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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能，
今年上半年， 如火如荼的共享经济
引人注目。 一边是共享经济引发各
路资本竞相追逐， 不断有追赶“风
口”的企业纷纷加入，另一边则因部
分企业退市和相伴生的社会管理问
题引发争议。

7月3日， 国家发改委等八部委
发布《关于促进分享经济发展的指
导性意见》，意味着这一新的经济形
态发展从此有了规范和准绳。

“风口”上的共享经济将如何深
度影响中国社会？ 共享经济究竟能
够走多远？ 共享经济应如何与社会
管理互动？时至年中，记者深入多地
调研，探寻行业规律和未来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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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经济究竟能够走多远？应如何与社会管理互动？

“哪里有痛点，哪里就有共享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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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生活：让日子换个过法

这是一个在中国许多地
方成为现实的“共享24小时”
———

早上，用手机在“滴滴”
叫了一辆拼车， 来到共享办
公空间（Wework）里的公司
上班；中午，吃着美团外卖送
来的午餐， 顺便在闲鱼网上
卖掉了闲置的物品；下午，在
众包平台上为公司寻找新订
单；晚上，换上“衣23”上租来
的礼服去邻市吃饭。 来不及
回 来 ， 就 住 在 爱 彼 迎
（Airbnb）上预订的当地民宿
里，睡前还能在“知乎”和“喜
马拉雅”上付费听一场讲座、
换一点知识……

从共享单车、 汽车到共
享充电宝、雨伞、篮球、洗衣
机，从分享住宿到办公空间，
到分享知识、技能、劳务……
上世纪70年代发端于美国的
“分享经济”， 正在中国土壤
上迅速生长， 并带来生活方
式的巨变。

市场交易额约34520亿
元，比上年增长103%；融资
规模约1710亿元， 同比增长
130%； 参与活动人数超过6
亿人次， 提供服务者约6000
万人———来自国家信息中心
的2016年全年数据， 勾勒出
中国共享经济的三个关键
词：市场规模万亿级、融资千
亿级、参与人数亿级。

同济大学教授诸大建
说，共享经济往往瞄准痛点，
解决短板问题。 中国拥有先
进的互联网技术和超过7亿
多网民， 特别是移动支付的
广泛使用， 加上不断释放的
政策红利， 比较容易形成经

济爆发力。

共享制造：让企业换个玩法

致力于智能睡眠监测和
改 善 的 企 业 ———享 睡
（Sleepace）不曾想到，帮助
其避免倒闭命运的， 是一家
名为“硬蛋”的科技公司。在
那个被称为“制造业阿里巴
巴”的平台上，“享睡”找准了
产品定位， 从技术方案到市
场营销突破了很多困难。

科通芯城董事长、“硬
蛋”创始人康敬伟说，目前，
“硬蛋” 已汇集超过16000个
智能硬件创新项目，14000家
供应商以及1600万硬件粉
丝。 平台通过互联网和共享
模式打通各行业的核心产业
链， 把全球创新跟中国制造
联系在一起。

借助互联网平台共享闲
置设备， 共享生产线空闲档
期， 共享人才和服务……兴
起于大众消费和服务领域的
共享经济， 如雨后春笋般出
现在制造领域。

远在澳洲的企业通过手
机， 就能向云端的i5智能机
床下达生产指令， 按照加工
零部件的数量或时间， 给在
身处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沈阳
机床付费。 在这一生产过程
中，企业购买的不是“机床”，
而是“机床加工能力”。

“制造业将成为未来共
享经济的主战场。”中国社科
院财经院互联网经济研究室
主任李勇坚认为， 共享制造
能充分利用闲置生产设备，
降低企业成本， 信息精准对
接，推动制造业实现转型。

“共享制造”孕育着未来

社会生产分工形态的巨大变
革。 国家信息中心分享经济研
究中心主任张新红说：“在这一
模式下， 企业可以换个玩法更
好活下去。”

共享信任：让治理换个思路

小猪短租CEO陈驰至今仍
记得，2012年创业的第一单是
出租同事的一个沙发。

“分享住宿空间起步之初
最大的挑战是， 陌生人之间的
不信任。”陈驰说。

交易双方实名制、 引入芝
麻信用等第三方征信平台、互
联网晒信息增加透明度……这
是以科技为先导、 随观念变化
而产生的新的信任。

陈驰说，5年来的探索，正
逐步消解因信息不足对陌生人
抱有的戒备。目前，平台已覆盖
国内250多个城市， 拥有超过8
万套房源、500万活跃用户。

有创新， 就会冲破原有的
秩序，就会触动他方的利益，就
会有挑战。以共享单车为例，伴
随行业发展出现的安全、环境、
押金、 乱停乱放等问题开始浮
出水面。

“随着共享经济的迭代式
创新， 政府部门管理滞后开始
凸现。”张新红说。

《关于促进分享经济发展
的指导性意见》提出，要坚持包
容审慎的监管原则，探索建立政
府、平台企业、行业协会以及资
源提供者和消费者共同参与的
分享经济多方协同治理机制。

