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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互联网协会公布的
《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 2019》
显示，2017 年是中国共享单车
行业用户增长最为迅猛的一
年， 增长率达到了 632.1% ；
2018 年 增 长 率 急 剧 减 缓 至
14.6%，用户规模达 2.35 亿人。

仅仅两年， 共享单车经历
了从“颜色不够用”到多家品牌

“倒在路上”， 如今只剩几家头
部企业“瓜分市场”。 多位专家
表示，经历行业洗牌后，运营企
业到了通过比拼服务来抢夺存
量用户的阶段。 与其再三涨价，
不如辅助数据分析， 对单车进
行精细化经营和科学管理。

陈端建议， 运营企业调整
投放策略， 把有限的单车投放
在人口密度较大的地区， 提升
单车周转率；同时，在生产环节
使用新型材料及模组化设计，

进一步降低车辆运营成本。
哈啰出行、 青桔单车等公

司研发智能调度数据、智能视
觉交互系统， 可实时识别、智
能判断和管理共享单车，实现
投放数量、骑行需求与停放管
理之间的动态平衡和效率最
大化。

“共享单车本身很难盈利，
但是把单车放到更大的商业生
态系统里，也许能带来流量协
同价值，促进行业良性发展。 ”
李红昌说，目前份额比较大的
共享单车均有集团支撑，单车
出行的综合服务成本会大大
降低。

“在滴滴旗下，共享单车使
用频次更高， 单车也能与滴滴
出行业务实现资源互补， 强化
滴滴在出行上的竞争力。 ”张治
东说。 （新华社）

流水不腐，户枢不蠹。
共享单车也是这样 ， 它要实现

其公共利益和商业利益 ， 就必须增
加周转率 ， 高度的流动性是必不可
少的。 共享单车不流动，硬邦邦地杵
在原地没人骑，其与废铁何异？

这个道理 ， 共享单车运营企业
天生就懂 ： 如果大量单车长期 “虬
结 ”于某个角落 ，几天都没有人把它
们骑走，亏损就大了。

基于这些认识 ， 企业想当然地
把大批车辆集结在地铁站 、园区 、景
区附近 ， 因为这里每天有较大的人
流量 ，一般而言 ，自然会加速共享单
车的流动。

这样的投放 ， 算不算精准摸对
用户的需求 ？ 实践证明 ，并非全对 。
须知 ， 大的人流量并一定都能转化
为大的用户量 。 我们常见到一些热
门地点的单车严重过剩 ， 车上蒙尘
已久，显示多天没人动过。 但似乎企
业对此现象视而不见 ， 偏偏愈加疯
狂地继续往这个地方投放车辆 ，活
活造成了马太效应 ：“凡有的 ， 还要
加倍给它叫它多余 ；没有的 ，连它所
有的也要夺过来 ”，最终撑爆了这个
地方的最大容量 ，于是老问题再现 ：
共享单车堆叠成山 ，严重淤积 ，再加
之无人梳理，有碍观瞻 ，阻人交通。

而真正存在大量用车需求的社
区 、小区门口 ，却鲜见共享单车的身
影 。 不少用户每天从小区走出来上
班，都要为找车而发愁。 企业调配单
车投放的运输车几乎从未触及小区
周边找车难的“痛点”。

老有人说 ， 投放广州的共享单
车总量过多 。 但依笔者看 ，多乎哉 ，
不多也 ！ 分配之道 ，不患寡 ，而患不
均。 企业只着眼于投放，不太关心资
源分配 ， 不去疏解一些热点地区单
车的 “堵点 ”，损有余补不足 ，消除小
区用户需求的 “痛点 ”，结果共享单
车在某些地方竟然成为 “公害 ”：行
人无路可走 ，机动车通行遇到阻碍 。
而另一些地方 ， 却变成共享单车的
“广寒宫”。

因此 ，消费者呼吁 ，希望共享单
车企业利用大数据 ， 在投放和调配
上更加精准有效 ，结束 “苦乐不均 ”
的现状。

共享单车多乎哉？
症结在于苦乐不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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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孩子学校到家大约 4 公
里，以前骑共享单车五毛钱，最多
一块钱，现在一块五起步，有时要
两块甚至两块五。 ” 成都市民袭
先生说， 明显觉得共享单车涨价
了。

北京市民李先生上班通勤路
程约 5 公里。“公交一块，地铁三
块 ， 骑单车单次花费在三块以
上。 ”李先生说，不过，如果买了
月卡，按每天骑两次算，每次不到
五毛钱； 他这种使用频率较高的
用户，月卡比较划算。

