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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公共自行车及共享单车发展现状及趋

势综述 
（王倩妮 西南交通大学交通运输与物流学院交通 2015 级 2 班 2015112956） 

 

摘  要 

本文主要在定义、发展规模、特色优势、使用者构成几方面探究目前我国有

桩公共自行车与无桩共享单车的发展现状，分析发展过程中二者在软件、硬件、

规划、使用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合理的建议并分析未来二者的发展趋势。为今后

合理运行和发展提供参考。 

 

关键词：有桩公共自行车； 无桩共享单车； 发展现状； 问题分析 
 

一、 引言 
气候变化与生态恶化所涉及的科学问题对人类的生存与活动的影响越来越

显著，温室气体排放成为影响全球气候变暖的首要因素。而爆发性增长的小汽车

则是温室气体中碳排放的主要制造者之一，它们引起了诸如交通拥堵、空气污染、

噪音污染、能源消耗等许多问题。低碳交通，这一绿色交通方式，在全世界许多

城市中正受到越来越多的推崇，而自行车当仁不让地占据首位。 
自行车作为道路交通的一个组成部分，在短距离运输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近年来，为推行“绿色出行”理念，不少城市政府推出有桩公共自行车服务。而

随着“共享单车”理念的产生，由 OFO 与摩拜为主的无桩共享单车也逐渐进入

公众视野。 
笔者将就有桩公共自行车与无桩共享单车现阶段发展情况、存在的主要问题

与未来发展趋势几方面进行分析，提出发展建议，为今后城市的公共自行车系统

及共享单车系统更合理地运行和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 
 

二、 城市有桩公共自行车及无桩共享单车发展现状 

(一) 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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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自行车（Public Bicycle system），是“公共自行车出行系统”的简称，

由数据中心、驻车站点、驻车电子防盗锁、自行车及相应通讯、监控设备组成。
[1] 

共享单车是指企业与政府部门合作，在校园、地铁站店、公交站点、居民区、

商业区、公共服务区等提供自行车单车共享服务，是共享经济的一种新型态。[2] 

 
图一 有桩公共自行车                    图二 无桩共享单车 

(二) 发展规模 
2007 年，公共自行车开始进入中国，在北京、杭州、武汉等大城市试点运

行，后向各个省会城市扩散，而后在部分中小城市进行尝试，目前已推广至全国

百余城市。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与智能手机的普及，共享单车自 2016 年起爆

发式增长，《2016 年中国共享单车市场研究报告》显示，截至 2016 年底，我国

共享单车整体市场用户已达 1886 万，预计 2017 年底将达到 5000 万用户规模[3]。 

(三) 特色优势 
不论是有桩公共自行车还是无桩共享单车，作为城市交通的组成部分，具有

以下几方面优势： 
 供城市 5 公里内短途出行解决方式，延长公共交通服务解决“最后一公

里”问题，提高道路利用率，缓解交通拥堵状况。 
 具有车体体积小、操作灵活、通达性好、投资少等优点，可以作为轨道

交通接驳辅助性工具，促进资源合理优化配置，满足不同出行者的需求，

提高城市交通运行效率。 
 绿色交通，不存在大气污染和噪声污染，便利居民与旅行者的出行。通

过骑车的方式也可以达到锻炼的目的，减少亚健康的发生。 

(四) 使用群体构成 
使用群体构成情况如下表所示：[4] 

变量 构成情况 

使用者性别构成 男性使用者多于女性使用者 

使用者年龄构成 20-35 岁使用者比例最高，其次为 25 岁以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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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使用者职业构成 公司职员所占比例最高，学生、自由职业者次之 
 

 

