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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多座城市共享单车价格上调

让共享单车服务品质跑赢价格

近期，广东广州、湖北武汉、四
川成都、陕西西安等地的不少市民
发现，自己所在城市的共享单车涨
价了。

便利学生和上班族通勤，打
通 车 站 地 铁 站 接 驳“ 最 后 一 公
里”，助力推广绿色出行……经过
多年发展，共享单车已满足许多
城市居民的中短距离出行需求，
成为城市公共交通的重要补充。
然而，近年来企业或直接或间接
的 调 价 ，也 影 响 了 消 费 者 的 体
验。如何让共享产品的质量和服
务“跑得赢”价格，让消费者感到
物有所值的同时，实现企业盈利、
用户便利的双赢？

改善用户体验是关键
成都市民刘楠最近发现，自

己常用的共享单车品牌收费标准
从“前15分钟1.5元”调整为“前10
分钟 1.5 元”。超过 10 分钟后，计
费标准为每15分钟1元。“每小时
的租金从 4.5 元涨到了 5.5 元，贵
了1元，经常骑还是有点‘肉疼’。”
刘楠说。

“租用共享单车，是为了解决
通勤‘最后一公里’的问题，现在
把起步价适用时长从15分钟缩短
到10分钟，为了省省钱，消费者只
能努力骑快点儿了。”在广州工作
的白领江波说。

共享单车市场已过“百舸争
流”的阶段。据了解，目前国内
共享单车市场由少数品牌主导，
其中有 3 家占据了市场份额的
95%以上。为实现盈利，共享单
车企业不再以拼价格的方式吸
引客户，而是根据成本、市场需
求等因素变化，逐步上调定价标

准。以北京地区为例，过去两年
间（2022 年 8 月—2024 年 8 月），
哈啰等主要共享单车品牌的包
月价或连续包月价均上涨了 1—
4元不等。

涨价并非“统一行动”，也有
品牌在进行调价决策时相对谨
慎、因城施策，甚至“反其道而行
之”。例如，美团单车近日将广州
市共享单车计费标准从原来的前
15 分钟 1.5 元调为前 20 分钟 1.5
元。根据美团方面统计的数据，
这将惠及该平台在广州市近九成
的骑行用户。

涨价后，共享单车的客户黏
性是否会受到影响？

“就价格而言，租共享单车出
行的花费和地铁差不多，不算实
惠。但问题是，平常并非出了门
就到车站，我们需要短距离接驳
工具，共享单车小幅涨价也只能
忍忍，三伏天骑车总比步行要好

些。”武汉市民杨彦军说。
消费者对共享单车的需求巨

大，且有一定刚性。北京市交通
委 员 会 发 布 的 数 据 显 示 ，2023
年，北京共享单车骑行量达到
10.88 亿 人 次 ，日 均 骑 行 量 达
311.57 万人次。从人口规模看，

《北京市 2023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23年
末，北京市常住人口总量达到
2185.8万人。

业内人士分析，超大市场规
模之下，涨价对共享单车需求的
扰动有限。另外，由于此轮价格
上调主要涉及短程单次消费，对
大量以月卡、年卡等形式租用共
享单车的消费者影响不大。这部
分消费者多为学生、上班族，主要
依靠共享单车满足轨道交通、公
共交通的接驳需求，其长期消费
习惯足以抹平小幅涨价带来的支
出浮动。

为覆盖不断上升的采购、运维、折旧等成本，共
享消费平台选择调价，在专家看来属预料之中。

上海财经大学电子商务研究所执行所长崔丽
丽分析，暑期出行旺季，成都、广州等城市作为热门
旅游目的地，共享单车需求面临阶段性扩张，运营
成本、硬件成本和管理成本随之增加。在单次使用
成本提高的背景下，共享单车企业希望通过涨价的
方式，引导相关城市的用户需求向包月、包年等长
期消费方式转变，从而增加稳定收入、提高用户黏
性。她表示，调价已成为共享消费市场自我调节的
一种表现形式。

