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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上海市共享单车集中整治清理
行动专项巡访报告近日发布了，车
辆管理人员是否到位？停车秩序如
何？停放空间够不够？分布是否合
理？损坏严不严重？今年 !月 "日至
#$日，上海集中整治清理共享单车，
取得多大成效？!月 %&日至 %'日，
市民巡访团组织 %$名巡访员，分 &$

组走访浦东新区（分郊区和城区）、徐
汇区、长宁区、普陀区、虹口区、杨浦
区、黄浦区、静安区和闵行区，去寻
找上述答案。巡访团副团长姚培芳
表示，这是市民巡访团成立 &(年来
首次展开专项巡访，目标直指近两
年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共享单车。

管理员一走
就成!喇叭腔"

巡访涉及 #(&处共享单车停放
点，包括地铁口 ')个、公交站点 &*

个、二级三级医院 #$座、学校 *&

所、公园 &)个、交通干道 *'处、住
宅小区 #"个、文化中心 &'个、体育
场馆 (个、企业 '家、火车站广场 )

个、大型商场 *!个、菜市场 #个及
社会服务中心 &%个。
报告显示，在 #(&个巡访点中，

有人管理仅占 #)+#(,，无人管理占
*(+#,，其余情况不详。换言之，现
场管理人员不到位的比例超过六
成。巡访员黄建生解释，一些停车点
由企业安排人员维持，但经常人手
有限，一个人要兼顾多个点，属于流
动管理，算作“情况不详”，效果也多
不理想，“比如五角场苏宁生活广场
旁边，就有一处秩序有些混乱”。
“万达商业广场五角场店附近

的一个停车点，情况好一些，街道派
志愿者专人管理，工作责任心强，所
以那天早高峰我们巡访时发现，车
辆停放得井井有条。”黄建生回忆，
但到了中午回访，却发现同一个地
方，停车状况有天壤之别———不少
车辆东倒西歪，还严重挤占道路，影
响通行，“管理人员因故离开了，说
明有没有人管，差别很大，管得越负
责，秩序就越好”。
黄建生观察，共享单车的现场

管理人员大致分三类：市容管理员、
街道志愿者和企业运维人员，“分布
没有规律，有的地方空无一人，有的
地方三类人员都在管。不少停放区
域处于可管可不管状态；政府相关
部门的职责界限不够清晰，监督力
度不足。在车辆管理人员的制度安
排上，需要更加合理细化，定时、定
岗、定责。如果只靠自律，企业很可
能为了压缩人力成本，让一个人干
几个人的活，管理人员很难配足”。

停放秩序不乐观
停放空间待改进
共享单车的停放秩序，受到不

少市民诟病。巡访团发现，全市集中
整治清理后，已有明显改善，但仍不
乐观。共享单车单独归类，且整齐停
放的，占 &)+&(,；与其他非机动车
混停，且有序停放的，占 #'+&!,；而
无序、占道、超量停放的，占了近一
半 （*'+',），其中无序停放占

%*+(%,；占道停放占 &)+'%,；超量
停放占 *+(%,。“比如复旦大学继续
教育学院分部的后门，车辆停得虽
然整齐，但数量太多，明显占用非机
动车道，在报告里就要统计为‘占道
停放’。”黄建生解释说。

与停车秩序相关的另一个指
标，是停放空间。报告显示，单车停
放空间充足的，占 *'+*&,；停放空
间尚可的，占 *#+&&,；停放空间不
足和严重不足的，分别有 '+%!,和
*+&!,。“尤其那些人流量较大的交
通枢纽站点，车位空间明显不足。”
黄建生直言，有的人行道明明很窄，
却划了停车白线区；有的路明明很
宽，却没划白线，停放乱象并未因此
减少。“还有一些商场，出现了侵占
单车停车位的行为，比如在静安区
大宁国际商业广场，个别商场用金
属围栏把门前划线停车区域围起
来，占为己用。”他认为，有关部门监
管不力，是高峰时共享单车大量堆
积、无序占道停放的主要原因之一。

早晨扑扑满
晚上空荡荡

共享单车分布不均，是报告中
提到的另一个问题。首先，在时间层
面上，有些区域的停放量变化剧烈，
特别是早晚高峰反差强烈，“轨交 &

号线通河路站的 %号口，早高峰时
涌入大量共享单车，经常无处可停，
积压占道，可到了晚上 )点以后，站
点旁边空荡荡的，一辆自行车都找
不到”。黄建生分析，正常时间下班
的，出地铁站后陆续把单车骑走了，
却苦了那些加班晚回家的，“这说明
共享单车企业的调度运驳力量还不
足，他们应负起这份责任，当早高峰
车辆停得扑扑满时，及时调度，将多
余车辆运送到别处，到了晚高峰，当
车辆明显不够时，再尽快从其他区
域调一些到地铁站附近，不能完全
依赖用户随停随取”。
其次，在空间层面上，城郊差别

