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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实惠的共享单车
化身“单车刺客”

N综合中国新闻周刊、中新经纬、
每日经济新闻、九派新闻等

日前，“骑共享单车比坐地铁还
贵”话题登上热搜。多地共享单车
悄然涨价，部分品牌起步价从“前
15 分钟 1.5 元”调整为“前 10 分钟
1.5 元”，节假日及周末的价格也变
得更高，起步价普遍调整到 1.8 元，
持续骑行价格则不变。有用户称，
一天骑 1 公里后发现竟然需要 3.5
元，比坐地铁还贵。

2014年，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快
速发展，以摩拜、ofo等为代表的互
联网共享单车企业应运而生，并且
在短时间内实现扩张。扩张的前提
则是拿着投资人的钱疯狂补贴占据
市场。当时，共享经济对打工人可
以说十分友好，收费大部分为 0.5
元/半小时，甚至0.5元/小时。

然而烧钱并非长久之计，共享
单车平台高昂的运营成本始终考验
着各个企业，整个行业面临洗牌，最
终摩拜被美团收购，滴滴接手小蓝
单车，ofo退出市场，哈啰单车艰难
运营。

2019 年，美团单车、滴滴青桔
单车、哈啰单车开始形成“三足鼎
立”。随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亏损几
十亿甚至上百亿的共享单车企业开
始频频涨价。

如今，在工作日的计费规则中，
武汉哈啰单车和青桔单车均从此前
的前15分钟1.5元的价格涨为前10
分钟 1.5元，后续价格为 1元/15分
钟，美团单车没有参与此轮涨价，收
费标准依然为前 15分钟 1.5元，后
续收费价格为1元/15分钟。

广州市场的共享单车价格则差
异较大，哈啰单车价格从此前的前
15分钟1.5元涨至前10分钟1.5元；
青桔单车继续维持前 15分钟 1.5元
的原价；美团单车则在近日选择了
降价，将计费标准从原来的前15分
钟1.5元降为前20分钟1.5元。

而在节假日，哈啰在武汉和广
州的收费标准为前 10分钟 1.8元，
后续1元/15分钟，青桔单车在武汉
收费标准为前10分钟1.8元，后续1
元/15 分钟；广州收费标准为前 15
分钟 1.8元，后续 1元/15分钟。美
团未区分节假日与平日收费区别。

此外，共享单车的服务质量问
题也频繁被用户诟病。从网络投诉
平台的数据来看，“单车质量差”“停
放点难寻”“乱扣调度费”等问题层
出不穷，近六成用户反映单车损坏
率高，三成用户则认为单车停放区
域设置不合理。

共享单车价格的上涨，也让很多人
嗅到了“代扫”的商机，在二手交易平台

“咸鱼”上检索，能够发现有许多代扫服
务在售，其中部分代扫卖家的成交记录
高达上百条，部分卖家称只需要 0.5元、1
元就可以骑行两个小时，这与用户直接
使用官方平台扫码相比便宜了数十倍。

据了解，通常提供代扫的卖家是自
己先购买贡献单车平台不限次数的月
卡，然后再提供代扫服务，在其中赚取差
价。通过查询哈啰单车《用户服务协
议》，发现有关条款规定“用户预订并提
取的自行车仅供用户自己使用，严禁转
租或转借他人使用”。美团单车、青桔单
车的用户协议中均有类似条款，其中，美
团单车《用户协议》还指出“将车辆转租
给第三方使用，转租用户需承担第三方
遭受的全部损失”。这意味着，第三方使
用用户扫码打开的共享单车，一旦发生
交通事故，扫码用户可能承担赔偿责任。

此外，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
例》，驾驶自行车必须年满 12周岁，驾驶
电动车必须年满 16 周岁。提供代扫服
务的卖家通常不会核实买家的具体年龄
以及行为能力，这也为骑行安全埋下了
隐患。

北京市炜衡（广州）律师事务所郑政
昊律师告诉记者，“代扫”行为存在多个
法律风险，首先，若在骑行过程中发生因
车辆质量造成骑行者损害，转租人和平
台均有可能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其次，在
该转租模式中，若车辆被未满 12周岁的
未成年人骑行，一旦发生事故，转租人也
将有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法律风险；最
后，转租人转借自己购买的骑车权益，违
反了与平台的相关约定，存在被平台追
责索赔的法律风险。

互联网观察家丁道师表示，从 30分钟到 15分钟再到 10分钟
计费，既是平台精细化运营的体现，也是变相涨价。平台通过调
价可以进一步提高共享单车利用率，就像餐厅翻台率，骑行效率
越高，单位成本就会降低，在同等投入的情况下，平台收益更高。

有共享单车平台表示，行业涨价应该是普遍趋势，企业调整
价格是随着经营策略的调整而发生变化。用户根据个人实际需
求，购买季卡或年卡也是应对用车成本上升的办法之一。至于共
享单车涨价未来是否会成为常态？丁道师表示，共享单车涨价也
不会一直涨下去，因为这个行业还是要市场经济来调控的。所以
在共享单车涨价之前，一定经过了内部测算，在实现盈利的同时，
也不至于让用户觉得太贵用不起。

丁道师认为，共享单车运营成本与行业初期相比，应该有明
显改善。“现在并没有像过去一样无节制烧钱补贴，行业早已回归
到一个理性健康的轨道。经过多年竞争，共享单车市场格局稳
定，三家企业运营能力都很强，差别并不大。”

在艾媒咨询CEO张毅看来，共享单车调价，目前不是终点。
当前共享单车市场竞争格局比较稳定，从企业的角度来看，共享
单车市场已经从过去由大资本推动，逐步转向投资回报阶段，调
价是行业发展的结果。

张毅认为，共享单车商业模式清晰，本质上是利用公共空间
进行分钟级租赁，最大的成本是运维。在精细化运营的背景下，
如果企业盈利能力不足，需要在经营模式上查找问题。从这个角
度来看，包括共享单车在内的未来出行价格体系，需要更多监督，
多听取消费者等利益各方的意见，也需要物价部门参与，综合评
估实施。

代扫服务兴起

涨价的背后
是亏损的“三大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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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共享单车的运营成本不
断攀升，共享单车企业需面对车辆维
护、调度、折旧等高昂成本，尤其是在
人口密集的大城市，这些费用更是水
涨船高。单车的高损耗率和短寿命是
行业内的普遍现象，据哈啰出行招股书
透露，其单车年折旧率高达60%以上，仅2023
年一年，共享单车及电单车的折旧与减值就高达
66.88亿元。此外，各地管理部门对共享单车的管理
要求不断提高，例如设置停车区、加强调度管理等，这些
都增加了企业的运营支出。

其次，是各企业的盈利压力，共享单车行业在初期为了占领市
场，采取了低价甚至亏本运营的策略，导致企业长期亏损。随着市
场逐渐成熟，企业需要调整策略以实现盈利，涨价成为必然选择。

从各家的招股书和财报中可以看出，共享单车企业近年来一
直处于亏损状态。例如，哈啰单车在 2018年至 2020年的三年中，
累计亏损近50亿元。从美团公布的包含共享单车在内的新业务业
绩看，成绩也并不理想，2023年新业务板块亏损高达202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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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街头的共享单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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