交通与发展政策研究所东亚区首席代表刘岱
宗认为，共享单车这一出行方式，与超大特大城
市高密度人口聚集的特点相适应。在城市化快速
发展的同时，共享单车对公交车、地铁等公共交
通系统形成了有益补充。应该看到，共享单车这
一业态是经过长期市场竞争后形成的，是得到消费
者认可的。

“对共享单车企业来说，涨价是一种市场选择，
是基于对市场的乐观做出的行为。”刘岱宗表示，目
前中国的自行车出行分担率相比发达国家仍有一
定差距。未来，中国自行车出行系统占整体交通系
统的比重会继续提高，这给了共享单车更大的发展
空间。

不少消费者对记者表示，与价格相比，他们更
看重共享单车的质量、安全和便利性。“涨价肯定不
是让人高兴的事。不过，算算账，共享单车还是比
乘公共汽车等便宜、方便，特别是包月的情况下。
估计这些公司也会做权衡，不可能一直涨价。”北京
用户霍女士说，吸引她包月的还是车辆便利、整
洁。此前，一些消费者向中国消协反映，使用共享
单车时遇到刹车失灵、车把不正、踏板损坏等现象，
存在安全隐患。业内人士指出，共享产品在制定价
格策略时应确保质量，始终聚焦于提升用户体验。
用户体验的改善，也能反过来提升消费者对涨价的
包容度。

中国消协有关负责人表示，共享产品服务相关
经营者应当加强共享产品的日常维护工作，对存在
质量问题、安全风险的产品要及时维修换新，减少
故障发生情况，最大限度保障消费者的人身安全；
根据消费者使用情况对投放位置和投放点的确定
进行合理优化，提升消费者使用体验；完善消费者
投诉沟通渠道，建立良性互动机制，实现企业盈利
和消费者便利的共赢。

(据新华网)

调价主要涉及短程单次消费

期待归还不难、计费别太复杂
共享产品直接涨价，主要表

现为单位时间内租金上升。与此
同时，共享产品也存在一些间接
涨价的现象。

其中，归还难度提高是消费
者集中反映的一点。

中国消费者协会近日发布的
全国消协组织2024年上半年受理
投诉情况显示，共享产品大量存
在归还不畅的问题。消协方面分
析，由于商家信息显示不准、状态
更新不及时等原因，消费者使用
共享单车、共享充电宝等共享产
品后，难以找到正确的归还地点，
被迫延长计费时间。

许多消费者表示，单车到达
骑行终点被系统判定“还车失败”

“不在规定区域内”，甚至需为此

支付一笔“调度费”，成为租用共
享单车时常见的情况。“用车五分
钟，还车十分钟”“租金五块钱，调
度费十块钱”，让消费者“荷包受
伤”的同时，也陷入自证“已将车
正确停放”的繁琐流程中。

计费体系复杂化，是间接涨
价的另一种表现。

例如，有些共享单车品牌将
计费体系划分为工作日、节假日
等几条“轨道”，或通过设置“折扣
价”搞价格歧视，或将分段计价的
界限细化、碎化……“遇到坏天
气，又急着去上班，走出地铁站，
能扫到一辆没故障的车就不容易
了，哪有工夫去研究计费体系、货
比三家呢？”刘楠说。

此外，质量问题也容易使消费

者感到“钱花得冤”。采访中，一些
消费者认为，即使在价格不变的情
况下，质量下滑也意味着变相涨价。

“共享单车不是最舒适的选
择，只是最方便的选择。很多时
候，车子好不好骑，需要骑一段时
间才能发现，这时已经计费一段
时间了，你换也不是、不换也不
是。”杨彦军举例说，共享单车往
往配备便于维护的实心轮胎，骑
行舒适度本就不佳，如果遇到车
舵僵硬、座椅松动、车筐不净这类
不大不小的问题，赶时间、路程短
的消费者无暇上报系统调度新
车，只能“凑合一下”。

“今天花昨天同样的钱，却因
为不走运扫到了车况比较差的车，
难免不产生落差感。”杨彦军说。

（（网络图网络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