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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池技术跟不上手机发展
共享充电宝头部企业逆风盈利

共享充电宝的概念刚冒出来
时 ，很多人是拒绝的 ：人手一个充
电宝 ，公交 、飞机 、高铁都有 USB
充电口的时代，还用租充电宝？ 因
此共享充电宝被扣上了伪需求的
帽子。

投资人说 “当前人们出门连钱
包都不想带， 更别说带充电宝”，也
遭到反驳， 认为手机电量不足且找
不到充电设备只是偶发情况， 说明
共享充电宝少数的刚需还是低频需
求， 更何况手机快没电了还要开着
定位满大街找共享充电宝柜机、扫

码、付款，逻辑矛盾，操作反人类，陷
入死循环。

更有业内人士指出， 不仅共享
充电宝是伪需求， 连充电宝也是夕
阳产业，因为随着电池技术的进步，
手机的续航只会更强，N 天一充不
是问题，不再有电量不足之虞。

消费者不接受，商家也不买账，
从早期的报道中可以看出， 商家们
对共享充电宝的抗拒主要在于为此
承担了设备管理、 充电等成本和风
险， 甚至还要承受消费者因充电被
收费而对商家产生的不满。

几番论证下来，共享充电宝早
早被判了死刑，2017 年上半年 ，乐
电宣布停止运营、Hi 电暴力裁员、
河马充电、小宝充电等多家企业也
被曝出资金链断裂已进入清算阶
段，这些负面消息似乎也在验证人
们的判断，共享充电宝的寒冬比另
一个明星赛道共享单车来得还早
一些。

总之， 在那一轮共享经济泡沫
中， 共享充电宝不能说是最不被看
好的项目， 但也绝对是速度被证伪
走向灭亡的大热门。

在历经 2018 年残酷的洗牌期
和倒闭潮后，今年则被认为是行业
发展的关键一年。 共享充电宝项目
本身经受住了考验，几家头部企业
先后宣布盈利。

目前，国内的市场逐渐形成寡
头竞争的格局。 据移动互联网大数
据监测平台 Trustdata 发布的《2019
年中国共享充电行业发展分析简
报》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共享充电
市场总体实现了稳步增长，用户规
模接近 1.5 亿人次。 市场已基本奠
定“三电一兽”的行业格局，其中街
电、小电和怪兽占有的市场份额分
别为 28.6%、27%和 25.1%， 另外来
电的市场份额仅为 15.6%。

艾媒咨询发布的《2019 上半年
中国共享充电宝行业研究报告 》
（以下简称《研究报告》）也显示，街
电科技以 40.5%的市场份额排名第
一，排在后面的是小电科技、怪兽
充电、来电科技。 “三电一兽”这四
家公司的市占率达到近 97%，且相
继宣布实现盈亏平衡，有的已经开
始在赚钱了。

但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共享充
电宝企业却纷纷按下了涨价的开
关。 据记者扫街观察，1 元 1 小时
的充电时代已不复存在，目前已涨
价到 2-3 元/小时 ， 部分高达 5
元、8 元的情况也开始出现。 有充
电宝厂家透露：每个共享充电宝成
本不到 30 元， 可循环使用 300 次
到 500 次。 低成本加上使用频繁，
可见这背后其实是一门暴利的生
意。

其实，共享充电宝现在的争议
点在于价格上涨。 可大家只要稍微
观察就能发现，网约车、共享单车、
外卖等， 无一不是靠前期价格补
贴，先攻城略地，等到市场格局基
本稳定， 用户消费习惯已经养成，
于是就开始涨价。

但有一点要注意，很多人误会
涨价是统一涨价，其实不然，这次
涨价是场景不同价格不同。 记者注
意到， 比如同一品牌的共享充电
宝，在医院里可能是 4 元/30 分钟，
在马路对面的商场却可能是 2 元/
小时。

