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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单车背后的三道考题

招生计划继续倾斜中西部和考生大省

集体涨价， 借力大数据运营
提升效率， 整治车辆淤积、 乱停
乱放， 探索建立多部门协同工作
机制……在经历野蛮生长后， 共
享单车正逐步进入 “下半场” 竞
赛， 如何管好共享单车， 考验着
企业运维能力、 政府管理水平和
社会文明程度。

企业生存考题：
精耕细作是关键

“又是1.5元！” 北京的张女
士 上 下 班 主 要 靠 共 享 单 车 接
驳 地 铁 ， 近期她发现 ， 唯一还
没涨价的青桔单车起步价也涨到
了1.5元。

2018年3月以来 ， 摩拜 、 哈
啰等共享单车企业纷纷涨价， 涨
幅均在 50% 。 共享单车 “免费
骑” “1元骑” 的时代或已一去
不复返。

纵观如今的共享单车市场，
“三足鼎立” 格局初显： 滴滴托
管小蓝单车 ， 乘势推出青桔单
车， 把牢大出行市场； 美团收购
摩拜， 致力于构建 “出行+吃喝
玩乐” 的生态圈； 挂靠阿里系的
哈啰深耕两轮车业务。

前期投入大、 回收周期长、
利润率较低是共享单车行业特
点， 但因其自带互联网基因， 把

持着流量入口， 潜在价值巨大。
业内专家分析， 探索与行业共建
生态圈， “赋能” 消费升级， 是
共享单车的价值和潜力所在， 而
要实现这种价值和潜力， 共享单
车得活下来。

“共享单车要在下半场行稳
致远 ， 必须要精耕细作 ， 向服
务、 技术和效率要效益。” 中国
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
研究员李俊慧说。

滴滴出行两轮车事业部总经
理张治东介绍， 目前青桔单车正
在探索使用新型材料， 实现低维
护， 降低车辆全周期运维成本。

哈啰出行执行总裁李开逐
说， 哈啰出行借力大数据运营提
升效率， 目前实现了基于哈啰大
脑 2.0驱动下的智能供需预测 、
智能调度、 智能派单等全业态全
链路智慧运营， 保证业务板块持
续健康发展。

政府管理考题：
重在因地制宜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 目前
全国有360余个城市投放了共享
单车， 在营车辆约1950万辆， 注
册用户数超过3亿。

“国内普遍将共享单车定位
为服务城市短距离出行和公交地

铁接驳， 这有助于满足人民群众
多样化、 多层次出行需求， 但如
何管得住、 管得好， 考验着政府
部门的能力和智慧。” 交通运输
部运输服务司城市交通管理处处
长孟秋说。

据了解 ， 在共享单车治理
上， 有的地方尚未明确出台实施
方案和管理措施， 有的地方为遏
制共享单车的无序停放， 从治标
的角度， 现阶段采取了禁止新增
车辆投放的措施， 还有的地方允
许符合要求的企业投放， 探索实
行配额制、 动态管理。

“政府在共享单车管理上，
始终坚持服务为本、 改革创新、
规范有序、 属地管理、 多方共治
原则， 同时需要各地因地制宜，
进行精细化管理。” 孟秋说。

孟秋表示， 上海较早颁布指
导意见， 明确提出 “总量控制、
牌照管理、 动态调节” 的总体思
路， 在车辆投放上， 建立全市共
享单车信息服务平台， 实时监控
单车投放量、 位置， 可以向全社
会推广。

随着共享单车发展， 自行车
停放点位等配套基础设施供需矛
盾突出， 孟秋称， 今后将配合有
关部门指导各地推进自行车停车
点位设置和建设， 不断优化共享
单车骑行环境。

“共享单车涉及领域和管理
部门较多， 国家层面建立了交通
运输新业态协同监管部际联席会
议制度， 地方也探索建立多部门
协同工作机制， 但目前还存在齐
抓共管效果不强、 监管信息共享
不畅、 协调联动不足等问题， 主
要运营企业线下调度运维力量也
有待提升。” 孟秋说。

孟秋称， 交通运输部正在研
究制定共享单车服务质量信誉考
核办法， 建立行业事中事后监管
制度， 同时， 指导地方建立以交
通、 城管、 交警三个职能部门为
核心的多部门协同监管机制。

文明出行考题：
需加强社会共治

在机动车道上骑行， 占用盲
道乱停放， 骑行中追逐打闹， 恶
意损坏车身或二维码……伴随着
共享单车的发展， 一些不文明行
为也扰乱了城市交通秩序， 给市
民出行带来安全隐患。

