和规范互联

网租赁自行车指导意见政策
推进研究会》。大多数省市
的交通主管部门代表呼吁参
照网约车的立法手段，实时
启动共享单车监管立法工
作。 （扬子 新华）

解决之道
多部门将出手，监管共享单车押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