7月5日， 上海出台全国首
个分享自行车团体标准；7月10
日，杭州市城管委就无序投放、
违规停放等问题约谈9家共享
单车企业……一系列新的管理

办法， 反映出中国社会治理改
革正在破障前行。

共享未来：在下一个“风口”
起飞

继摩拜上月完成6亿美元
融资，7月初，ofo也宣布完成7
亿美元融资。资本盛宴下，一边
是各路“淘金者” 争相挤入市
场，一边不乏“悟空”“3Vbike”
等企业因亏损退市。

根 据 腾 讯 研 究 院
《2016-2017分享经济发展研
究报告》，目前出行行业有15家
企业关闭，主要为网约车、拼车
企业； 私厨平台因食品安全等
问题， 关闭的企业数量占比也
较大。

经历了初期“跑马圈地”
后，“共享经济”是“风口”已过
还是风头正劲？下一个“风口”
在哪里？

专家、学者高度认同：共享
经济毫无疑问将是我国经济发
展的一大趋势。

在ofo联合创始人张巳丁
看来， 个别企业的衰落并不代
表整个行业的“洗牌”。只要能
达到资源的优化配置， 就还会
有更多共享领域出现。 张新红
说， 当前无论从全球还是中国
看， 共享经济正处在导入期向
成长期过渡阶段。

国家信息中心分享经济研
究中心预测，未来几年，我国共
享经济仍将保持年均40%左右
的高速增长。到2020年，共享经
济规模会占到GDP的 10% ；
2025年预计达到20%。

“哪里有痛点， 哪里就有共
享的空间。”展望下一个“风口”，
教育、医疗、知识、物流、技能等
众多领域都有很大的共享空间。

作为今年上半年中国共享经济的亮
点，共享单车发展速度惊人。日前，记者
走进位于北京海淀区的ofo（北京拜克洛
克科技有限公司）总部，与其联合创始人
张巳丁面对面对话共享单车。

市场多久会进入饱和期

记者：按现在共享单车的扩张速度，
市场多久会进入饱和期？

张巳丁：业内有个笑话说，“赤橙黄绿
青蓝紫”，现在想入局共享单车，恐怕颜色
不太够了。但实际上，我认为，对于一个城
市，饱和这个说法有个逻辑误区。

共享单车的发展路径并不是往城市
疯狂投放车辆，达到100万辆或1000万辆
就算饱和了， 这个数量永远在因人们的
日常代步需求而变化。 这涉及精细化管
理，比如我们把北京划分为一个个网格，
地面运营团队分布到这些网格， 并按网
格内车辆流动效率、车辆报修频率、用户
使用频率等多项指标叠加形成考核指
标，每天基于网格数据进行调整、调度，以
此让城市一点点达到动态平衡。

如何不让坏车成为新“城市垃圾”

记者：人们担忧，大量坏车堆积如山，
影响城市秩序和环境，或将成为新的“城
市垃圾”。

张巳丁： 我们给自行车做“生命地
图”，通过给自行车所有零部件制作编码，
非常准确地知道每辆车是哪天被哪个工
厂生产的、被投放到哪里、被使用了多少
次、被哪些用户使用、是否有损坏等。一
旦这些数据达到我们规定的数量级，比
如服务用户上千上万次或跑了十万公
里，那这辆车就按报废流程处理了。

这个问题的解决， 实际上涉及到政
府、企业、公众的共同参与。作为企业，我
们需要不断完善自己的技术实力和运营
能力。在政府层面，希望未来城市规划设
计更多考虑骑行者的需求， 重新思考如
何对自行车更加友好。 而用户也要自发
形成良好的用车意识。

对共享单车未来的设想

记者：今年上半年，悟空单车、3Vbike
等几家共享单车创业企业的倒闭引发高
度关注。对于未来，你会担心吗？

张巳丁：其实每个行业里，企业都存
在兴盛和衰亡的过程。 现阶段共享单车
的“战场”留给新入局者的机会可能不多
了。我们设想的情况可能是，会有一些巨
头并存， 而体量较小的企业更专注在一
些垂直领域。

记者： 对共享单车的未来有哪些设
想？

张巳丁：未来充满无限可能。我们在
想有没有更好的解锁方式， 比如刷脸解
锁、 指纹解锁； 未来骑行是否会产生能
源， 并给城市交通基础设施供电或者给
自己的手机充电等。这些都是可期待的，
需要我们通过努力去一步步实现。

■均据新华社

共享单车多久会进入饱和期？

共享单车、汽车、雨伞……今年上半年，共享经济在全国发展得如火如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