如今回头再看，共享充电宝不
仅没有倒下， 反而需求越来越旺
盛。 有报告表明，预计国内的共享
充电宝用户规模今年将达到 3.05
亿人，2020 年将超过 4 亿。

事实证明，当初高估了电池技
术进步的速度。 时至今日，电量不
足的问题依旧困扰着用户。而且即
将到来的 5G 时代，手机耗电量将
继续加快， 预计是 4G 手机的 2.5
倍，到时候，共享充电宝的需求将
会进一步激发。 此外，AR、VR 等
技术也将逐渐应用到手机上，目前
市面上大部分手机，都无法承受这
样的电量消耗。 更有业内人士表
示，电池技术在未来十年都很难有
巨大的突破，充电宝依旧是刚需。

同时，我们也低估了人类的懒
惰程度。科技的进步其实就是在培
养人们的惰性，催生了懒人经济的

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用户习惯出
门只带钥匙、手机，不愿为了带个
充电宝还要背着包，沉甸甸的充电
宝确实很少有人愿意随身携带。未
来几年，共享充电宝依然会是你外
出充电的主旋律。

另外， 其潜在市场也非常庞
大 。 根据艾媒咨询的数据显示 ，
2019 上半年中国共享充电宝公共
场所进驻渗透率仅为 31.3%，也就
是说还有很多公共场在等待。在市
场下沉方面，目前共享充电宝铺设
的点位主要集中在一二线城市，三
四五线城市大多处于空白状态。

艾媒咨询的《研究报告》还显
示 ，2019 年中国共享充电宝用户
规模预计将超过 3 亿人。艾媒咨询
分析师认为，由于 5G 带来设备耗
电量增加，共享充电宝的“刚需”将
进一步释放。

共享充电宝成功了吗？
同样盈利模式简单清晰、 更符合用户刚需

的共享单车，原本也是一门不错的生意，只可惜
在资本的揠苗助长下成了一地鸡毛。 共享充电
宝最初被批得一无是处， 在用户的警惕和资本
相对理智的情况下反而能够以较为合理的节奏
发展，但存活至今，乃至实现盈利，也不能就此
断定它就一定是好生意， 近来集体涨价的消息
也反映了各共享充电宝企业除了收取租金外，
并无其他有效变现渠道， 一开始规划中提到的
线下商圈引流、广告投放等并未能真正落地，更
像是画给投资人的大饼。

如果增收的方式除了加价别无他法，不
免让人担心共享充电宝的可持续发展， 毕竟
不可能无限制涨价， 一旦价格超出用户可承
受范围，恐怕真的会倒逼用户自备充电宝，把
为数不多的刚需变成非刚需。另外，若是出现
恶性竞争，比如价格战、专利战等，也会对行
业带来较大影响。当然，最致命的还是充电技
术取得突破性进步， 比如石墨烯电池的商用
以及无线充电的成熟， 对共享充电宝的打击
无疑是毁灭性的。

“记得以前花一两元就能充满电，但
前几天一下子被扣了 10 元。 ”市民黎强
告诉记者，国庆期间出去逛街，租了个共
享充电宝， 没想到涨价这么明显。 事实
上，黎强的感受没错，前不久一则“共享
充电宝大涨价”的话题冲上了热搜，一时
间引起了舆论的强烈关注。

作为诞生于共享经济时代下的产
物， 共享充电宝也曾一度抢占创投风口
成为资本宠儿。 彼时共享充电宝行业以
10 天融资 3 亿、40 天融资 12 亿的
速度不断刺激着资本市场的神经， 但外
界却是一片唱衰的声音 ，伪需求 、低频、
重资产、盈利模式不清晰……不过，通过
几年的市场验证， 共享充电宝能够在崩
塌的共享经济环境下存活下来实属不
易。 这个曾被认为是伪需求的共享经济，
现已默默遍布城市各类消费场所， 摇身
一变成为高频次的刚性真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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