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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府:公共自行车“路”在何方？
文·摄影/首席记者 张学博 实习生 赵中华

2013年10月，呼和浩特市公共自行车正式投入运行。颜色鲜艳、造型美观的公共自行车不仅为首府增色，更方便了市民出行。
不过，从2017年开始，共享单车如雨后春笋般相继出现，其方便灵活的用车方式受到了首府人民的青睐，“小蓝车”、“小红车”

等火速占领了首府自助单车市场。在共享单车的“围追堵截”中，首府公共自行车的现状如何？又将如何发展？近日，记者对此进行
了调查。

站点冷清
连日来，记者在首府走访时发现，在首府

的街头巷尾，市民们的代步工具大多是各色共
享单车，而早期便民单车———公共自行车却少
人问津。

前几年，每逢上下班期间，中山路、新华大
街等人流密集区的公共自行车就会出现一车
难求的情况。现在呢？5月7日17时10分许，记者
来到内蒙古妇幼保健院站公共自行车租车点，
在15分钟时间里，只有一人前来归还车辆。在
该站点，记者采访了正在还车的张婧。她说，当
时办卡交了210元的信用保证金，并预存了20
元的消费金额，虽然现在的共享单车很方便，
但是自己没有支付宝，骑行只能选择公共自行
车。她表示，以后也会尝试使用共享单车，毕竟
能直接骑到家门口。

17时50分，记者又来到位于中山东路的联
通大厦公共自行车租车点，该站点共有60个桩
位，由于此时正值下班高峰期，桩位上只停着5
辆公共自行车。记者在此观察了20分钟，发现
只有两人前来取还车，而停放在旁边人行道上
的几辆共享单车倒是很快被人扫码骑走。

采访中，市民王玉荣说，自己的公共自行
车租车卡已经使用3年了。公共自行车刚兴起
时，市中心路段的公共自行车站点很热闹，上
下班高峰桩位不够时，还能看到管理员在现场
维持秩序，把多余的车子用链锁锁住，以空出
桩位供市民停放，而现在的桩位都空空如也。

5月7~10日期间，记者还走访了昭君路、机
场北辅路等路段的公共自行车租车点，发现上
述站点的公共自行车使用率也很低。

用户减少
“今年4月份，我办理了公共自行车租车卡

退卡业务，并拿回了210元的信用保证金。”采
访中，市民刘先生告诉记者。他坦言，退卡的主
要原因就是因为共享单车。“我是在2015年办
理的公共自行车租车卡，我记得当时首府市
区投放了不少公共自行车，都是崭新的，每天
路上都可以看到很多骑车的人。可是，随着近
两年各式共享单车的大量投放，我发现自己
的公共自行车租车卡开始闲置了。现在路上
随处可见共享单车，我也就懒得再去找公共
自行车了，只要拿出手机扫一下就可以随停
随骑。”刘先生这样说道。同样，在呼和浩特市
一所大学读大三的杨千炜，曾经为了兼职家
教省时间选择了骑公共自行车，而在他刚办
卡不久，共享单车就出现了，他便果断退了
卡。

在共享单车的冲击下，公共自行车的持卡
用户逐渐流失。呼和浩特市城环出租车服务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樊丽华告诉记者，呼和浩特市
公共自行车于2013年投入运行，后期随着站点
的不断完善以及投放车辆的增多，办理租车卡
的用户与日俱增，2015年租车卡持卡数量达到
12万多张。从2017年共享单车陆续投放首府市
场后，公共自行车租车卡数量不断下降，截至
今年4月底，租车卡数量为9万多张。

各有优势
对于中老年人来说，刷卡存车、刷卡取车，公共自行车传统的存取

方式更加适合他们；而对于一些年轻人来说，则更喜欢线上扫码出行
的共享单车……

采访中，市民王军表示，公共自行车是政府公益项目，侧重考虑公
共秩序等问题，而且维护的比较好，损坏率比较低，共享单车故障较
多，而且存在乱停放的问题。“另外，公共自行车骑行一个小时内免费，
而共享单车骑行超过15分钟就要收费，这一点深受中老年用户的喜
爱！”王军说道。

不用办卡扫码就能租车，还车方便不受桩位限制，样式新潮色彩
亮丽……不少市民则更青睐于共享单车。市民刘春风认为，共享单车
租还车方便，这就摆脱了传统公共自行车必须停放在指定区域的束
缚。“以前上班经常选择公共自行车，然而到了站点后不是没有自行
车，就是到了单位附近还不了车。”刘春风告诉记者。

