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管是公共自行车还是共享自行车， 近几年，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使用租赁自行车， 享受
到它们带来的便捷。 然而， 数量不足、 屡遭破坏、 随意乱停这些现象， 却给原本的便捷带来
了些许尴尬。 对此， 相关部门在加快推进公共自行车业务的同时， 政协委员建议， 实行 “一
把手” 工程、 明确公益定位及运营模式、 开发APP， 让这个市场能更有效地运行。

□本报记者 盛丽 孙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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屡遭破坏运行成本高
“每次租车前， 必须得选好

了， 说不准就碰上一辆坏车， 不
是车把坏了， 就是脚蹬子不转。”
市民邢女士每天都骑着公共自行
车换乘地铁。 她提到， 公共自行
车不一定都好骑， 千万别赶上坏
车， 影响骑行。

记者调查了解到， 邢女士提
到的坏车， 多半是人为恶意损坏
造成的 。 车座子被尖锐工具划
伤， 或者被烟头烫漏， 铃铛被卸
走， 车灯被踹碎……负责车辆维
修的刘师傅告诉记者， 每天都有
车要修， 或者是更换零件。 “正
常骑的话一般是不会坏的， 大多
数都是有人不爱护、 故意破坏而
造成的结果。”

记者从公共自行车公司了解
到， 现在公共自行车的使用频率
非常高。 据统计， 平均每辆车每
年的租还次数至少要达到600次。
如此高频率的使用， 使得车辆的
损耗率比较大， 如果再有人恶意
损坏， 导致负责维修的部门每天
都有车辆要维修， 从而增加了运
行成本。

根据核算， 自行车的运营维
护成本比较高， 每辆车每月要达
到200元。 我们可以想象， 由于
没有广告经营权， 无法获得额外
的运营收入 ， 公共自行车的建
设、 运营、 维护完全依靠各级政
府财政补贴， 这种便民的服务还
能顺利地 “骑” 多远？

目前， 北京市公共自行车建
设实行的是市级统筹、 区县主责
的建设管理模式。 即市交通委统
筹制定建设规划， 在设施建设和

自行车采购上给各区全额资金支
持； 各区在承担建设和管理主责
方面， 从运营维护上给予必要的
资金保障。

数量不足期待运用更多科技
去年， 市民李晶开始使用公

共自行车。 “我是在刘家窑附近
办的这个业务。 因为出地铁后可
以接驳到单位， 一小时内使用还
是免费的， 一开始使用时我还是
感觉到了它的方便。 可后来在使
用时， 我也发现了不少不太方便
的地方。”

因为自行车的地点具体存放
数量不能通过网络来获取。 在使
用的时候， 李晶也遭遇了几次小
尴尬。 “有一次， 我在灯市口准
备租一辆公共自行车。 大概是下
午6点多， 我找到自行车租赁点。
但是这里却只有一辆车。” 李晶
回忆， 她刷卡取车时， 才发现这
辆车是坏的。

李晶表示， 公共自行车虽然
有着不少便捷之处， 比如， 第一
个小时使用免费 ， 车座可以调
节。 但是因为不能和网络对接，
却稍显不足。 “我觉得， 现在公
共自行车的取车点和换车点稍显
固定。 而且， 当时某一车点的存
放数量也只能到现场才能了解。
虽然也有相应微信公众号， 能够
了解到服务网点， 但是， 要能开
发手机应用、 了解存放的数量就
更便捷了。”

随处乱停造成困扰
除去公租自行车， 今年不少

人都注意到， 在街头出现了一种
通过网络运营的共享自行车。 这

个新鲜的事物刚一出现， 很多年
轻人都开始尝试。 使用单车智能
手机应用， 用户可以查看单车位
置预约并找到该车。 通过扫描车
身上的二维码开锁即可开始骑
行。 到达目的地后 , 在街边任意
画白线区域内手动锁车完成归还
手续。 如此便捷的使用方式， 让
街头又增添了不少骑车族。

然而， 人们在享受便捷的同
时，也有人发现，一些使用者随意
停放的做法， 让原本给人带来方
便的共享自行车，变得有些尴尬。

记者在位于草桥的一处便道
上， 看到不少行人正在行走。 突
然间， 道路中间出现了一辆停放
着的共享自行车。 “这不就是用
手机刷二维码就能骑的自行车
吗？ 怎么横在路中间啊， 太碍事
啦。” 路过此处的市民张女士抱
怨道， “这车我经常能在街上看
见年轻人骑 ， 听说一块钱一小
时 ， 价格是不贵 ， 但是随处乱
停， 可要不得。”

记者了解到， 有些人为了使
用方便， 会出现任意停放这种共
享自行车的现象 。 不仅占道停
车， 更有甚者将车放到家中或者
是办公楼内， 为的就是方便自己
使用。

