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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市场和政府各司其职
面对分享经济的新模式，是

沿用惯性思维的老办法，甚而拒
绝、扼杀新的商业模式，还是探
索包容审慎监管和社会共治模
式？ 答案不言而喻。

就传统而言，公共交通有地
铁、公交和出租车三种方式。 两
个月前，半月谈记者了解到的数
据显示，仅摩拜单车一家，在成
都每天运送的人次就已超过地
铁，在北京也超过了出租车每日
的运送人次。

最近交通部印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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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表
示，互联网租赁自行车是分时租
赁营运非机动车，是城市绿色交
通系统的组成部分，是方便公众
短距离出行和公共交通接驳换
乘的重要方式。

同济大学公共管理系主任

诸大建认为，绝大多数人都认同
由相关部门提供的有桩公共自
行车是公共服务，而对于由企业
提供的共享单车，却有不少人认
为其不属于公共服务，原因是提
供服务的主体不同。 但是，判断
一个产品姓“公”还是姓“私”，不
是要看它的运营主体是不是政
府部门，而是要看它提供的服务
是否具有公共性。

专家认为，共享单车的公共
性比小汽车、网约车、出租车要
大得多，甚至可与公共交通相提
并论

;

不能把政府提供的就看成
公共服务，企业提供的就不当成
公共服务。

事实上， 共享单车的诞生，

不是为了抢占路权，更不是为了
把政府投放的有桩自行车全部
废弃掉， 而是要通过更便民方
式，推进绿色出行、缓解交通拥

堵，让自行车这一环保出行方式
回归城市。 从这一初衷考虑，共
享单车与有桩公共自行车并无
本质区别。未来政府进行公共自
行车项目规划和招标时，是否可
以将共享单车企业考虑在内，让
这一便民创新方式走得更远更
稳健？

“为避免把共享单车这盘
好棋下坏，政府、企业和用户都
应承担各自的责任。 ” 诸大建
说，政府首先要做好引导，提升
共享单车公共服务属性， 促进
城市交通转型

;

其次要做好服
务， 制定系统的城市自行车战
略规划， 为共享单车发展提供
空间资源和路权

;

最后要做好管
理， 对乱停乱放问题不能一扣
了之， 而是要做好建设性的疏
导工作。

（据半月谈网）

共享单车频频碰壁———

新业态考验“放管服”

“短命”共享单车引关注
摩拜单车西区负责人介绍，自今年

4

月
起，摩拜单车先后与峨眉山市住建局、城管
局、交通运输局接触，希望共享单车服务能
进入该市，相关部门并未拒绝。

在历经近
1

个月的等待后，

5

月
12

日，

摩拜单车在峨眉山市投放了
600

辆单车进
行市场测试。 一经投放，单车很快在城区散
开，深受市民喜爱。

5

月
13

日，摩拜单车接
到峨眉山市城管部门通知，要求必须收回全
部

600

辆单车。

该负责人说，峨眉山市称共享单车投放
给峨眉山市交通造成拥堵，且对用户没有安
全保障，要求摩拜单车承认自己做法不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并作出三方面承诺：一、全额
退还用户相关费用

;

二、 在
5

月
14

日
9

点
前，将投放在峨眉山市区内所有单车全部回
收
;

三、面向公众发表致歉申明。

峨眉山市城管局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
通报称， 单车公司在事先没有向相关部门
申报，且未和市委市政府沟通情况下，强行
在峨眉山市投放单车， 完全不符合相关规
定，造成峨眉山市区内的交通拥堵，给广大
市民和来峨游客出行造成不便。 峨眉山市
政府领导和城管部门约谈其主要负责人，

给该单车公司下达整改通知， 但该公司未
重视，且整改动作比较迟缓，甚至还有反弹
迹象。

峨眉山市委宣传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城
管部门确实统一收回了企业投放的共享单
车，目前峨眉山市没有共享单车的投放。 市
政府正在制定共享单车投放、管理的相关规
定。 待规定出台后，将允许企业在峨眉山市
投放共享单车。

4

月
12

日，在福州市上渡派出所前的共享单车停车点，市民在取用单车宋为伟摄

先管住还是先放活
?

面对新业态、新模式，地方政
府是允许其一边发展一边规范，

还是“一刀切”直接卡死
?

半月谈
记者调查发现，在绝大多数地方，

政府对共享单车这一新生事物多
是鼓励、宽容、审慎的态度，但在
个别地方确实也“碰了壁”。

摩拜单车四川区域媒体事
务经理王东荃说，峨眉山市城管
说企业是违规入驻，但并未告知
企业究竟违反了哪些具体规定，

不仅要查扣车辆，还要按“占道
经营”对企业进行处罚。

为何在其他城市大受欢迎

的共享单车在峨眉山市变成了
“占道经营”？半月谈记者通过当
地宣传部联系峨眉山市城管局。

宣传部门表示，城管部门不宜此
时就此事接受采访。

摩拜单车政府事务部总监
邢林说，共享单车有效解决了群
众出行“最早一公里”和“最后一
公里”问题，受到市民普遍欢迎，

绝大多数城市对共享单车都持
欢迎态度。 但是，在少数地方也
受到一些阻碍， 比如四川峨眉
山、安徽六安、江苏苏州、贵州遵
义等地。 其中，安徽六安已允许

共享单车试运营， 但是峨眉山、

苏州、遵义等地仍未放行。

半月谈记者调查发现，共享
单车受阻原因主要有三：一是有
的地方政府只考虑城市管理方
便， 从自身工作便利角度出发，

认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认为共
享单车会增加工作量，忽略了老
百姓的出行需求

;

二是有的地方
投资建设了公共自行车项目，认
为不再需要共享单车进驻

;

三是
因为某些地方政府没有明确主
管部门，城管、交通都不分管，所
以暂时不准共享单车进入。

风靡各大城市的共享单车，

近期在一些三四线城市频频受
阻，如在四川省峨眉山市、江苏
省苏州市、 安徽省六安市等地
先后碰壁。 一些地方宣称共享
单车未经同意违规投放， 部分
被查扣的共享单车至今仍被扣在
城管部门。

分享经济利用“互联网
+

”，

不仅创造了众多新业态， 化解了
不少过剩产能， 还带动了大量就
业。面对新业态，如何跳出老办法
的惯性管制思维， 是一道事关监
管改革的新命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