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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你拥有一部能上网的智能手机，就可
以随时随地找到单车骑行，共享单车这一解决
最后 1 公里出行的“神器”，已经走出国门火遍
全球。

仅摩拜就已先后在全球 12 个国家、超过
200 个城市，投放超过 800 万辆智能共享单车，
服务全球超 2 亿用户，每天提供超过 3000 万次
出行服务。

虽然由于急速扩张，被“宠”坏的共享单车
乱象丛生：乱停乱放、损坏严重、私加车锁……
但不可否认的是，它的确重新定义了自行车的
概念，无论是产品技术还是硬件创新，共享单车
都做到了“中国原创”，成为全球认识“中国智
造”的一张新名片。

智能车锁为共享而生

摒弃固定的车桩，允许用户将单车随意停
放在路边任何有政府画线的停放区域，用户只
需将单车合上车锁，即可离去———摆脱对“桩”
的依赖，是单车共享的首要前提，而实现从“有
桩”到“无桩”的颠覆，核心部件就是智能锁。

全球第一把为共享而生的智能锁便出自
摩拜单车之手。有一天，摩拜单车创始人胡玮
炜正在跟一群工业设计师和投资人聊天，当时
一位投资人突然说了一句话：“哎，你有没有想
过我们做共享单车呢？用手机扫描开锁那种。”
胡玮炜立刻像被击中了一样，开启了重新“发
明”自行车的历程。

据胡玮炜介绍，摩拜单车的第一把智能锁
最初是由机器人专业的几个博士生做出来的。
曾有无数工厂都表示，“这只是实验室产品，没
有办法量产”，但因为执着和坚持，摩拜团队最
终还是让这把神奇的智能锁实现了规模化量
产，并拉开与其他玩家之间的距离。

摩拜工作人员对《中国科学报》记者介绍，
摩拜自主研发的专利智能锁已集成了嵌入式
芯片、GPS 模块和通讯模块，并采用新一代物
联网技术，通过智能手机 App 就可让用户随时
随地定位并使用最近的摩拜单车，到达目的地
后关锁即可实现电子付费结算。

智能锁从技术上实现了单车的“智能互
联”，摩拜单车历经八代智能锁的研发，全新一
代“Hawk”（鹰）智能锁不仅更加轻薄耐用，同时
还支持“北斗 +GPS”多模卫星定位及全球多模
移动网络和物联网，可无缝接入各国电信运营
商网络，开锁成功率进一步提升。

在摩拜单车的带动下，越来越多共享单车
企业也开始给自家产品安装智能锁。起初，ofo
小黄车与摩拜单车最大的区别就是彼此的那
把锁，一个远程智能锁让摩拜单车“在线”，另
一个机械密码锁却让 ofo“离线”。

为解决机械锁密码固定这一显而易见的
弊端，今年年初，ofo 正式对外发布了其自主研
发的第一款智能锁小黄车。用户每次开锁时都
将设定随机密码，而不是之前的固定密码，这
也意味着此前的“密码共享”将不再奏效。

之后，ofo 也在不断地更新智能锁。不久前
在乌镇召开的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互联网
之光博览会上，ofo 还带来了全球首款支持
NFC（近距离无线通讯技术）近场支付功能的

全新智能锁，用户可以通过支持该功能的智能
硬件“秒开”。

硬件配置彰显工匠精神

共享单车除了在智能锁上凝聚了“中国创
造”的科技含量，在硬件上也彰显了“中国智
造”的工匠精神。

为了满足多频次、高强度的使用，共享单
车在硬件配置技术上必须比一般的自行车过
硬。“自行车特别容易坏的几个点是轮胎需要
充气、掉链子、容易生锈、需要很多精力去维
护。当时我有一个目标，就是要生产一辆自行
车，它是四年免维护的。”为实现愿景，胡玮炜
跑了很多国内的自行车组装工厂和配件厂，但
都无法满足要求，最后她选择自己造车。

