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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解决痛点而生

其实，在使用共享电单车之前，陈烨对包括摩拜、ofo、哈啰在内的所有共
享单车都是拒绝的。

很重要一个原因是乱停乱放，“家门口的过道本来就窄，再停上几辆共享单
车，进出只能贴边走。”为此，他没少往过道上贴禁止共享单车停放的告示，可
效果甚微。

再加上那段日子押金风波、单车坟场的新闻甚嚣尘上，陈烨没用过一天共享
单车，便卸载了手机中所有与此相关的APP。

共享电单车从一开始就引起了陈烨的注意，很大程度上还是因为它实现了他
觉得共享单车应该做，却很少被真正落实的一件事——“电子围栏”。

“停”的问题，是眼下最为公众诟病的，大量无序停放的共享单车已经严重
侵占了城市道路的公共空间，成为新的“城市垃圾”。电子围栏的运用可以有效
地解决这个问题。这种技术是基于GPS定位，在物理空间中划定一片停车区域，
建立起虚拟的“围栏”，只有用户将车辆停入该区域才能正常还车，否则将持续
计费。这样一来，就可以对车辆停放主动控制。

记者发现，宁波市面上的共享电单车品牌有哈啰、小遛、享骑等，它们大多
都采用了“电子围栏”的技术手段，实现了定点还车的目的。

哈啰出行方面的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哈啰助力车通过7*24小时云端交互的
人工智能“哈勃”系统，实现预测任意时间、任意时间段里共享电单车的骑行状
态，并通过地图LBS进行可视化呈现，同时整合智能停车、大数据、物联网等科
技手段，实现大数据驱动、智能化调度和区域网格化管理。

比如，运维团队会按照停车点以及停车点内常驻车辆数量进行网格划分，把
每名运维人员落实到网格内做区域车辆管理，确保每个网格划分合理。

而做共享电单车起步的宁波本土企业小遛共享的团队，正在着手研发一项名
为“90度停车系统检测”的技术。他们发现，不少人虽然将电单车停放进了电子
围栏内，但横着、斜着，甚至躺着放的现象屡见不鲜，这项技术恰恰是希望通过
规范电单车沿马路牙子呈近乎90度的停放，还马路一排整齐。

就连小遛共享的联合创始人朱波也打趣自己这是“处女座使然。”
创业之初，朱波就想明白了，一个项目成败的关键点在哪，就死命抓住它，

“焦距在一个点上，把它锻造得足够长，长板立起来后，就会有人帮你去补其他
的短板。”朱波眼中，小遛共享的这块长板便是“精细化运作”。

其实，不论是哈啰还是小遛，他们都发现了除乱停乱放之外，多存在于民用
电动车身上的其他痛点：车速过快、充电起火、易被偷盗等，且都尝试通过相应
的技术、运维手段（车速控制、电池存储、GPS定位等）予以解决。但是，共享
电单车仍旧处于尴尬的境地。

在宁波，需要怎样的共享出行？
记者 王心怡 通讯员 张清雅

10月20日傍晚，和往常一样，陈烨
准备搭乘4路公交车去来福士广场吃饭。
等车的间隙，边上几辆黄色的共享电单车
引起了他的注意，“明晃晃地映衬在夕阳
下，怪好看的。”

闲着也是闲着，他花了2分钟时间注
册、登录、交押金、开锁，一气呵成。当
他把共享电单车骑上路后，4路公交车正
缓缓驶进站台，这让陈烨感到有些许“玄
妙”。

在城市公共交通体系日益发展的当
下，不断涌现新的交通工具和多元化的出
行模式，让每个人都有了更多选择。除去
公交、地铁、出租车和私家车，我们还可
以选择网约车、共享单车、共享电单车，
甚至共享汽车。

和其他共享经济一样，经历野蛮生长
的共享出行如今面临阵痛期——做共享的
企业，抑或是享受共享的个人，其实都逃
不开一个问题：我们究竟需要怎样的共享
出行？

商业模式如何？

10月19日，哈啰出行宣布正式接入嘀嗒出行，在北
京、上海、杭州、武汉、广州、厦门、宁波等全国81个
城市同步上线出租车业务，用户通过更新后的哈啰出行
APP或者哈啰出行支付宝小程序上的“打车”入口便能
一键叫车。

至此，包括哈啰单车、哈啰助力车和打车等多元业
务在内哈啰移动出行平台正式浮出水面，难免让人解读
出哈啰要与滴滴“正面对垒”的意味来。

但哈啰出行CEO杨磊表示：“我们希望和嘀嗒出行
联手，一起解决用户出行的痛点。未来，我们将始终聚
焦如何更好地服务用户，全方位满足用户的出行需求，
秉持‘科技推动出行进化’的使命，与更多合作伙伴形
成用户和价值协同，共同为公众营造更加便捷、高效、
友好的出行环境。”

记者了解到，目前小遛共享单靠骑行费用的收入
（不包括押金）已经能和前期的资金投入相持平，第一道
坎迈过，必然希望寻找到属于自己的商业模式，迈过盈
利这第二道坎。

不少人都注意到了“领养”的模式。在小遛官方介
绍中是这样描述的：领养金为3998元，4个月到期可
退，但在领养金中扣除每辆车每天0.2元的折旧费，分为

“免费骑”和“赚收益”两种不同的活动，可以同时申购
参与。“免费骑”指的是，小遛会每个月往用户的账户充
值180元，4个月累计720元骑行费用；“赚收益”指的
是，用户所领养小遛的22%骑行收入归自己所有。

