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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效果类似分时租赁!使用存在监管真空!占用公共资源
满足小部分人的出行需求"""

做加法的共享汽车该不该踩刹车

共
享
要
有
公
平
基
础

! ! ! !自行车、助动车、汽
车!!只要你能想得到
的城市出行交通工具，
如今都可以加上“共享”
的标签。手机下单、随叫
随走、价格优惠———时
尚、酷炫的“共享模式”
已经俨然成为了城市的
一道风景线。消费者能
否方便使用？社会如何
管理？“共享出行”能否
真正解决城市交通难
题？这些问题需要我们
认真面对。

本报记者 方翔

!"#!流程创新
便捷程度尚需改善

这两天，途歌 !"#"共享汽车
成为了申城街头巷尾议论的热点，
首批尝鲜的消费者褒贬不一。

市民王女士下载了 $%%之后
发现，要真正找到车是一件非常难
的事情。虽然根据媒体报道，首批
&''辆全新 ()*+,已攻占魔都各大
时尚地标，包含大悦城、人民广场、
淮海路、外滩半岛酒店、上海展览
馆、老码头等。但王女士打开软件
才发现在自己周边 -公里范围内
只有 .辆车。停车费该由谁来支付
也是个大问题。
“其实，现在共享汽车的一些

经营模式，我们之前已经开始运用
了，只不过当时市场将其称为‘分
时租赁’。”国内最大的新能源汽车
分时租赁公司环球车享首席市场
官黄春华说，“目前我们在上海已
经有 /0''个租赁点，并提供 1'''

辆新能源车用于分时租赁服务，每
天上海的订单超过 &0'''个。从全
国范围来看，环球车享的业务已经
拓展至 /.个城市。今年我们计划
进入 0'个城市。我们的汽车全是
零排放的车型，像荣威 20'、宝马
3.等。”

去年，上海出台了《促进新能
源汽车分时租赁业发展的指导意
见》，明确提出到 /'/'年底，全市
新能源汽车分时租赁服务网点超
过 1'''个，纯电动车超过 /万辆，
充电桩超过 .万个，基本形成覆盖
广泛、互联互通的充电设施网络，
中心城充电服务半径小于 &公里，
基本满足中心城每年 4'''万人次
以上的出行需求。
“我曾经在外地高铁站租用过

环球车享的电动汽车，感觉不仅价
格比出租车有优势，而且使用也更
加便捷。”市民程先生说。

事实上，自从摩拜打出“共享”
的大旗，在出行市场上，助动车、汽
车等纷纷进入了“共享”领域。这样
的模式，已经逐渐被人们关注并使
用，而它们对于整个城市交通的影
响，也在逐渐显现出来。相比以往
的分时租赁，“共享”模式创新的只
是流程，让租借更加便捷。

增量共享
道路负担不降反升

国家信息中心去年 /月发布
的一份报告显示，每分享 &辆汽
车，可以减少 &.辆汽车的购买行
为。在国内大中城市，买车、养车成
本越来越高，再加上限行政策、上
车牌难及城市停车位饱和等问
题，公众对“共享汽车”有巨大的潜
在需求。然而，在一些业内专家看
来，大力发展共享交通工具，特别
是在机动车领域，还需要经过慎重
的考虑。
“我觉得现在大家对于分时租

赁和共享交通的概念有些混淆了。
我认为，分时租赁与共享交通不能
简单等同。”同济大学交通运输工
程学院陈小鸿教授认为，“如果现
在的‘共享汽车’其数量有限且受
到控制的话，对于整个城市的影响
并不会太大，但如果不受控制、‘野
蛮生长’的话，就可能会对城市交
通产生影响。‘共享’的不仅是车
辆，还有紧缺的道路空间。道路是
城市公共资源中尚无法计量、也不
能限量使用的设施（环境），但这并
不等于使用无成本、增长无约束。
因此，城市交通管理中‘公共交通
优先’‘交通需求管理’成为普遍接
受的准则。”
“共享单车市场现在有巨大的

需求，共享汽车不能相提并论。”同
济大学可持续发展与管理研究所
所长诸大建教授说，“共享单车之
所以受欢迎，是因为它无缝融入绿

色公共交通体系，形成‘5678自行
车6轨交9’的出行模式，与上海成
为可持续发展的韧性生态之城的
目标相吻合。而共享汽车可以算作
共享出行的一种交通方式，但不能
成为一种主流。”
在诸大建看来，在上海这样的

超大城市，公共交通的出行方式应
该提倡，也是趋势。而现在的一些
所谓“共享汽车”模式，有点依葫芦
画瓢，并未学到“共享单车”的精
髓。虽然车子共享了，但对道路交
通和停车的负担还是会增加。

大众出行总经理袁栋梁也认
为，对于大城市来说，重点还是要
发展公共交通，如果共享汽车因为
价格便宜而推广的话，对于整个城
市的运行会带来非常大的压力。
“是不是所有的需求都需要满足，
我觉得有关部门以及消费者应该
要辩证地看待这个问题。如果按
照有些企业所标榜的‘方便、舒
适、安全、快捷、便宜’，这需要消耗
多少的社会资源才能达到，这是需
要测算的，而不是仅仅投入汽车就
能实现。”

车满为患
发展警惕野蛮生长

共享经济作为一种方兴未艾
的商业模式，的确正在改变我们的
生活场景。
一方面，各种共享产品提升了

生活便捷度。比如，通过对多余资
源的激活和共享，出行可以自定时
间和路线。但另一方面，业内人士
也提醒，共享经济真正的活力，不
仅来自于互联网技术或者将社会
潜在资源激活的商业模式，更源于
对社会真实需求、美好期待的有效
回应。采取市场化的手段，也应警
惕纯粹的逐利行为。
从共享单车的“野蛮”发展中，

我们已经看到了在利益的驱使下，

单车的数量和规模已经和市场的
实际需求出现了明显的偏差。同
时，我们更应该看到，按照我国《道
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规定，驾
驶自行车、三轮车必须年满 &/周
岁；驾驶电动自行车和残疾人机动
轮椅车必须年满 &1周岁。而现在
共享交通工具中，只要下载一个
$%%，对于实际使用者的监管基本
属于“空白”领域。

有关数据显示，/'&1 年上海
涉及不满 &/周岁未成年人的非机
动车交通事故共发生/40起，造成
-0 人伤、& 人死亡；涉及不满 &1

周岁未成年人的电动自行车交通
事故共发生 &0':起，造成 401 人
伤、&人重伤、&人死亡。随着越来
越多的共享自行车、共享电动自
行车进入到城市中，我们如何避免
未成年人使用成为了一个亟待解
决的问题。
在共享汽车领域，我们所遇到

的挑战或许会更大。虽然现在一些
共享汽车在注册时就需要登记驾
驶证信息，但是在实际使用中，实
际驾驶人是否为注册人很难辨别，
甚至不少软件只管注册，不对使用
者进行任何审核。
相比于当初的分时租赁，现在

的共享经济之所以能够迅速发
展起来，很重要的一个因素还是
在于降低了运营成本，特别是“随
借随还”的模式，更可以看作是一
种流程创新。但是，对于个体成本
的降低，不应该增加社会的公共
成本，甚至影响社会安排。让那些
不使用共享经济的人不增加社会
成本，应该是共享经济的一条基本
原则。
回到共享交通工具中，我们可

以看到，在大型城市中，如果通过
增量服务释放潜在需求，在整个社
会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实际上会给
社会带来巨大的负担，这应该引起
城市管理者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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