五辐橙色轮毂的设计就是摩拜单车最显著
的特点，“普通的自行车都是那种钢丝的轮毂，它
的寿命超不过两年，到一定时候就非常容易会被
压变形，维修时需要去修理里面的每一根钢丝。
而五辐的全铝轮毂，它的寿命几乎有八年。”胡玮
炜介绍说，五辐轮毂代替传统自行车易损耗的辐
条设计，有效避免了辐条损坏的风险。

作为公共出行工具，共享单车最怕的就是
“关键时刻掉链子”。为了让摩拜单车成为一款
不会“掉链子”的自行车，设计师们还利用轴承
驱动替代链条驱动，并采用单摆臂技术，整个
单车可达到多年高频次使用条件下无须人工
维护的标准。

不仅如此，摩拜单车还采用热橡胶发泡而
成型免充气轮胎，避免了爆胎的风险。新款单
车还配备了全新的高效能、长寿命刹车系统，
刹停距离比传统刹车条缩短了 15%~20%，且不
会出现传统刹车条频繁使用后的“热衰减”现
象，大大提升了安全性能。

可以说，摩拜单车的每一个细节都体现了企
业在产品品质上的用心，就连车座也都经过精心
设计。对比摩拜单车，ofo 也在硬件强度弱、耐磨
性不强上进行了反思，并积极联手天津飞鸽自行
车有限公司，借助“飞鸽”在自行车硬件生产制造
上的经验，从车架、车圈、轮胎等零部件细节着
手，提升共享单车的硬件品质。

电子围栏引导智慧停车

从世界范围看，共享单车在推广使用过程

中都遭遇了一定的障碍，人行道被挤占，市容市
貌受到一定影响，如何规范停放备受关注。

作为业内公认的“技术派”，哈罗单车就将
单车管理技术做到行业顶尖。哈罗单车联合创
始人李开逐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哈罗单车
在布局初期就开始制定车辆管理的系统化解决
方案，其电子围栏停放管理技术直击单车停放
管理难的“痛点”。

据李开逐介绍，哈罗单车通过在 App 上增
加电子围栏引导停车系统，后台可以借助 GPS
定位系统监测车辆轨迹，做到定位追踪，再通过
物联网技术实现单车和停车位之间的有效配
合，引导用户实现单车的精准停放，双重手段解
决高峰时段找不到车以及乱停放难题，在优化
用户消费体验的基础上，促进城市文明建设稳
步推进，一箭三雕。

据介绍，哈罗单车基于蓝牙技术的智能停
车点系统，通过蓝牙感应装置，在指定区域精确
开启一个虚拟的电子围栏。当单车在电子围栏
范围内停车时，单车上的智能锁就会自动与停
车点的蓝牙感应装置建立通信，判断位置后才
允许正常还车；若单车没有停放在电子围栏范
围内，智能锁就会对用户进行语音提醒，单车则
无法正常还车。

目前，北京市就将建立统一的电子围栏，将
停放区做成一张图，放入 App 中，方便市民知
晓停车区域位置，其在地面的呈现方式则为白
色标线。未来会考虑建设立体停车场，满足共享
单车停车需求。

不过，电子围栏虽然是控制共享单车的有
效方法之一，但会涉及到多方面因素，包括用户
能否适应，政府如何规划，企业间是否车位互
通，政企间如何交换数据等，每个环节都还需要
时间来适应和协调。

“中国智造”的工匠精神

在百度中输入“单车坟场”，
显示结果有 150 多万条。伴随着
这个关键词一同弹出的还有一张
张触目惊心的图片，在北京、上海、
广州、杭州等多个城市，成千上万
辆五颜六色的共享单车像垃圾一
样堆积成山，这种现象狠狠“打脸”
了倡导资源节约的共享经济。