回到前文说到的陈烨，他在几天前就已经注意到了
11月3日即将开放的下一批领养申购，琢磨完领养方式
后，他不禁担心小遛是否会步斐讯的后尘。

2016年1月，斐讯开始推出“零元购”模式，用户
在购买路由器后会获得一个K码，在联璧金融上激活K
码，才可获得商品全额返现，最终达到品牌所宣传的

“零元购”。一个路由器原价399元，活动时359元便可买
到，激活K码一个月后便可提现399元，这中间用户就可
以获得40元的差价收益。

买的永远没有卖的精，斐讯在获得新用户后，便会引
导用户进行P2P投资，而用户想要继续零元购买斐讯的其
他产品或加快返现速度，就需要在联璧金融上进行投资。
但近年来，伴随着P2P平台的接连暴雷，斐讯凉凉。

小遛共享创始人朱波也坦言，领养模式还需要重新
打磨，让用户更容易接受。

事实上，包括陈烨在内的众多受访者均表示，希望
小遛能够更加纯粹地做出行，“比如小遛的前轮太轻，一
个掌控不好便容易打滑，APP中划定的电子围栏与实际
停放点并不完全匹配等问题亟待解决。”

“不鼓励发展”

一定程度上，把共享电单车置于尴尬境地的是一
个文件。2017年5月22日，交通部向社会公布了其
会同多部门起草的《关于鼓励和规范互联网租赁自行
车发展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其中引人注目的一
条是“不鼓励发展互联网租赁电动自行车”。而在此
之前，上海、北京等地交通委已经先后出台针对共享
单车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分别明确提出“不
发展共享电单车”“暂不发展共享电单车”等。

就宁波而言，今年8月31日，宁波市交通委联
合公安、城管等联合发布《宁波市互联网租赁自行
车专项整治行动实施方案》，里面提到的“暂不发展
互联网租赁电动自行车”和“2018年9月15日前对
未申领非机动车号牌（黄色号牌）的互联网租赁电
动自行车（包括白色防盗号牌的车辆），由所属企业
自行全部清理，逾期未清理的，依法予以处理”，这
无疑给大部分共享电单车企业箍上了“紧箍咒”。

比如上牌问题，目前宁波地区只有享骑一家企
业拿到了黄色号牌，包括哈啰和小遛在内的其他企
业只能上白色防盗牌，但根据上述《方案》规定，
挂有白色防盗牌的共享电单车同样在清理之列。记
者了解到，今年9月开始，哈啰一直在控制助力车
总量的降低。

截至目前，小遛共享已经在宁波城区投放了
13420辆运营车辆，为40万用户提供了300多万次
的出行，日骑行超99000次。

“因为没有相应的上牌政策，目前大量的合规小
遛电单车只能上白色牌照，这并非企业本身意愿，
实属无奈之举。不是企业不想上牌，而是无处可上
牌。”小遛共享的相关工作人员表示，希望出台共享
牌照的相关政策，给合规的企业发放共享牌照，建
议引入评价体系来考核企业，把服务和共享牌照的
数量相挂钩。

“不鼓励发展互联网租赁电动自行车”与电动自
行车不堪回首的“黑历史”不无关系。统计数据显
示，2013年至2017年，全国共发生电动自行车肇
事致人伤亡的道路交通事故5.62万起，造成死亡
8431人、受伤6.35万人，直接财产损失1.11亿元。

事实上，发生事故的大多是违规超标的电动车。
今年5月15日，根据国家标准管理程序，工业

和信息化部组织修订的《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
范》强制性国家标准（GB 17761-2018），由国家
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公告（2018年第7号）》批准
发布，将自2019年4月15日正式实施。

新国标规定，电动自行车最高时速不得超过25
千米，整车质量（含电池）不得超过55千克，具备
脚踏骑行能力。

记者实测了哈啰助力车和小遛电单车的最高时
速发现，哈啰的时速牢牢控制在20KM/H以内，小
遛的时速最高没有超过25KM/H。唯独在“脚踏骑
行”这项，记者没有在小遛电单车上发现脚蹬。

对此，小遛共享联合创始人朱波告诉记者，车
身两侧配备了安装脚蹬的口子，只要想装随时能装
上去，“由于用户在实际使用的过程中，没有太强的
脚踏骑行的意愿，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个鸡肋功
能。”

但其实，如果没有脚踏骑行功能，尤其像小遛
这样的电单车在产品形态、动力来源、使用方式等
方面就与电动轻便摩托车不存在本质区别，也就无
法纳入非机动车管理了。

对于“不鼓励发展”的政策，目前已经入驻宁
波的多家电单车企业均认为，共享电单车行业刚出
现，并没有充分的调研数据和实例去说明问题，而
结论的好与坏，需要更多的先行企业去实践总结，
与地方政府共同探讨摸索。如何让这个行业被广泛
认同和支持，是他们接下来要努力的目标，就像今
天的网约车管理细则赋予网约车的合法身份一样，
都需要一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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