“这种共享自行车和政府推
行的公共自行车的停放方式不太
一样， 公共自行车都是有固定的
停车地点， 而且设置的地点都在
不妨碍行车行进的位置。 而共享
自行车则是任意停， 即便是管理
者会提示使用者注意停放的位
置， 但如果素质不高， 提示也起
不到啥作用。” 使用过共享单车
的市民赵楠说。

【【调调查查】】

明确公益定位及运营模式
近年来， 随着公共自行车迅

速成为解决城市上班族通勤 “最
后一公里” 的最佳解决方案， 其
运营管理也引起了北京市政协委
员们的关注。

针对公共租赁自行车运营问
题， 市政协委员、 北京市投资促
进局原党委书记郭松提出， 公共
自行车可持续发展问题必须引起
政府部门的关注， 光靠投钱给补
助不能根本解决问题。

郭松表示， 北京市公共自行
车依旧存在总量不足， 网点有限
的问题，需要继续加量加密建设。
公共自行车可持续发展确实需要
加大财政投入， 但这笔投入不仅
是在建设层面， 还有先期投放的
公共自行车陆续需更新， 管理资
金需要延续等都需要资金。

郭松建议， 要把公共自行车
服务系统建设和运营管理列入
市、 区两级政府和各有关职能部
门的工作日程安排， 成立由主管
副市长或副秘书长牵头的组织领
导机构统筹协调，实行“一把手”
工程。 要进一步明确公共自行车
作为城市公共交通必要补充和延
续的公益定位，明确“政府扶持+
企业运营”的原则和模式，引入市
场机制，多渠道利用建设、管理、
运行资源，给予用地、用电、广告
和财政补贴等政策支持。

政府可考虑适时放开广告经

营权， 依托于公共自行车的车身
广告、租赁点站牌广告收入，通过
商业开发来支持公共自行车的公
益化运行，支付日常运营的成本。

开发APP实时查询车辆存量
还有委员提出， 目前公共自

行车仍存在使用效率不高等问
题， 建议从道路规划和信息化系
统管理等方面提升， 并增设存取
站点标识， 提高辨识度。

市政协委员、 国家统计局副
局长贾楠在调研中发现， 目前北
京市公共自行车使用效率不高的
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 在
道路规划中， 非机动车道设置不
合理， 宽的常被机动车占用， 窄
的又不能满足通行需求； 第二，
城区公共自行车网点相对密集，
但个别分布点并非必要， 还有部
分站点空有架子而无自行车； 还
有就是在采用信息系统技术方
面， 也尚未做到智能化调度。

建议相关部门做好调研， 根
据 需 要 及 可 能 性 布 设 网 点 ，
条 件 成熟一个设计一个 ； 加快
自行车道路改造， 采用 “人非共
板” 格局， 即在人行道上开辟非
机动车道； 完善智能化管理和人
工巡逻相结合的机制， 甚至可以
开发手机客户端APP软件， 方便
市民实时查询点、 车、 位； 加大
宣传力度， 可重点在机关、 学校
有组织地先行推广， 从而提高自
行车利用率。

手机扫码租赁推出
公共自行车的概念最早起源

于欧洲。 1965年，荷兰开始出现第
一代公共自行车系统。 1995年，丹
麦首都哥本哈根推出第二代公共
自行车系统。上世纪90年代末，欧
洲公共自行车租赁行业开始采用
计算机、无线通信和互联网技术，
实现了数字化管理和运营， 被称
为第三代公共自行车系统。

2008年5月，杭州市政府投入
1.5亿元推出全国首个公共自行

车服务系统。 北京市自2012年开
始至今 ， 已有 2588个站点 ，共
81000辆公共自行车，城六区 “红
色” 公共自行车可以跨区通存通
取。 2020年，本市的公共自行车将
达到10万辆的规模。

在租赁业务更便捷方面，北
京也有所突破。 手机扫码租赁公
共自行车已经在通州、昌平、平谷
三地推出。当前，除了已经实施的
三个区，其他各区也在进行调试，
不久通过手机扫码租赁公共自行
车的服务，将在全市普及。

此前， 通州区办理公租自行
车租赁卡对非京籍市民有所限
制 ，今年1-11月 ，持有工作居住
证的非京籍市民才可以申请公租
自行车租赁卡。 但是伴随着手机
APP扫码租车的推出， 这一条件
将有所放宽。 据通州区公共自行
车运营中心副主任谢书健透露，
从本月28日起， 借助通州公共自
行车APP的实施， 没有工作居住
证的非京籍人士， 也可以申请通
州区公租自行车的租赁卡， 申请
者只需年满18-60周岁。

【【动动态态】】

【【建建议议】】

实行“一把手”工程
明确公益定位及运营模式

开发APP方便使用

让公共自行车租赁
更加便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