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年 7 月 14 日
星期五

编辑：许静 |美编：王春卉 |责校：李传富A08 时事

6月的短短十天内， 运营不足半年的两家
共享企业———悟空单车和3Vbike相继宣布退
出市场。 与此同时，公众对于共享单车的良好
体验开始出现明显反转：押金风险、乱停占道、
街头废钢、骑行安全等问题频频被曝光。

据上海市自行车行业协会统计，全国共享
单车的投放总量已接近1500万辆。 这个被视
为巨大“风口”的市场，是否正迎来“洗牌期”？

市场冰火两重天，企业倒闭与“融资
潮”齐现

悟空单车创始人雷厚义透露，此次共亏损
近300万元。 资金的匮乏，让悟空单车在选择
合作方时“捉襟见肘”，只能选择小厂商，其后
果就是，“因为生产线不成熟，导致有些单车的
脚踏板都掉了”。

而3Vbike的倒闭则是因为丢车。 创始人
巫盛华坦言， 这与公司在单车防盗及定位系
统等软件方面的投入不足有关。“因为加上这
些软件，一辆单车的成本几乎翻倍，这让我们
难以承受。 ”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在悟空单车和
3Vbike因为资金缺口被迫停止运营的同时，
还有单车企业迎来了“融资潮”。

在资本的推动下，全国共享单车的投放数
量正持续增加。 据上海市自行车行业协会统
计，如果将国内各大共享单车平台公报数据相
加，全国共享单车投放总量已接近1500万辆，
其中，摩拜和OFO两家占比近八成。

交通部科学研究院城市交通研究中心副
研究员尹志芳称，截至5月底，国内共享单车
（电单车）企业已超过50家。

用户体验“反转”下的市场隐忧

在最早推广共享单车的一线城市街头，重
现了多年前“自行车王国”的骑行盛景。不过，不

少用户的体验却开始反转， 押金风险、 违规占
道、街头废钢、骑行安全等隐忧逐渐浮现、放大。

———巨额押金安全依然是关注焦点。虽然
一些共享单车以“信用模式”取代了“押金模
式”，但在行业内，“押金模式”仍占主流。 有业
内人士算了一笔账， 摩拜和OFO均宣称注册
用户过亿， 摩拜单车押金299元，OFO的押金
99元，但近期已涨至199元。 照此估算，仅两家
企业就收取押金约400亿元。

北京隆安（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周雷认
为，共享单车企业尚无成熟盈利模式，收取的
巨额押金及利息是重要的收入来源。

———从“寻车难”到“找路难”。乱停乱放成
为共享单车被诟病的首要原因。“一开始还觉
得赏心悦目，现在的乱停放令人有些生厌。 ”

在北京三里屯太古里的十字路口，记者看
到，不同颜色的共享单车已经将非机动车道占
得只剩下一半了。“虽然有划线的地方， 但根
本不够，位置早满了。 ”

———“街头废铁”的担忧初现。 上海市自行
车行业协会经过调研发现， 绝大多数共享单车
除车架之外的零部件寿命难以超过三年， 需定
期强制报废。而两家共享单车企业的倒闭，引发
公众对倒闭企业的单车应由谁来回收的讨论。

多位业内人士认为，一些单车企业盲目跟
进、大肆扩张，现有共享单车未来几年将迎来

“报废潮”。 实际上，许多一线城市的热点区域
已可见“僵尸车”和“报废车”。

记者调查了解到， 一辆单车重量多在15
公斤至25公斤之间，基本都是铁件，少量的是
塑料件及轮胎为橡胶材料， 按照每辆车20公
斤计算，500万辆车产生10万吨废铁及塑料、
橡胶等。一旦回收不利，将严重影响公共环境，
且造成大量社会资源的浪费。

———故障车维护不及时，埋下骑行安全隐
患。 今年1月份，一位北京市民在骑行共享单
车下坡时因车辆失控而摔伤，认为是刹车失灵
所致，遂将未尽维护检修义务的运营商诉至法