记者梳理发现， 这两年共享
单车市场行情发生较大变化，从
烧钱补贴到取消优惠， 再到今年
多次涨价。

今年 3 月， 滴滴公司运营的
小蓝单车在北京引领第一轮涨
价， 起步价由每 30 分钟 1 元更
改为每 15 分钟 1 元；4 月， 摩拜
单车“跟上”同样起步价。 7 月，摩
拜在上海、成都、深圳等地将起步
价从 1 元涨至 1.5 元。 10 月，摩
拜在北京起步价调整为 1.5 元，
起步时长为 30 分钟； 滴滴运营
的青桔很快也“跟上”这个价格。

至此，摩拜、青桔及哈啰等主
流共享单车的起步价在全国大部
分地区完成了涨价。

“共享单车的涨价是这个行
业发展趋于理性的一种表现。 对
于大多数用户， 特别是经常使用
共享单车的用户， 价格调整的影
响并不大， 常用户占到青桔订单
量的一半以上。 ” 滴滴出行两轮
车事业部总经理张治东说。

美团披露的三季报数据显
示，与今年二季度相比，三季度共
享单车的经营亏损大幅收窄。 10
月美团摩拜再次调价时， 给出的
理由是“为了让平台更好运营下
去，形成良好的循环”。

共享单车骑行价格一涨再
涨，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作为共享经济的标杆，共
享单车发展初期一度受到资本
青睐；但在运营过程中各种问题
逐渐暴露出来，资本热度消退之
后，通过涨价提升运营收入弥补
亏损也是一个现实选择。 ”中央
财经大学副教授陈端说。

“2018 年我国共享单车投
融资总额的增幅明显低于 2017
年。随着部分共享单车企业退出
市场， 资本对行业持谨慎态度，
投融资金额增速放缓。 ”易观智
库分析师孙乃悦说，2019 年，美
团公司为减少摩拜亏损开始撤
出大部分海外市场，行业已经不
再“烧钱”扩张。

“涨价是必然选择，共享单
车从商业模式上讲是融资推动
型，目前还未能通过精细化运营

达到现金流平衡。 ”北京交通大
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李红昌说。

北京市交通委数据显示，今
年上半年北京日均骑行量为
160.4 万次，平均日周转率仅为
每辆 1.1 次，日均活跃车辆仅占
报备车辆总量的 16%。

“一辆单车的成本及维护费
用按照平均每辆 1500 元算，每
天周转 1.1 次， 每次收入 1 元
算， 需要 1360 多天才能收回成
本。 ”李红昌说，回本回收前，车
辆大都已经破损。

多位专家表示， 高损耗、高
运维成本和重资产扩张模式使
得共享单车企业运营成本高
企，资本回报遥遥无期。 运营企
业难以再有新投入， 只能通过
上调价格或挖掘附加值来增强
变现能力。

李红昌认为，预收押金使用

原则确定，企业难以“挪用”巨额
押金也是企业上调价格的重要
原因。 交通运输部、央行等六部
委联合印发的《交通运输新业态
用户资金管理办法（试行）》从今
年 6 月正式实施，办法规定运营
企业原则上不收取用户押金。

目前摩拜、青桔、哈啰等品
牌已经不再收取押金。对于已经
收取押金的， 用户可以申请退
回。深陷“资金泥潭”的 ofo 则表
示在努力处理押金问题。

记者调查发现， 运营调度成
本增加等因素也是共享单车企业
选择涨价的原因之一。 一些城市
加强了对共享单车停放的管理，
部分共享单车企业共同出资委托
第三方企业对主城区的道路及重
要区域、重要商圈、交通堵点区域
的共享单车进行摆放、 清洁、维
护，增加了企业运营成本。

涨价背后
资本退潮，成本高企

洗牌之后
以精细化经营促良性发展

纷纷涨价
共享单车迎来

“贵过公交时代”

？贵过公交，共享单车还能骑多久
用户一次骑行往往要花费 2 元到 3 元；未来，共享单车能走出怎样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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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是在很多人不知不觉间， 青桔单
车、 摩拜单车以及哈啰出行等共享单车的
起步价在2019年悄然提高到1.5元，一次骑
行往往要花费2元到3元，经常贵过公交。

记者近期在北京、成都、福州等地走访
调研发现，从今年3月到11月，共享单车“不
约而同” 再三调整计价规则。 资本“退烧”
后，拥有数亿用户的共享单车能走出一条什
么样的路？

主流共享单车的起步价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完成了涨价 李天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