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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北京市交通委的车辆监测数据，北
京一些区域近一半的共享单车处于闲置状
态。今年上半年，有关部门开展为期两个月
的占压盲道、散落水渠等车辆专项整治行
动，累计清理整治车辆40余万辆。

业内有关专家认为，共享单车行业的良
性发展，需要政府部门、企业等多方“共治”，
相关监管机构应切实担起监管责任，控制行
业的无序发展，监督押金的规范操作；共享
单车企业和投资方也应履行义务，切实防范
因资金链断裂或挤兑危机等引发相关风险。

针对共享单车行业存在多头管理的情
况，专家建议综合运用法律、制度、技术手
段，协调各部门关系，优化规划设计，近期可
以通过建立联席会议制度，中长期可以考虑
组建高位综合协调机构，构建各部门协作机
制，协调处理共享单车行业的发展。

业内人士指出，在共享单车出现乱停
放、损坏车辆得不到及时清理等一些问题
后，部分地区采取长期的“禁投令”政策，将
一些推行免押金、遵守社会秩序的优质共享
单车平台拒之门外，形成了对新入场者的限
制，造成先入场者的实质垄断地位，不利于
市场竞争、优胜劣汰。

上海交通大学副教授黄少卿认为，共享
单车企业的投资方也应履行出资人义务，监
督企业运转，特殊情况下应承担主体责任。
为完善押金监管机制，可借鉴针对银行等金
融机构的监管办法，要求企业缴纳类似风险
准备金的保障资金。

专家同时指出，企业应优化制度设计，
加强与相关部门衔接，综合调研投放区域的
现状，完善升级单车基础设施，同时制定完
善的报废共享单车处置方案，加强后续维修
服务跟进，避免造成资源浪费、影响市容环
境。 据新华社电

三年“烧光”
260亿元

共享单车
怎由“热点”
变“雷区”

曾经风光无限的共享单车企业
ofo近日深陷“退押难”风波——线
上线下，千万用户排队等待超过10
亿元押金退还，让原本债务缠身、经
营困难的ofo背负起更大的现金流
压力。

记者梳理发现，从去年底悟空
单车“退场”到今年小鸣单车倒闭，
共享单车行业“寒冬”持续，一场持
续两年的“资本狂欢”似乎已进入尾
声。共享单车行业何以急转直下？
“最后一公里出行”该如何解决？

最新
用户退押忙“抽身”
ofo抗压不“退场”

“您当前已排到1320xxxx位，排队期间
可正常用车，排序每日更新，将按照顺序依
次退款……”这是一位ofo用户在线上提请
押金退还后显示的画面。连日来，ofo退押
难问题集中爆发，部分用户还陆续赶往ofo
位于北京中关村的办公地点现场申请退
还。

记者日前在位于互联网金融大厦的
ofo总部现场看到，用户从一层电梯口一直
排队至楼外，人数超过 200 人。有用户表
示，需要排队3到4个小时才能见到ofo工
作人员，但均被告知无法现场退款。

对此，ofo 相关负责人表示，近日累计
有几千名用户到现场申请退押，一些用户
接收了网传的“误导信息”，认为现场可以
直接退现，实际上从没有现场退还一说。

“集中赶来的用户数量在逐天减少。”该负
责人说，ofo每天会在统一时间段做线上退
押处理，有序退还用户押金。

记者了解到，ofo押金分为99元和199
元两种，保守估计，目前ofo申请退押金的
总额已经超过10亿元。

去年冬天，小蓝单车、酷骑单车就因企
业相关负责人失联、押金难退的问题，导致
大量用户在公司所在地追要押金。记者注
意到，近期北京市多个法院的多个案件中
将ofo列入被执行人名单，涉及执行标的超
5360万元，被执行信息多达20条。

ofo创始人兼CEO戴威在19日发布的
公司内部信中表示，“为欠着的每一分钱负
责。公司今年一整年都背负着巨大的现金
流压力。退还用户押金、支付供应商的欠
款、维持公司的运营，1块钱要掰成3块钱
花。”

21日，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吴春耕
表示，正督促ofo畅通退押渠道、优化退押
流程，加快线上退押进度，切实保障用户合
法权益。同时让ofo公司多方开源节流，增
强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

疑问
形势一度大好的共享单车
为何突然冷场

据交通运输部不完全统计，我国已有
77家共享单车运营企业，投放约2300万辆
共享单车。然而，近一两年来数十家共享单
车企业倒闭、一些企业从“异军突起”到困难
缠身，形势曾经一度大好的共享单车为何突
然冷场？

——重投放、轻管理造成无序发展。业
内分析人士指出，一些共享单车企业在短时
期内大规模投放抢夺国内市场跑马圈地、进
军国际市场，盲目扩张的同时又忽视了产品
质量、后期维护、秩序整肃等，不但大幅度增
加了运营方的维护和调度成本，对于城市公
共管理造成的压力也不断加大。

——盈利模式不清造成资金链长期紧
张。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监测数据显示，从
2016年到2018年，市场上的共享单车企业，
累计融资额超过260亿人民币，在三年时间
全部“烧光”。受访者指出，2018年以来，共
享单车项目就很难再获得融资，主要因为共
享单车企业运转多年，仍然没有找到有效的
盈利模式，只能通过不断“烧钱”维持公司存
续，形成了“融资、买车、投放”的固定模式。

展望
共享单车行业
将拐向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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