三、 公共自行车现阶段问题分析 

(一) 无桩共享单车 

1. 软件功能类 

1) 自行车定位描绘精度差，无诱导造成找车难问题 
现阶段 APP 功能尚未完善，自行车定位描绘精度差，以摩拜单车为例，界

面如下图所示。由图示我们发现，在用户打开 APP 寻找附近可用车辆时，只有

图标显示在某一道路上。由于缺乏诱导功能，用户寻找可用车辆有很大问题，软

件无法引导用户走正确的道路以达到找到目标车辆的目的，浪费大量时间。 

 
图三 摩拜单车手机 APP 界面 

2) 社会信用体系不完善，软件举报不良行为落实难、举报难问题 
以摩拜单车为例，现阶段 APP 内通过信用分对用户行为进行衡量与约束，

满分 100 分，被举报一经落实扣除 20 分，骑车费用显著增加，达 100 元/小时。

用户可以通过骑行与分享行程记录来提高自己的信用分。但现阶段中国，信用体

系还不完善，人们的信用意识还很弱，对于不良行为的举报仍存在较大难度，人

民举报不良行为的意识弱。对于如将单车私用等行为，人们鲜有了解如何举报。

对于没有摩拜用户的信用约束也存在问题，如济南市在 2017 年 2 月进行报道的

几个案例，恶意破坏的行为如堆叠摩拜单车、将单车丢进护城河等行为都难以通

过信用分进行约束，必须通过广大媒体与公安部门联手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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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单车运行停放类 

1) 地形、道路状况等造成的单车集中分布流通难问题 
城市地形、城市道路状况对于单车使用有着重要影响，因此单车集中分布、

流通难的问题日渐凸显。无桩共享单车停放位置相对随意，因此不难发现这一现

象：相较于上坡，用户更喜欢在下坡路段骑行。这也就造成了一段时间后，单车

在坡底停放较为集中，而位于坡顶的人就会存在找车难的问题。若是一个城市地

形分布呈明显的坡度，若是不加干预，一段时间后，单车就会出现集中分布流通

难的问题。现阶段的主要解决途径，以管理员在夜间搬运为主，这一手段虽能有

效解决这一问题，但对于人力、物力是一种巨大的浪费。共享单车未来可以考虑

针对不同城市的不同地形，可以对骑行上坡路段的用户给予数额不同的奖励券，

来解决这一问题。道路状况对于单车集中分布也有一定影响，用户更愿意在拥有

自行车专用道的路段骑行，未来这一问题还有待继续研究思考。 
 

2) 自由停放造成的停放规范性差问题 
无桩共享单车比起有桩公共自行车的最大优势莫过于无需使用固定桩，停放

和使用极其便利，但现阶段停放的规范性差也带来了问题。2017 年以来，济南

市报道的几次共享单车恶意损坏事件起因均是共享单车的停放阻碍了当事人的

利益，由此可见，停放的规范性与社会矛盾息息相关。以摩拜单车为例，摩拜单

车在城市内部进行了停车区域规划，但不强制要求停在指定区域，这也就引出如

何规范停放的问题与停车区域规划是否合理问题的讨论。 
 

3) 不能进入小区，无法切实解决最后一公里问题 
现阶段，共享单车的服务推出时间较短，而停放目前仅限于小区外的城市公

共区域，共享单车、公共自行车推出目的的一个方面都是为了延伸公共交通，而

目前小区内最后一公里的问题还未切实解决，单车入小区也是广大用户的美好期

待，不过开放后如何管理，解决流动问题还需进一步思考。 
 

3. 单车用户体验类 

1) 自身设计造成的舒适度低的问题 
无桩共享单车在设计方面无疑极具科技含量，以摩拜单车为例，车身全部零

件采取非标准化零件，实心橡胶轮胎、智能 GPS 定位车锁、传动轴代替车链、

车身铝制构架等均解决了传统自行车使用过程中的一些问题。不过在技术改进的

同时，不少用户也反映骑行较为费力，舒适感有待提高到的问题，主要与车座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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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轮胎实心质地有关。 
 

