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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内人士认为，南京此次提
出鼓励引导发展共享电动自行
车，其实是想借此消纳一部分家
用电动自行车的需求，加强电动
自行车的消防安全管理，预防和
减少火灾事故的发生。

“集中充电或者换电的共享
电动自行车，可以消纳一部分家
用电动自行车的使用需求。”顾大
松表示，如果确定鼓励规范发展
共享电动自行车，相关部门现在
就要研究储备政策了。

比如，应该采取备案制还是
特许经营制，哪些企业可以来投
放，以什么标准投放，是否适量减
少共享单车的投放量为共享电动
自行车腾出空间等。此外，当前
南京已经有多家企业发展智能换
电柜，能够统一充电、检测电池的
安全性，很多外卖员都在使用换
电电动车，推进家用电动自行车
的统一换电，也能预防和减少火

灾事故的发生。
“从城市发展来看，还是要坚

持公共交通优先发展。”郎亮认
为，无论是共享电动自行车还是
共享单车，都要适度发展。共享
电动自行车吸引的客流主要是公
交以及较长途的共享单车用户。

目前南京正在打造“地铁到
站、公交到家”线网建设，地铁已
经成为主流的公共交通出行方
式，除了地铁1、2、3号线高峰部
分区间外，其他地铁线路以及大
部分公交线路的运力还是较为富
余的。

公交现在要做的就是织密线
网，把客流更多地吸引到公共交
通上来。“我们的公交也要有所作
为。比如多开一些微循环、社区
巴士，公交线路要更多一点，站点
更密，早晚高峰等待时间更短，这
样才能提升公共交通的竞争力，
减少家用电动车的使用频次。”

近日，《南京市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办法（草案）》（以下简称《办法》）
公布，目前正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办法》中提到的“鼓励引导企业
有序发展共享电动自行车”引发热议。南京对共享电动自行车的态度由“暂不
发展”变为“鼓励引导”了？共享电动自行车是否将重回主城？如果回归，你赞
成吗？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李娜/文 刘畅/摄

共享电动自行车对南京来
说并不是新鲜事物。

2017 年初，七号、享骑等
多个共享电动自行车品牌曾在
主城大规模投放。不过，随着
交通运输部等十部门发布《关
于鼓励和规范互联网租赁自行
车发展的指导意见》，不鼓励发
展互联网租赁电动自行车，南
京也在《关于引导和规范互联
网租赁自行车发展的意见（试
行）》中，明确了对共享电动自
行车的态度：暂不发展。此后
共享电动自行车陆续撤离主
城。不过，在江宁大学城、仙林
大学城、六合、溧水等区域，为
了弥补公共交通不足，一直有
共享电动自行车投放。2023
年4月，江宁区更是挂出公示，
表示要以公交线网暂不能充分
覆盖的偏远地区为主，试投共
享电动自行车。

家住江宁大学城附近的小

刘告诉记者，这几年，大学城附
近投放了多家共享电动自行车
品牌，魔方、万想物、大马、哈
啰、云采……他家离地铁站有
一公里左右，说长不长说短也
不短，步行得 10分钟左右，骑
共享电动自行车就太方便了。

“价格也能接受，单次两块钱，
骑辆共享单车也得一块五，这
个省力。”

在方山附近一所大学任教
的王老师表示，他家离地铁 1
号线南医大站约两公里，有时
到主城办事或者出差，开车不
方便，共享电动自行车也是他
的补充出行方式之一。“感觉共
享电动自行车在主城反而发挥
不了太大作用，因为主城公交
比较方便。”

在六合区龙池附近，也有
多个共享电动自行车品牌投
放。家住德邑花园的袁先生
说，他家离龙池地铁站走路要

20分钟左右，骑共享电动自行
车只要6~8分钟，“这个是真方
便，有啥事来不及了，扫辆车子
就走了。”

探访中记者发现，目前在
江宁大学城与六合区部分区
域，共享电动自行车停放也相
对整齐。“之前地铁站附近乱停
还是比较多的，后来重新划定
了地理围栏，增加了维保人员，
加强了管理，才成了现在这
样。”小刘说，感觉共享电动自
行车比共享单车好管理，因为
电车要在小程序锁车计费，不
停在指定位置就没办法还车。

一名街道城管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和共享单车管理一样，
他们也与企业建立了共享电动
自行车共管群，共享电动自行
车在早晚高峰会出现乱停放的
情况，一般是用户赶时间，来不
及按照规定停放，就需要企业
运维人员在现场整理。

正在征求意见的《办法》中，
“鼓励引导企业有序发展共享电
动自行车”的提法引发了热议。
业内人士表示，从“暂不发展”到

“鼓励引导”，折射了南京对共享
电动自行车发展态度的转变。

东南大学交通法治与发展研
究中心执行主任顾大松对这种
变化表示赞同。他认为，此前暂
不发展共享电动自行车，很大的
因素其实是安全问题，现在鼓励
引导，从宏观层面看考虑的还是
安全问题。与2017年相比，现在
的情况发生了不少变化。2019
年《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
这一强制性国家标准的施行，让
共享电动自行车行业的硬件发
展更有章可循。共享电动自行
车电池的智慧化管理、集中充换
电等，相对同规模的家用电动自
行车更加具有安全性。

“共享电动自行车可以在一
定程度上解决市民的短途出行
问题，减少火灾事故，政府部门
应当学会用企业的钱来办事。”
顾大松表示，实际上，这两年，河
北、浙江、江西、河南等地均通过
出台地方性法规或政策文件规
范发展共享电动自行车，也有了
较为成熟的管理与运营经验。

也有不少人对“鼓励引导”
表示忧虑和反对。“城市不是试
验场，不能试一下就走，对人们
生活、交通产生的后果谁来承
担？”南京市公共交通乘客委员
会秘书长郎亮表示，当前南京有
数百万辆家用电动自行车，还有

相当数量的共享单车，很多地方
的非机动车停车位已经饱和。
如果鼓励引导，共享电动自行车
进入主城，哪里有多余的空间容
纳？此外，共享电动自行车也不
能保障绝对的安全，经历了前几
年共享单车乱象，更加需要人力
去管理的共享电动自行车停车、
换电等问题令人担忧。

另外一名交通专家也表示，
是否在全市鼓励共享电动自行
车发展，关乎全市市民的利益，
应当慎重决策。

从全国来看，目前北上广等
大型城市对共享电动自行车也
是持慎重发展的态度。南京一
直坚持公共交通优先的策略，在
地铁、公交线路规划建设中投入
并且还在继续投入大量的资
源。在公众的出行需求一定的
前提下，各个出行方式之间是此
消彼长的关系。鼓励发展共享
电动自行车，势必会对现有地
铁、公交发展产生冲击。“举个简
单的例子，如果地铁、公交因冲
击而控制运力规模，天气好的时
候大家可以骑共享电动自行车，
天气差的时候涌向地铁公交，这
对公共交通的承载力就会产生
巨大的考验。”

一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因
为《办法》主要是关于消防安全
方面的措施，“鼓励引导企业有
序发展共享电动自行车”的规
定，会对全市现有共享电动自行
车的投放区域产生多大影响，他
们还在研究中。江宁、仙林、六合、溧水等区域均有共享电动自行车投放

“暂不发展”变“鼓励引导”？
业内仍存争议

“鼓励引导”
可消纳部分家用电动自行车需求

共享电动自行车
拟重回南京主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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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宁大学城一处地铁站外的共享电动自行车

六合区龙池附近一处共享电动自行车停放点（受访者供图）江宁一处地铁站外的共享电动自行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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