共享经济的核心在于共享，
在互联网的助力下，市场经济中
的供需双方信息变得更加透明，
空闲的资源可以迅速匹配给需求
方，资源被高效合理地利用从而
产生价值。

共享单车就是共享经济下的
产物，在经历轰轰烈烈的融资大
战之后，目前市面上基本呈现摩
拜和 ofo 两强争霸的格局，外加一
个占据二、三线城市并获阿里融
资的哈罗单车，其余的便是数以
千百万计的单车“尸体”。

除了资本大战酿下的恶果，
“单车坟场”出现的主要原因还是
行政部门清理违规占道的单车所
致。对于现行的共享单车模式，我
们几乎看不到社会闲置资源高效
利用的情景，反而是过量的单车
占据了过多的社会公共空间资
源，并没有给社会增进整体福利。

“单车坟场”也变相反映出
企业在共享单车管理上的松懈
以及用户素质的有待提高。由于
疏于管理，共享单车企业长期没
有回收故障单车，任其抛荒。使
用者则随意毁坏和处置共享单
车，其素质也在这种共享经济下
经受着考验。

另外，诸多商家也趁着这次
共享经济大潮，大批量生产新的自行车，侧重点
完全在于“增量”而非“存量”；各公司之间的商
业竞争也只是单纯为了扩大市场份额进而垄
断市场，却不是为了所谓的“共享”。

如此一来，这种中国式共享非但没有消耗
闲置，反而制造了更大的物质浪费。随着行业的
野蛮式增长，物极必反的规律让共享单车渐渐
背离了共享经济的初衷，而各个供应商的商业
意图也开始变得本末倒置。

解铃还须系铃人。“单车坟场”的出现，企
业、用户和政府监管部门都难辞其咎，只有各方
协同发力才有可能解决问题。

对于企业来说，实现商业目的的同时也不
可以丢失社会责任感，要规范自身行为，确保投
放单车的质量，定期进行检查维修，并利用技术
手段加强对人们用车行为的规范。

对于用户来说，作为共享单车的直接受益
者，要心怀善意地对待这个项目，身体力行地自
觉爱护共享单车，遵守交通和运营规则，人心的
文明跟得上科技的进步才能让城市更美好。

对于政府监管部门来说，要根据城市人口
和单车使用等实际情况，适当控制单车投放量，
避免单车企业为追求利润而盲目投放，引导行
业回归“共享经济”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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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单车：从“冬天”到“春天”
寒风乍起，蹦蹦（黑摩的）的生意变得兴

隆起来。“天儿这么冷，谁愿意骑车啊！”刘师
傅每天上下班高峰期都会在苹果园地铁口等
着拉活儿，“这一天下来，至少能接二十个
单。”

骑行率下降仅仅只是共享单车陷入“寒
冬”的一个缩影。在经历 2016 年和 2017 年上
半年的疯狂扩张之后，近半年来共享单车明
显露出颓势，酷骑、小蓝等多家企业先后倒
闭，随之而来的便是整个行业陷入“押金危
机”“信任危机”……

早在 2016 年 4 月 22 日地球日当天，摩拜
单车在上海首次推出智能共享单车服务，随
后共享单车大战正式打响，并向海外市场拓
展。这种全球首创的智能共享单车模式，也被
来自“一带一路”沿线的 20 个国家的青年评
为中国“新四大发明”之一。

然而，本该引以为豪的“中国智造”，却在
资本的追捧下，因野蛮生长、恶意竞争而饱受
诟病。在这个凛冽的“寒冬”，被玩儿坏的共享
单车又该如何取暖？

押金去哪儿了？

从疯狂到沉寂，共享单车行业仅用了不
到一年的时间。最初的疯狂是以摩拜、ofo、小
鸣单车在 18 天内融资超 16 亿元而点燃；最
后的沉寂却以悟空单车、町町单车等倒闭后
超十亿元押金难退而收尾。

