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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量争议引发员工不满
共享单车的“园丁”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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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半年来，共享单车究竟少
了多少辆呢？记者从市交通委获
悉，根据各共享企业在去年8月报
送的数据显示，全市当时约有170
万辆车。而此后经过一段时间的
整治，累计清理约80万辆车。根
据信息平台监测，目前日均活跃
的车辆约60万辆，市面上在用的
车辆约100万辆。

在车辆明显减少的情况下，其
中的故障车便会愈发“显眼”。与
此同时，也有市民反映，今年以来，
路面共享单车运维人员的“露脸
率”低了不少，不再似过去随处可
见。有市民认为，这也可能是路上
一些故障车“无人问津”的原因。

孙师傅是ofo的一名运维人
员，2016年11月底入职后工作至
今，此前一直在静安区负责小黄车
的运维，“工作内容就是在路上找到
客户报修的坏车，然后带回维修点
维修。”然而从5月中旬开始，他和
几名同事一起参与了罢工。

孙师傅称，5月10日左右，公
司发布新规要求运维人员每日需
从街面找到35辆坏车送修，做不
到就要“走人”。“我每天都在做
的，一天找到 20 辆车已经很多
了。”孙师傅说，因为觉得自己肯
定完不成指标，索性和几名同事
一起罢工抗议。

据了解，ofo的运维工作均交

由第三方公司负责，而与孙师傅等
人签订合作合同的是北京万古恒
信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古公
司）。根据孙师傅出示的由该公司
发送的告知函显示，公司曾提醒孙
师傅，如果5月18日前其仍未回归
服务区域履行合作合同，将视为放
弃与该公司的合作。“我们感觉这个
行业也不行了，人也走了很多，我们
也不打算回去了，现在正在跟公司
谈赔偿的事。”

据他回忆，其所在的运维小
组此前曾有11人，如今连他在内
只剩4人，像孙师傅这样拒绝回去
上班的还有十几人，在他们看来，
共享单车的竞争已走到尾声，继
续干下去“意思不大”。

记者从万古公司获悉，公司目
前并未辞退这些员工，一直在联系
这些员工，等待他们复工，目前已有
两位员工复工。而对于孙师傅等人
所谓的运维人员大量流失，万古公
司透露，去年年底与该公司合作的
运维人员共有520人左右，目前这一
数字下降至近480人，波动不大。

ofo公司相关人员则表示，过
去公司采用纯人工找坏车的模式，
效率比较低，运维人员也容易作
弊，把好车拿去送修。去年3月份
公司开发了新的软件工具用于找
坏车，提高了找车效率，并杜绝了
作弊行为。ofo公司强调，公司从

未做出过开除孙师傅等人的决定，
“他们是觉得自己KPI(关键绩效指
标)达不到，以为我们要裁员。但
我们给的KPI八成的师傅都能完
成，KPI可以调整，不存在KPI达不
到就要开除。”对方表示，此事系公
司员工在传达消息时发生的误会，
事后该员工也和师傅做了解释，但
未获得对方认可。

在业内人士看来，类似的员工
纠纷只是行业运维人员流失现状
的冰山一角。对此，ofo方面也承
认，由于采用了新型工具，又赶上冬
季是骑行淡季，公司减少了兼职运
维人员的数量，“运维人数最多的时
候是超过2000人的，现在减少到将
近一半。相比其他的友商，我们的
运维人数是最多的。”

依据此前发布的团体标准，
共享单车企业应按照不低于投入
车辆千分之五的比例配备运维人
员。根据去年年底上海市交通委
披露的数据，截至2017年9月，在
上海投放的共享单车总数约为约
178万辆，而其中两大巨头摩拜、
ofo两家应当配备的运维人员应
当超过3000名。然而随着共享单
车的“减量工程”不断推进，由于
多种原因，运维人员的数量也有
着一定的下滑。如何在此基础上
继续保持对共享单车的高效率维
护是各企业急需思考的问题。

车难找、坏车多，告别“拼量”时代的共享单车行业迎来新的 “阵痛”

减少70万辆后 共享单车能否 走好下一个“最后一公里”

“单车坟场”里堆满了各种无人问津的共享单车“残体”。 本版摄影 青年报记者 张瑞麒

业内人士指出，经历了之前
行业发展的大开大合后，必须通
过立法来规范共享单车行业。今
年6月1日，市交通委在官网公布
《上海市互联网租赁自行车管理
办法（草案）》（以下简称《办法（草
案）》），至6月30日期间征询公众
意见。市交通委在《办法》起草过
程中开展了专题调研，听取部分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相关专家
的意见，并召开了互联网租赁自
行车企业座谈会。