“共享单车问题折射出城市
文明出行建设的漏洞， 让共享单
车真正发挥好作用呼唤出行文
明。” 李俊慧说， 出行文明需要
发挥好政府、 企业、 社会组织、
公众等各个主体的责任担当。

事实上， 近来不少地方正在

探索培育共享单车出行文明。 上
海利用网格化巡视、 道路巡查等
机制， 联勤联动、 共管共治， 整
治扎堆停放、 乱停乱放； 天津启
动共享单车志愿服务活动周， 倡
导市民文明出行； 长沙打造共享
单车文明示范道路， 让城市出行
更有序。

业内专家认为， 单车出行文
明离不开公众的支持和深度参
与。 一方面， 要加强宣传教育 ，
引导用户文明出行， 另一方面，
可以考虑建立共享单车和公众利
益挂钩机制 ， 培养用户爱护单
车、 文明骑行习惯。

2018年以来， 包括摩拜、 哈
啰、 青桔等主流共享单车企业在
不断提升线下运维能力同时 ，
划定无桩停放区， 用户将共享单
车停在禁停区域会被加收费用，
或者关不上锁， 以促使用户合规
停车。

孟秋表示， 交通运输部正在
加强对共享单车等交通运输新业
态研究 ， 不断健全法规制度体
系， 引导群众文明出行。

“在共享单车管理这场考试
中， 企业要履行主体责任、 政府
要引导协助、 公众要自觉遵守 ，
如此， 才能实现文明共享。” 李
俊慧说。

据新华社

本报讯 （记者 任洁 ）教育部
昨天出台 《教育部关于做好2020
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的通知》，重
点从五方面提出工作任务， 其中
明确要求部属高校招生计划继续
向中西部地区和考生大省倾斜，
健全农村和贫困地区学生上重点
高校长效机制。

《通知 》提出 ，严密做好高考
组织实施工作， 要求各地强化从
制卷、运送、保管、分发到施考全
过程管理。 加强标准化考点的维
护和升级， 严密做好考务组织和
考场管理。 集中开展净化涉考网
络环境、 打击销售作弊器材等专
项行动，综合治理考试环境。

促进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公
平。2020年继续实施重点高校招
收农村和贫困地区学生专项计
划， 要求有关地方进一步完善高
考报名政策，优化资格审核程序，
确保符合条件的进城务工人员及
其他非户籍就业人员随迁子女都
能在当地参加高考。

根据要求， 各地各校要严格
执行教育部核定的本科招生计划
和备案的高职（专科）招生计划，

不得随意更改招生计划。 继续实
施国家支援中西部地区招生协作
计划，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中央部
门所属高校要合理确定分省招生
计划， 严格控制属地招生计划比
例， 继续向中西部地区和考生大
省倾斜。

严厉打击“高考移民 ”。各地
要进一步加强高考报名资格审
核，按照本地高考报名政策，严格
审核考生的户籍、 学籍和实际就
读情况。 对于通过非正常户籍学
籍迁移、 户籍学籍造假等手段获
取高考资格的， 要依法依规进行
严肃处理。

深化高校考试招生改革 。继
续深化考试内容改革， 深入推进
高职院校分类招考，完善“文化素
质+职业技能” 的评价方式和选
拔制度。

严格规范招生录取管理 。严
格遵守高校招生 “30个不得”“八
项基本要求”等工作纪律，严厉查
处违规行为。

优化招生宣传和考生服务 。
不得宣传炒作 “高考状元”“高考
升学率”“高分考生”等。

教育部部署2020年高校招生工作

超九成 “90后 ”生活有
压力

“日常除吃喝外， 旅游、 看
电影、 玩游戏支出较大。” 现居
北京、 1990年出生的郝先生刚从
日本游玩归来， 存钱不多、 无房
无车、 压力不小。

这似乎就是我们印象中的
“ 90后 ” 。 但 “ 90后 ” 真 是 如
此吗 ？

腾讯理财通日前发布的 《90
后 理 财 与 消 费 报 告 》 显 示 ，
98.4%的 “90后” 认为生活有压
力 ， 住房 、 汽车是主要压力来
源， 对恋爱消费， 男生压力明显
大于女生。

有意思的是， 这份报告还显
示， 压力指数与学历成正比， 学
历越高的 “90后” 压力越大， 硕
士及博士成为 “90后” 中最 “高
压” 的人群。

腾讯理财通高级研究员王钧
认为： “这可能与社会、 家庭对
高学历人群预期较高， 以及该人
群自我预期较高有关。”

