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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 谈

Q：您所说的“宁波样板”最根本的是解决了一个什么问
题？

A：具体而言，共享电单车难题成功治理的“宁波法
治模式”，主要体现在三大方面，即“科学立法、严格执
法、企业守法”。

第一是使用了“软硬兼施”的科学立法。2019年7月
1日修订施行的《宁波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确定的“四
项硬法制度”与“一项软法制度”。其中硬法是指《宁波
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第十八条与第三十七条确立了包括
总量调控、电子注册、电子围栏、即时代履行四项制度。
这些制度积极地调动了使用者、管理部门和经营企业一起
为共享车辆的进驻、使用、停放等事项“负责”。

而“软法”制度则为管理部门与企业之间就停放管理
问题签订行政协议预留了空间，通过双方的合意行为的

“软法”方式补充了刚性的“硬法”的不足，推动共享电
单车停放的精细化管理。

事实上，共享单车、电单车管理上最大的难题，就是
乱停乱放。宁波市管理部门依据《宁波市非机动车管理条
例》的法规依据，通过联合执法、第三方监管、即时代履
行三类机制严格执法，使得宁波共享电单车的停放秩序得
到很好的实现。这也构建起了宁波市共享电单车管理的基
本制度。

Q：前不久您也参加首届中国慢行交通大会，小遛共
享在会上《放心标准100条》，您认为为什么值得鼓励？

A：以共享单车、共享电单车为主要业务的互联网非
机动车租赁运营企业，因其系利用公共道路经营，必须要
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特别在单车的停放秩序维护、
骑乘人员的安全保障等方面下大力气，方能取得商业上的
成功，从而实现城市公共空间的秩序与安全维护与企业发
展的合作共赢。

宁波小遛共享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即是这样的代表性企
业，通过技术研发与加强管理等工作，认真履行相关法律
法规的要求，在管理部门的严格执法环境下，通过企业守
法，实现了与城市公共秩序与安全维护的共赢。

此次，小遛公司根据成功实践首创提出的 《小遛共
享放心标准100条》，在同行和很多专家看来是难以企及
的高标准，但据我这几年对多家共享企业的跟踪研究，小
遛共享提出的非常严苛的放心标准100条，他们一直在实
践，很多地方已经高于这个标准。这应该是小遛这类型专
业主义，只认真做好共享出行，不多元化发展的公司的独
特优势。

城市共享电单车“一管就死，一放就乱”？

“宁波法治模式”破解管理难题
记者 黎莉

近年来，以共享电单车、单车
为代表的共享交通出行方式，已经
成为不少国人生活的一部分。在宁
波，市民也早已习惯了它带来的便
捷。不过很多城市在探索共享交通
管理办法和运营模式上，依旧存在
一些问题。那么如何将共享交通，
特别是贡献电单车的文章做深，让
它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广大市民甚至
成为解决城市交通问题的一个抓
手，也是值得业内探讨的一个话题。

对话嘉宾：国内共享交通权威专家、
东南大学交通法治与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
任、交通运输规划博士后 顾大松

核心提示

Q:共享单车、电单车，每个城市都在管，为什
么就是管不好？您认为根本原因在什么地方？

A:共享电单车的治理，是当前城市管理领域的一大
难题。

2017年，交通运输部等十部委出台《关于鼓励
和规范互联网租赁自行车的指导意见》，对共享电单
车的政策定位为“不鼓励发展”。

但是，由于“不鼓励发展”属于较为少见的政策
用语，在执行过程中容易产生偏差。在有的地方，认
为“不鼓励发展”就是禁止。如2019年，广东省各
地就按照市该省发布的《转发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
息化部公安部关于加强电动自行车国家标准实施监督
意见的通知》，纷纷开展清理共享电单车的行动。

在有的地方，则将其理解为事实上的放开，但放
开后因为共享电单车数量激增又紧急清理。如中部某
省会城市，2019年共享电单车有近10万辆，到2020
年下半年则激增至近 50 万辆，数量占了全国的
10%。由于过度投放，引发了诸多的问题，该市于
2020年底又紧急清退了近40万辆，呈现了一个“暴
涨到暴减”不正常过程。

“不鼓励发展”政策执行过程容易产生上述偏
差，已经到了一个亟须调整的关头。

Q：这方面您觉得浙江省和宁波市做的怎样？

A：浙江省是全国第一个通过地方立法明确共享
电单车发展方式的省份，为“不鼓励发展”政策调整
提供了一条法治路径，值得其他地方借鉴。

2020年 7月 1日，《浙江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
例》正式生效，在其第十六条中规定“设区的市、县
（市、区）人民政府应当组织交通运输、住房城乡建
设、公安机关交通管理等部门，根据当地道路交通、
公众出行等因素，制定互联网电动自行车的投放政
策，明确允许的投放范围、数量和相关管理要求，并
向社会公布。”

而在更早的2019年7月1日，宁波也实施了《宁
波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其中明确了依法发展共享电
单车业务的基本要求，而宁波相关部门及共享电单车
企业严格执行该地方性法规要求，取得了较好的共享
电单车治理效果。我认为，正是共享电单车治理的

“宁波法治模式”，为浙江省率先开展共享电单车管理
立法奠定了基础，探明了方向，也足以成为共享电单
车“不鼓励发展”政策的替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