万事皆有利弊，不管是共享单车还是公共自行车，初衷就是为了
解决人们短途出行的难题，如果二者形成互补，取长补短，面向不同的
群体和地区，将会“双赢”。“我平时也骑共享单车，比起公共自行车确
实要方便一些，但是公共自行车由政府管理，心里更踏实一些。对于我
们老百姓来说，无论是共享单车还是公共自行车，出门碰见哪个就用
哪个，只要方便就好。”对于两种自助单车，市民杨女士代表了更多人
的态度。

创新升级
记者通过梳理发现，自2017年11月以来，已有武汉、长

沙、福州、滨州、广州等地的公共自行车陆续停止运营。在
共享单车的冲击下，首府的公共自行车未来又将如何？采
访中，记者从呼和浩特市城环出租车服务有限公司了解
到，今年1月1日至5月7日，呼和浩特市公共自行车租还总
计量达2586725次，日平均租还达21000次左右。由于地铁
及高架桥施工，一些站点被暂时拆除，数量由330个减少至
259个。此外，由于达到报废期，全市半数公共自行车被回
收，目前只剩5040辆自行车在运营。

对此，呼和浩特市城环出租车服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樊丽华表示，由于站点减少，现有的公共自行车数量是够
用的。而之所以到现在没有及时补充新的自行车，一方面
有修路的因素，另一方面是准备借此机会对首府公共自行
车系统进行创新升级。

“许多年轻人选择共享单车，主要还是觉得公共自行
车存取不便，利用互联网+的思维，我们也要对公共自行车
进行创新升级，如利用电子围栏这些高科技手段来服务我
们的公共自行车，从而具备随租随还等与共享单车一样的
功能，提高呼和浩特市公共自行车的使用率。”樊丽华告诉
记者，通过借鉴国内一些城市的先进经验，该公司准备着
手开展公共自行车交通系统升级改造项目，即通过提高容
错性兼容现有桩位公共自行车和电子围栏共享单车所有
功能，利用现有桩位和电子桩以及线上的手机APP平台，
结合专业运营、有序管理，实现“有桩+无桩”的管理模式，
最大化解决还车难问题，提高调运及时性。该项目计划在5
月底前进行试点，地点位于新城区爱民街邻里中心，如果
取得一定效果，将会在全市范围推广。

“依托现有城市公共自行车系统资源，实现“有桩+无
桩”的融合只需要对现有的自行车加装智能锁，升级站点
设备软件进行，APP软件迭代……”樊丽华说。

樊丽华表示，相比现有固定桩位，采用电子围栏这一
存取车技术将会降低公共自行车投入及运营成本，有利于
扩大公共自行车的辐射范围。同时，有桩与无桩、线上与线
下融合的方式不仅能满足中老年群体的骑行需求，还能吸
引更多的年轻群体。

需要爱护
改造升级只是一个首府公共自行车继续存续的一个

方面，广大市民的爱护才能让它发展的更长久。5月13日上
午，记者在呼和浩特市城环出租车服务有限公司采访时看
到，该公司院内堆放了大量报废的公共自行车，仔细观察
后记者发现，有不少自行车之前明显受到了人为破坏，其
中，有的自行车的车座被划破了皮，有的车轮变了形，有的
车身漆皮被划掉……

采访中，樊丽华告诉记者，公共自行车在首府运营几年
来，时常出现划车座、暴力取车、打砸配套设备等现象。樊丽
华呼吁，在享受公共自行车给日常出行带来便利的同时，请
广大市民自觉爱护公共设施、文明骑行。市民如发现有疑似
破坏车辆的行为，请及时拨打热线电话“968989”进行反映。

据了解，公共自行车在运营之初就制定了《公共自行
车损坏遗失赔偿标准》，其中明确规定：车架损坏赔偿每台
180元，传动轴损坏赔偿每支435元、脚蹬损坏赔偿每个39
元、车座损坏赔偿每个34元。另外，根据法律规定，如果在
使用公共自行车时故意破坏自行车或站点设备，达到《刑
法》第二百七十五条规定的故意毁坏财物罪的构成要件，
则需要承担刑事责任。

公共自行车站点

公共自行车很“受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