自今年 9 月以来，3Vbike、悟空单车、酷骑
单车、小鸣单车、町町单车、小蓝单车等多家共
享单车企业相继倒闭，最短的运营时间仅有四
个月，遭受押金损失的用户数达到百万，其中仅
酷骑单车一家就拖欠押金约 7 亿元。

押金是最牵动消费者敏感神经的，倒闭
潮接踵而来的后遗症就是共享单车企业陷入
信任危机，大量用户开始退押金。这股风潮也
将共享单车行业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备受

“挪用押金填补缺口”等质疑。
“从法规上来说这笔资金是不能被挪用

的，但是我想每家企业可能都会用到这笔钱，
因为大家都没有公布财报，所以很难判断具
体的使用途径。”《共享经济大趋势》作者、资
深商业和管理顾问倪云华对《中国科学报》记

者分析，“大多数企业可能会采取比较稳妥的方
式，比如存放在银行基金或账户里赚取固定收
益，不会将其投资到一些高风险产品上。”

此前，有媒体报道称“摩拜和 ofo 两家企
业资金告紧，已经开始挪用用户押金”，但这
一消息随即被摩拜和 ofo 否认，称该报道与事
实严重不符，均表示一直严格保障客户的押
金安全，而且退押金通道畅通，用户可以随时
退押金。

对于押金去向问题，摩拜和 ofo 均未对
《中国科学报》记者作出正面回应。但记者通
过在 App 上操作押金退款发现，这两大平台
均可实现秒退，退还时间都不会超过五分钟，
这也变相证实了摩拜和 ofo“退押金通道畅
通”的说法。

可即便如此，消费者的质疑仍然无法打
消。“如果企业运营出现问题，等到了无法融
资的时候，手里握着这么大的押金库，怎么可
能还让它完璧归赵？”用户盛先生跟记者闲
聊，“说不定企业最后还得靠着押金营利呢。”

不过，中国科学院大学经管学院教授吕
本富明确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押金应该
由第三方来监管，不应该算为公司的盈利。由
于当前对共享单车管理不规范，导致企业倒
闭后押金不退还，这就亟须政府出台相关的
监管措施。

目前，去押金成为从监管方到资本方共
同推进的一项举措。监管方———消费者协会
约谈了多家共享单车企业，希望能够尽量免
除押金；资本方———阿里投入大笔资金解决
押金问题，要求就是接入芝麻信用分。

在刚刚结束的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
多位分享经济领域的专家也都在呼吁“以信用
替代押金”，倪云华也很赞同这一做法，“未来，
信用可能会成为一种新的货币。信用的等级和
分值会越来越具有可参考性，你所拥有的信用
甚至比你所在银行的存款更具价值”。

资本看重什么？

从大趋势上看，押金担保的方式未来将
会被逐渐淘汰，那么，当共享单车企业失去押
金这部分资金流时，如果不能及时实现盈利，
想要存活下去或许就只有靠融资“输血”了。

共享单车是公认的十分烧钱的行业，平
台 IT 系统的维护、运营及人力成本、单车制
造及损耗成本都非常高。据了解，至今为止还
没有一家共享单车企业实现盈利。一旦资金
链断裂，企业就会面临倒闭，这一点从近半年
出现的倒闭潮就可以看出。

既然如此，为什么还有那么多投资者前赴
后继往里“砸钱”？资本方看重的到底是什么？

“其实，共享单车是一个非常好的商业模
式。”吕本富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如果一辆车
一天被骑 3~5 次，那么一天的收益为 3~5 元，
一年若以 200 天算，收益至少也有五六百元。
从效益回收的角度，共享单车这个商业模式
是没有问题的。”