值得关注的是 ， 人情消费
也 是 “ 90后 ” 的 重 要 压 力 来
源 。 在 腾 讯 理 财 通 的报告中 ，
选择这一项的 “90后” 占比达到
31.7%， 仅次于买房买车与日常
开销。

近半 “90后” 有实质负债

“90后” 除了努力工作， 增
加工资收入满足消费外， 他们会
更多地借助信用卡、 互联网分期

消费产品满足消费需要。
尼尔森的 《中国年轻人负债

状况报告》 显示， 在被调查的18
岁至29岁的人群中， 信贷产品渗
透率为86.6%。 使用信用卡的比
例达到46%， 使用互联网分期消
费产品的比例达到61%。

但信贷产品的使用， 并不意
味着 “90后” 往往超前消费、 负
债消费。

“很多年轻人把信用卡、 花
呗等消费类信贷看作是 ‘支付工
具’， 大部分债务会在当月偿还，
不产生利息。” 尼尔森消费者洞
察研究总监何歆说， 这部分人群
实际上并没有真正负债。

尼尔森数据显示， 去除当月
还清的消费类信贷使用人群， 实
质负债人群为44.5%。 此外 ， 在
18岁至 29岁的年轻人中 ， 还有
13.4%的人群连当期还清的信贷
都没有， 是 “完全的” 零负债。

有意思的是， 高知高薪人群
的负债比例显著更高。 尼尔森数
据显示， 一线城市、 偏高收入 、
硕士及以上、 有海外经历的年轻
人负债比例分别为 55% 、 64% 、
64%、 72%。

大部分有负债的 “90后” 都
能及时还上款。 尼尔森的报告还
显示， 87%的年轻人近一年中从
未出现过逾期现象。

“随着消费理念转变， 互联
网金融技术的发展 ， 征信的逐
步 规 范 化 、 社 会 化 ， 消 费 金
融行业有很大发展空间 。 ” 何
歆说 。 这也意味着 “90后 ” 可
以 更 多 地 利 用 消 费 金 融 带 来
的便利。

偏爱互联网平台的 “90
后” 理财

“我几乎把80%的钱都放在
了余额宝里， 还有一些放在招
行 的 一 个 理 财 产 品 里 。” 郝先
生说， 之前还关注过黄金， 买过
一点点。

郝先生并非个例， “90后 ”
似乎比他们的父辈们更愿意理
财。 《90后理财与消费报告》 显
示 ， 投资理财收益已成为 “90
后” 工资外最普遍的收入来源。

中国新经济研究院联合支付
宝发布的 《90后攒钱报告》 还显
示， “90后” 首次开始理财的平
均年龄是23岁， 比父母辈第一次
接触理财早了整整10年。

“目前的理财收益可能只是
‘90后’收入的一个补充，但随着
年龄增长， 财产性收入比例将越
来越高、越来越重要。”王钧说。

“90后”更喜欢通过互联网理
财 。 腾讯理财通的报告显示 ，
84.5%的“90后”选择了互联网平
台， 远远高出选择银行等传统理
财渠道的比例。

但需提醒的是， 目前互联网
领域仍有一些平台对产品把关不
严，部分平台风险还较高，投资者
需要仔细甄别，谨慎投资。

“对于 ‘90后’ 来说， 当前
大多数处在事业上升期， 更重要
的是努力工作提升工资收入， 为
将来的财富增值打下一个好基
础。” 王钧说， 同时也要养成好
的消费、 理财习惯， 树立科学的
消费、 理财观念。 据新华社

花多少？ 存多少？ 欠多少？
———聚焦 “90后” 理财与负债

2020年刚到， 第一批 “90后” 已经 “三十而立”。 而立之年的他们， 财务
状况怎么样？ 他们怎么消费， 怎样理财， 负债几何？

1月9日，铁路员工对钢轨打磨车进行检查。在午夜至黎明的高速列
车停运时间， 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大型养路机械运用检
修段的职工驾驶钢轨打磨车，争分夺秒对规定线路的钢轨进行“整形打
磨”。这些被称为“火花侠”的钢轨打磨员工，通过每日“黑白颠倒”的辛
勤劳作，保障乘客旅途安全、平稳。 新华社发

高高铁铁““火火花花侠侠”” 打打磨磨钢钢轨轨保保安安全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