院，索赔医疗费等2万元。
专家建议划清政府管理“红线”，共享单车

孕育新技术和商业模式。
当行业规范滞后于规模扩张速度，共享单

车给社会秩序带来的负面影响日益凸显。 记
者注意到，多地政府已采取了行动。

今年6月份， 北京海淀法院受理了首起因
“共享单车乱停放”引发的诉讼案，一物业公司
向共享单车运营商提出索赔请求；7月7日，宁夏
固原街头刚投放的共享单车被城管部门暂扣，
理由是“没有任何行政许可及行政审批手续，属
于非法投放”；7月10日， 杭州市约谈9家共享单
车企业，要求暂停投放新车，企业出示对用户违
停进行的信用处罚记录，领回此前因无序投放、
停放被“搬离保管”的2.3万辆共享单车。

不少专家认为，许多经济新业态的出现都
会伴生社会管理问题，政府在规范行业秩序的
同时，应给予企业充分竞争的空间。

交通部管理干部学院教授张柱庭说，共享
单车行业的市场才刚培养起来，不用急于设立
准入机制， 鼓励和规范是共享单车发展的基
调，“放、管、服”策略适用于现阶段，政府规范的
重点可放在保障企业合法竞争、保障用户押金
与信息安全、打击破坏盗窃共享单车等方面。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许正中建议，政府可变
“过程管控”为“结果管控”，明确管控“红线”。

业内人士称，共享单车行业正从白热化竞
争向差异化竞争的阶段过渡。 行业乱象将倒
逼企业技术升级，改进服务质量，以提升用户
的满意度，确保市场的持续占有率。

“行业虽没有到‘拐点’期，但已到了‘洗
牌’期。 ”许正中说，未来将是高科技者为王，
商业模式创新也将胜出。 优拜单车智能设备
部总经理廖健良说，未来共享单车可能满足的
不仅仅是“最后一公里”需求，或将应用于更多
场景。 江苏金恒泰电控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林枫举例说，健康单车、物流单车、校园单车等
细分市场的新产品将问世。 /新华社

国家邮政局市场监管司司长冯力虎11日
在国家邮政局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按照
试点先行、逐步推广的原则，力争在2018年年
底前实现实名收寄信息化全覆盖。

逐步试点推广实名收寄
自2015年10月起， 我国全面推动快递实

名收寄制度。“寄递服务不同于传统邮局柜台
式服务，市场主体众多，流动作业性强，手工
登记实名信息安全性低， 实名收寄制度落实
起来有很大艰巨性和复杂性。 ”冯力虎说，目
前实名收寄还在试点推广阶段。 今年4月起，
全国153个城市启动了实名收寄信息系统推
广应用试点。

国家邮政局在第三方评估的基础上，结
合行业特点，指导大型快递企业开发了“企业
版”实名收寄信息系统，同时针对个人用户以
及2万多家小企业，研发了适用于区域型快递
企业的“公共版”实名收寄App。

截至6月底，国家邮政局实名信息监管平
台共接入邮政EMS、顺丰、“三通一达”、百世
等10家主要品牌寄递企业， 占行业业务总量
约90%； 全网信息化实名收寄业务量累计完
成3亿件，日均500多万件，实名收寄信息系统
在线注册用户达2250万人。

二维码快速验证
国家邮政局邮政业安全中心技术处工程

师许良锋介绍， 国家邮政局面向个人和企业
用户研发了“安易递实名寄递公共服务平
台”。 该平台通过寄递统一二维码、图像自动
识别等技术实现快递实名制信息化。

记者看到，使用用户版App时，用户可通
过扫描身份证进行实名认证， 并自动生成身
份二维码。 每次寄件时，只需出示手机上的身
份二维码，快速验证身份信息，避免了频繁出
示身份证的麻烦。

除了国家邮政局的公共服务平台， 有近
10家快递企业也研发了类似的信息采集平
台。 在防止信息泄露方面，采集的个人信息数
据实行“总对总”共享模式，所有信息在终端
上不存储，也不经过企业终端，30秒内强制上
传到国家邮政局信息监管平台， 从而形成实
名信息数据单向封闭流动， 确保实名信息安
全。

白名单核验快递员身份
很多消费者觉得快递员流行性大， 也不

能辨别快递员的身份真假， 对实名制录入个
人信息的安全存有疑虑。

为方便寄递用户核验快递员身份真实

性，在加强快递员实名管理的基础上，各企业
要对快递员逐一建立身份信息二维码， 供用
户实时扫描查验快递员身份的真实性。

冯力虎说， 以国家邮政局的收寄App为
例， 系统中专门设置了收派员实名信息采集
模块， 快递员在使用设备对用户信息进行采
集前， 必须将自身实名信息先行上传信息系
统，从而固化信息采集责任，确保寄递用户信
息安全。