比较大。本次巡访以城区为主，兼顾
浦东新区部分郊区，在上海市绿化
和市容管理局工作的章红兵就负责

巡访郊区的外高桥、高桥镇、川沙
镇、惠南镇等地，他的感触和黄建生
迥异。“也许因为郊区人口少，流动
性低，所以对共享单车的需求也
低。”巡访中，章红兵发现的问题不
多，即便在一些大卖场、医院和学校
周边，也要仔细寻找，才能发现零星
几辆共享单车，“轨交 &'号线的惠
南站、野生动物园站、'号线外高桥
保税区等站点出入口附近，单车也
比较稀少”。黄建生认为，郊区难觅
共享单车，除了需求量确实较低外，
与企业本身投放动力不足也有关，
“城区人流量大，骑行距离短，运维
成本相对较低，企业显然更倾向在
城区大量投放，而不愿将过剩车辆
转移到有些遥远的郊区。”

损坏违停现象
依然无法杜绝
针对共享单车集中整治清理行

动的效果，报告也做出数据统计：效
果明显的，占 #"+"),；效果一般的，

占 %!+!',；效果不明显的，占
#&+&),。“这说明上海共享单车运
行的总体情况有明显好转，从车辆
损坏的比例也能看出来。”黄建生介
绍说，车辆无损坏的，占了 "!+!&,；
损坏后及时清理的，占 %+(%,；损坏
后未及时清理的，仅占 )+(),。
“不过，故意损坏车辆的行为，

还是没法杜绝。比如在杨浦区长阳
路 &&"&号的长阳茶城门口，我就发
现几辆共享单车不但遭到人为损
坏，还被故意扔进路边绿化带里。”
他觉得，缺乏足够的惩罚手段和力
度，是少数有意破坏行为屡禁不止
的原因。
此外，报告中还指出，违规进小

区的情况时有发生。沪上所有住宅
小区都明文规定“共享单车禁止入
内”，可总有少数人明知故犯，把车
停进小区甚至楼道里，成了“私家
车”；还有些人不好意思进小区，就
贪图方便，随意停在小区门口和就
近的人行道上，影响附近居民出行。

章红兵住在长宁区一处老式小
区内，他坦言，家门口就常有共享单
车出没。“小路边、空地上、楼道里，
几乎天天能看到共享单车。听说其
他小区也有类似情况，有些居民意
见很大，故意把违停车辆集中在小
区里，堆成了小山。”

建立长效机制
健全法律法规

'#岁的黄建生，从中共上海市
教育卫生纪律检查工作委员会监察
室退休后，加入市民巡访团。!月下
旬，他在 '天内跑了杨浦区 *%个共
享单车停放点。“集中整治清理初见
成效，但我最担心的是，整治结束
后，会不会很快反弹，应该如何建立
长效机制？”
他参与起草报告时，在最后一

部分重点列出众多“改善管理若干
建议”，包括：建立市、区、街道（乡
镇）三级管理机制，各级主管部门明
确分工，各司其职；建立严格的审核
机制，从源头上杜绝无序投放；明确
企业责任，配足管理力量，确保车辆
安全；优化停放点规划，充分挖潜，
合理布局；加强现场管理，除了企业
派出专人外，各区可发动街道、居委
志愿者力量，或采取政府购买服务
形式，组成管理队伍。“现场管理人
员，其实不需要高学历，只要有责任
心，这也是拓宽就业的新渠道。人员
劳务支出，企业和政府可以协商，分
担解决。”
黄建生认为，如果个人恶意毁

坏、企业无序投放或政府监管不力，
都应得到相应的处罚。“所以首先需
要完善立法。市政府上周已发布鼓
励和规范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发展的
指导意见，希望更细化的法律法规
能够尽快出台。立法是基础，否则追
责和严惩都是空谈，”他坚定地说，
“企业要有社会责任感，不能只想着
赚钱；政府也要加强服务意识和责
任意识，多从老百姓的角度换位思
考；每个市民都从自己做起，维护好
城市形象。小小的共享单车，没理由
管不好。”

市民巡访团!"年来首份专项报告显示!!!

共享单车现场管理到位不足四成
本报记者
曹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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