(二) 有桩公共自行车 

1. 系统功能类 

1) 系统故障频发，后期服务不到位 
以杭州有桩公共自行车使用后期反馈为例，有不少的用户反映，曾经在使用

中曾遭遇系统故障问题。后期服务如热线电话的咨询压力大，有 60%的拨打过热

线电话的用户反映，曾经遭遇拨打热线电话咨询遇阻、未接通的问题。[5]在城市

中的有桩自行车系统故障率相对较高，今后应当及时调试处理，予以改善。 
 

2. 单车运行停放类 

1) 停车桩规划不合理问题 
有桩公共自行车，在高峰时段的借车难还车难问题十分显著，用户在有用车

需求时就近停车桩无车，而需要还车时，车桩满车，被迫需要停在更远的停车桩。

目前对于停车桩的使用情况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用户难以获取车桩占用信息，

进而及时调整停车策略。 
 
2) 站点调整难度大问题 
有桩公共自行车，站点多分布于道路交叉口、小区出入口、公共建筑、公共

站台、停车场附近，除少许站点外，大部分站点的车桩数为某一标准数字。在后

期投入使用后，若发现站点分布的合理性需要调整，车桩及刷卡服务仪器调整难

度大，调整成本较高，对于路面造成破坏。 
 

3. 单车用户体验类 

1) 车胎没气、车链掉落、座椅不适等问题 
有桩公共自行车相比无桩共享单车，车身构造相对传统，保留了气胎、车链

等结构，发生故障的频率也大大提高。加之维护人员数量远远不足，用户经常遭

遇“问题车”。在此考虑为几个固定站点分配固定检修人员的方法，或在站点配

置自主修理工具来解决这一问题。有桩公共自行车也可借鉴共享单车经验，在技

术设计层面减少问题发生率。 
 
2) 缺乏私家车与自行车换乘造成的对私家车主吸引力微弱问题 

调研数据表明，约有 8 用户骑行时间在一小时以内，公共自行车对于城市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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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距离交通的作用多数在于延伸作用，而目前有桩公共自行车车桩位置固定，加

之城市汽车停车位少，停车位周边接驳公共自行车便利程度差，因此现阶段公共

自行车对于私家车的吸引力还很微弱。 
 

(三) 二者共有问题 

1. 使用者行为类 

1) 使用过程中恶意破坏、车体及零件失窃问题 
共享单车和公共自行车为一部分交通参与者提供了便利，同时也与一部分人

的利益产生了冲突。“摩的”司机、自行车修理人员、街边摆摊者等人的利益受

到一定损失，恶意破坏的行为从单车问世以来一直存在。也有市民拆卸车体零件

售卖。媒体的正确引导，与不当行为的处理，引导此类人员开拓新的盈利项目，

都是减少此类事件发生的良好途径。 
   

2) 不规范使用行为与过失行为造成的交通事故分责等法律问题 
以济南市为例，自 2017 年 1 月摩拜单车登陆济南市场以来，关于不规范使

用行为的报道屡见不鲜。如车筐载人、后轮站人的不规范使用行为，未满 12 岁

儿童上路骑行的安全性问题，以及骑车出行遭遇交通事故等问题，极可能涉及法

律层面的分责。还需防患于未然，提前进行思考。 
 

3) 使用者未遵守交通规则造成的交通混乱问题 
自行车不像机动车可以通过评分来规范驾驶员行为，加之中国公民遵守交通

规则意识薄弱，对于自行车违反交通规则的行为缺乏约束，公共自行车推出后自

行车数量增加，不规范行为数量也大大提高，造成了新的交通混乱。教育不可或

缺，但对于自行车违反交通规则的行为也应继续探索有力的约束。 
 

2. 路权划分类 

1) 在行驶过程中与人、机动车之间的路权争夺问题 
不论是行驶还是停放，公共自行车和共享单车的出现都会与人和机动车的路

权之争。多种交通工具混行，没有自行车专用道的路段，自行车数目的增加无疑

会加剧拥堵状况，使机动车行驶不畅。自行车停放多数情况下又会占用人行道资

源，影响市容，阻碍行人出行。 
 

3. 后期服务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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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维修服务难以快速到位，损坏车辆发现清理维修时效性问题 
单车的使用，势必涉及损坏维修问题，目前不论是无桩共享单车还是有桩公