“国家邮政局将采取白名单模式落实对
企业人员的管理， 快递企业将从业人员身
份信息提交到国家邮政局审核， 再分配对
应的用户名和账号，否则无法使用。 ”冯力
虎说。 /新华社

辽宁省卫计委近日宣布， 到 2017 年
底，辽宁所有城市都将开展家庭医生签约
服务，普通人群规范签约覆盖率达到 30%
以上。

辽宁省卫计委表示 ， 将探索建立
“1+1+1”的组合签约服务模式，引导居民
或家庭在与家庭医生团队签约的同时，自
愿选择一所二级或三级医院进行疾病救
治。到 2020 年，辽宁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将
扩大到全人群，形成长期稳定的契约服务
关系，基本实现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全
覆盖。

据了解，签约服务包括基础性和个性
化两部分服务包。 其中，基础性签约服务
包内容包括中西医诊治、合理用药、就医
指导、转诊预约、慢病管理、健康教育和健
康促进、公共卫生、建立电子健康档案、预
防接种、重点疾病和重点人群的健康管理
服务。 个性化签约服务包内容包括健康评
估、康复指导、家庭病床服务、家庭护理、
远程健康监测、心理干预以及特定人群和
特殊疾病健康管理等服务。

同时， 辽宁将积极开展分类签约，着
重对重点人群的健康特点和基本需求进
行分析梳理，科学制定适合不同重点人群
的特色服务包，如老年包、孕产妇包、儿童
包、家庭病床包、残疾人康复包、慢病管理
包、中医药服务包等。

/ 新华社

一月内两家企业相继倒闭，用户体验出现反转———
共享单车迎来“洗牌期”？

“点一点”寄件“扫一扫”查验———

国家邮政局解读快递实名收寄

辽宁：
所有城市开展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二级以上医院应建应急安保队伍 ，
醉酒、精神或行为异常患者由保卫人员
陪诊……国家卫生计生委等三部门日
前出台《严密防控涉医违法犯罪维护正
常医疗秩序的意见》，亮出“组合拳 ”维
护正常医疗秩序，严惩伤医、医闹行为。

国家卫计委医政医管局负责人表
示，近年来，全国医疗纠纷和涉医刑事案
件、治安案件明显减少。 医疗纠纷数量和
涉医违法犯罪案件数量实现连续三年
“双下降”的良好势头。 但是暴力伤害医
务人员案件和各类扰乱医疗机构正常秩
序的事件仍时有发生， 有的造成了严重
后果和恶劣影响。

“一些医院在排查、防范纠纷上做得
并不好， 部分医院管理者在防控纠纷上
反应很迟钝， 一些明显可见的危险因素
被忽略，导致原本可以化解的冲突、可以
防范的伤害，最后还是不幸发生了。 ” 国
家卫计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意见从十个方面对医疗机构坚持以
患者为中心改进服务， 同时加强安保安
防，维护正常医疗秩序提出了明确要求。

意见提出， 二级以上医院建立应急
安保队伍， 安装符合标准要求的监控设
备。“在医疗机构内遇有持刀、持械或其
他危险物品伤害、 劫持医务人员和患者
的， 应急安保队伍应当立即采取必要手
段果断制止，迅速控制行凶者，救助受伤
人员。 ”要将涉医违法犯罪行为人纳入社
会信用体系， 依法依规施行联合惩戒并
通报其所在单位。

在强化安保措施的同时， 意见提出
医疗机构应当建立诊区管理制度， 遇有
醉酒、精神或行为异常患者就诊，要安排
保卫人员陪诊， 一旦出现突发情况立即
采取果断措施， 确保医务人员及患者安
全。

对于涉医矛盾纠纷 ， 意见明确，二
级以上医院必须设立专门部门受理群
众投诉 ，主动排查医患矛盾纠纷 ，及早
调处化解。

/ 新华社

国家卫计委等三部门：

“组合拳”防控
伤医、医闹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