《办法（草案）》要求，车辆需
安装具有车载卫星定位和精确查
找功能的装置、使用最长不超过3
年。运营企业应当建立专门管理
队伍或者委托第三方加强对车辆
的日常管理，及时收回故障车辆，
确保车辆符合规定要求。《办法
（草案）》同时要求，市交通行政管
理部门应当会同区主管部门建立
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动态调节指
标，根据车辆的使用周转情况、企
业运营维护情况、企业服务评价
情况、企业运营管理制度及其实
施情况、企业守法情况等因素对
运营企业投放车辆实施动态增减
调节。市交通行政管理部门、区
主管部门根据动态调节指标要求
运营企业核减车辆的，运营企业
应当执行。

业内人士认为，即将正式出
台的《办法（草案）》可以对行业
的发展和管理具有积极意义，然
而现阶段，仍需寻找一些办法解
决眼前的“车少且坏”的困局。
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
特约研究员李俊慧认为，共享单
车找不到的原因目前仍难下定
论，“究竟是因为车辆被监管部
门收走了,还是运营企业自己回
收了？目前似乎看不到准确的原
因。从用户的直观感受来看，城

市里可供骑行的单车数量是减少
了。街头车辆多为坏车，也对用
户的使用体验带来了伤害。”他
认为，对于坏车需要共享单车企
业加强线下运维，及时修理或更
换新车。

除了企业需要及时应对外，
有共享单车行业资深人士建议，
政府也可以尝试打开“以旧换新”
的口子，允许企业对路面老旧车
辆进行一定范围内的置换。对
此，李俊慧指出，车辆置换，本质
上以新换旧，政府在管理时，要结
合单车企业或平台的前期运营情
况，加强对车辆置换投放的监测，
避免部分平台或企业打着置换的
名义，变相增加车辆投放，重回拼
车辆规模的老路。

市交通委相关负责人此前在
接受媒体采访时曾透露，对于故
障车问题，他们希望借助互联网
的手段解决。即通过 1：1 的方
式让共享单车企业对故障车辆进
行置换，而相关置换工作已经在
静安区的部分区域进行试点。摩
拜单车华东区公共关系总监朱乾
此前也曾在媒体上称：“为改善
车辆安全状况，提高市民骑行满
意度，经报备市区两级交通管理
部门同意，摩拜单车进行了同比
例置换。”

市交通委此前曾表示，目前
绝大多数车辆都接入了电子信
息管理平台，每辆车有对应编
号，平台也可对跟踪车辆位置。
这确保了管理部门可以监控企
业置换故障车的过程，包括换下
来的车运往何处。另一方面，随
着电子信息管理平台的完善，政
府也将有能力对故障车辆进行
跟踪，确保政府可以逐步掌握车
辆的使用情况，并且判断出是否
出现了故障。

坏车频现，也让一些用户对
共享单车行业的前景产生担
忧。刚刚形成了骑行共享单车
习惯的市民朱女士就担心，随着
几家巨头企业破产或被收购，
原本用于填补最后一公里空白
的共享单车未来恐沦为一个

“花架子”。
共享单车行业未来路在何

方？李俊慧指出，共享单车行业
从此前的大火到现在的降温，说
到底还是这个行业本身出现了一
些问题，比如对于用户押金的管
理存在诸多问题，对用户押金安
全没有尽到保护责任，甚至有挪
用不还现象损害了公共利益，进
而对整个行业的公众信任带来了
伤害，从本质上来看，这个服务要
延续下去，首先要重塑用户信心，
而要重塑用户信心，最好的办法
就是落实相关政策要求，实现押
金专款专用，推行免押骑行。其
次要做好线下和线上多维运营，

其三要和监管部门实现良性互
动，为公众出行提供更加安全便
捷可信赖的服务。

市自行车协会秘书长郭建
荣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建议，
规范共享单车行业，一要减量，
二要建立淘汰机制。他指出，根
据上海的实际情况，保有 50 万
至 60 万辆车比较合适，既能满
足市民的用车需求，又不会侵占
过多的城市道路。而且单车数
量少了，需要的维护人员也相对
减少，比较容易管理。他认为，
在停止投放的基础上，上海不仅
要把故障车淘汰掉，而且要减少
总量。

他还建议，通过对共享单车
品牌进行考核实现“优胜劣汰”。
由政府部门督促企业遵照标准运
营，将那些运维不得力的企业清
除出市场。而在企业退市时，也
要督促其把已经投放的共享单车
清理掉，避免留下“僵尸车”。

燃眉之急：车损问题如何破局？

政府试点：运用互联网手段1：1置换

未雨绸缪：共享单车前路如何走？

专家支招：减量同时完善淘汰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