共自行车都存在故障车的清理维修时效性问题。无桩共享单车已实现故障车申报

功能，故障车用户在扫描二维码时无法打开，但故障车需要人员清理并集中维修，

时间间隔长。有桩公共自行车目前还不能在使用前告知用户当前单车的车况，存

在一定危险性，损坏车辆发现、清理、维修的时间间隔更长。 
 

4. 竞争服务类 

1) 公司行为与政府行为的竞争问题 
无桩共享单车以公司经营为主，前期目的在于模式探索，后期希望达到盈利

目的。有桩公共自行车目前主要由政府主导，意在延伸公共交通，缓解交通问题。

从目前两种类型的定价方式来看，半小时内大多数有桩公共自行车免费，而无桩

共享单车则要收取一定费用，二者必定存在竞争，如何在竞争中共赢，最终达到

缓解城市交通问题的目的，也是未来必须考虑的问题。 
 

2) 信息安全性问题 
不论是共享单车还是公共自行车，信息安全性无疑是用户担心的一大问题，

做好数据安全工作，谨防用户数据泄露。对于恶意用无关二维码覆盖单车二维码

的行为，也应该及时发现及时处理，防止给用户带来不必要的损失。 
 

5. 经营资金类 

1) 探索如何盈利的问题 
有桩公共自行车投入使用以来，车体费用、维护费用等主要来自政府财政支

持，不少城市背上了巨大的负担，而效果并没有达到预期，还存在使用数字夸大、

不实的问题。公共自行车推出未被公众接受，达不到盈利的效果，甚至连年亏损。 
目前无桩共享单车仍处于模式探索阶段，对于“盈利”，公司目前的资金主

要来源还是投资人的投资和用户的单车押金，未来“盈利潜力巨大”，随着越来

越多的共享单车公司涌入市场，还需正确预计市场需求变化，探索盈利方式。 
 

四、 完善建议 

(一) 优化公共自行车与共享单车系统整体服务 

1. 提高软件、系统功能 

可以与百度等具有强大定位功能的公司合作，以加强共享单车的定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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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保证定位的精确性。同时利用运行过程中产生的大数据资源进行分析，为规划

提供进一步的思路。对于公共自行车系统也应进一步优化，减少故障率，提升后

期热线、维修等服务质量，提高用户满意度。 
 

2. 按需发展进一步业务 

依照小区内部需求，考虑如何规范小区内的停放行为，将共享单车的运行范

围在可管理的情况下进行扩大，切实解决最后一公里问题，达到延长公共交通的

目的。 
 

(二) 优化公共自行车与共享单车系统运营管理 

1. 满足用户诉求，加强信息安全管理 

参考用户有关共享单车与公共自行车的使用建议，改进技术，满足用户有关

车体质量、舒适度和亲子座自行车等方面的诉求。加强信息安全管理，加强网络

安全建设、泄密惩罚力度，对于可能出现的信息安全问题加强防范力度与措施。 
 

(三) 加强城市自行车道规划研究 

1. 将自行车道纳入城市交通规划 

以长远的眼光与科学的数据分析为依据，针对未来自行车需求进行分析，在

道路规划时，将自行车道纳入城市交通规划。加强对于大型活动时间段临时性站

点的研究，倡导用户在大型活动期间采取自行车的出行方式。 
 

2. 科学网点布局 

针对运营一段时间后各城市暴露出的网点布局不合理的问题，及时予以修正，

对网点进行调整。可以考虑对由于地形、潮汐作用引发的自行车聚集现象通过代

金券的方式，鼓励自行车的流通，减少闲置时间的损失。 
 

(四) 加强合作共赢 

1. 加强与相关部门的合作，加强媒体宣传，探索良好的经营模式 

公共自行车与共享单车的发展涉及规划、城建、交通、城管、工商、公安、

行政管理、运营公司等多个部门[6]，部门间的协调、合作决定该项目是否能够顺

利实施。而与媒体合作宣传，强化媒体公益宣传效果，不仅有利于业务的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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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利于维护工作的宣传，对规范市民行为起到积极的引导作用。除此之外，政

府部门推出的公共自行车也可以考虑通过广告位投放的方式切实缓解资金压力，

探索良好的经营模式。 
 

五、 发展趋势探究 
在公共自行车与共享单车热潮迅猛的今天，二者的存在的确为环节城市交通

拥堵做出贡献。未来二者的发展势必会更加规范化、合理化。共享单车的投资热

潮过后，车辆投放速度将会放缓，投资将逐渐趋于理性。目前共享单车业务主要

集中在一线城市，未来也将会逐步向二、三线城市推广。公共自行车与共享单车

的切入端口也不仅限于 IC 卡或是手机 APP 端口，切入端口将更加多样化。相信

未来，各部门也将会携手，共建良好的单车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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