在吕本富看来，倒闭潮的出现并非意味
着一个商业模式的坍塌，而是源于行业过于
激烈的竞争，这一点与倪云华的观点不谋而
合。

“之前大家一窝蜂地冲进共享单车领域，
很多企业本身动机就不纯，并没有想到要如
何持续运营这家公司，而只是看到这是一个
风口，通过这样一个项目会融到很多资金，所
以就匆匆上马。”倪云华直言，出发点不纯就
埋下了倒闭的种子，但这也只是企业个案，并
非商业模式出现问题。

可以说，一个城市的地铁与公交车系统
再完善，也没有办法将“最后一公里”的问题
完美解决，共享单车正好弥补了交通末端这
一缺陷，并且是一击必中。

“用人人可负担得起的价格提供智能共
享单车服务，使人们更便利地完成城市内的
短途出行，并帮助减少交通拥堵，减少环境污
染，让我们生活的城市更美好。”这也是胡玮
炜当初创办摩拜单车的愿景，同时也是投资
者愿意往里砸钱的原因。

“从互联网的角度来说，想要捕捉用户的
价值，无非就是要占据一个个的入口。比如百
度占据搜索的入口、阿里占据电商的入口、腾
讯占据社交软件的入口。对于共享单车这个
模式来说，也首先要抢占流量的入口。”倪云
华分析道。

共享单车的机会在于市场占有率、盈利
能力以及用户增长速度。在倪云华看来，共享
单车之前一直在烧钱，可一旦企业在这个市
场上占据了足够的垄断地位，就对定价拥有

了足够的话语权，先圈地再考虑盈利也是资
本往里砸钱的逻辑。

合并是出路吗？

随着越来越多共享单车品牌倒闭，市场
已进入了洗牌期，那些管理运营能力相对较
弱、产品相对低端的品牌便会被用户、市场、
资本所抛弃。

“洗牌期结束，市场格局最终确立，形成
一家独大格局，补贴大战结束，共享单车行业
回归商业本质。”易观智库研究中心高级分析
师王会娥指出。

按照之前网约车行业的发展路径，打车
软件经历倒闭潮后，最终的赢家便是滴滴和
Uber。因此，很多业内人士猜测，摩拜与 ofo
也将走向合并，包括双方共同的投资人朱啸
虎也曾在今年 9 月份公开表示，“摩拜和 ofo
已经占据了共享单车 95%的市场份额，只有
两家合并才有可能盈利。”

不过 ofo、摩拜均对合并一事予以否认，
在倪云华看来，左右他们策略的并非自己本
身，而很可能是其背后的资本。“作为资本，一
定是希望再给你钱不是拿去乱烧，而是大家
一起去垄断控制这个市场。寡头垄断的可能
性会非常高，但目前还没有到这个阶段。”倪
云华分析道，“当大家都觉得已经烧不动了，
资金也非常有限时，才会想到坐下来聊一聊
下一步的出路是死还是一起抱个团。”

在吕本富看来，现在投资方是希望两大
巨头合并的，但是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说，合并
未必是福音，维持两强相争才是对消费者最
有利的。“有适度的竞争，但是市场也不至于
特别饱和，这个业态是最好的。”

不过，也有业内人士分析，即便站在企业
的角度出发，合并也并非唯一出路。目前共享
单车行业主要面临的是管理粗放的问题，这不
是公司合并就能解决的，另外，简单的合并也未
必能够为共享单车带来更大的生存空间。

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不管是倒闭、合并还
是其他，目前共享单车市场都已经进入到洗
牌的尾声，业内预计，整个行业最晚将在 2018
年上半年结束洗牌。或许到那时，共享单车的
经济价值才会真正显现。

本版内容由本报记者李惠钰供稿

年共享单车死亡名单

悟空单车

死亡时间

2016 年 9 月 2017 年 6 月

成立时间

町町单车

2016 年 11 月 2017 年 8 月

小蓝单车

2016 年 10 月 2017 年 11 月

2016 年 11 月 2017 年 9 月

2016 年 7 月 2017 年 11 月

蒋志海制版

摩拜自主研发的专利智能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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