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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与创新

浅析共享汽车运营模式的选择以及调整方向
刘政伍　莫志敏　阳丽风

（湖南交通工程学院，湖南  衡阳 421001）

摘要：根据当前共享汽车运营模式单一，乘客体验感欠缺等

问题。利用对比分析法，总结得出共享汽车企业价值主张决定企

业价值创造，同时价值主张也决定了企业的运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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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经济下，资源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相分离，共享汽车企业

价值创造的焦点由交换价值转为使用价值（value-in-use）。共享

企业价值主张选择的不同将影响企业运营的开展，同时带来不同

的运营模式。

本文通过分析对比五家分时租赁共享汽车企业运营模式选择

的过程，总结得出共享汽车企业价值主张决定企业价值创造，同

时价值主张也决定了企业的运营模式，为共享汽车企业适应社会

需求而科学的制订方案提供了一定的借鉴价值。

一、共享汽车运营模式的选择

共享汽车投资企业 A 主张用户体验为企业运营理念，为了提

供最好的用户体验，共享汽车 A 公司提出共享汽车随意免费策略，

投入大量的人力、财力调配共享车辆，同时承担所有的停车费用，

注重用户的体验感。A 公司运营范围主要集中在一线城市或者各

省会城市的核心商业区域，精心化运作，辐射区域采用自由流动

还取车模式。用车结束后，车主任意停放在合法停车场，这样可

以使广大乘客更加方便用车。维护方面：共享汽车 A 公司按 1：2

的比例投入专业的员工维护所有的运营车辆，对共享汽车进行车

辆调度、车辆清洁、车辆加油、车辆充电、车辆维修等。宗旨是：

用户除了驾驶，其他任何事物都不用做，做到真正的高品质享受。

共享汽车投资企业 B 认为价格实惠更符合企业运营目的。在

运营过程中只需要考虑为用户提供低成本的服务。因此车辆采用

取还往返运营模式，以及共享模式（及多人载同一辆共享汽车）。

B 企业采取往返式运营模式，主要与大型企业、事业单位等合作，

共享车辆直接可以开入内部停车场。B 企业和其他大型企业或单

位签订合同，同时聘请少量维护人员，定点定时维护车辆。同时

开通线上共享顺风模式：各大企业、单位员工可以多人共用一台

共享汽车。乘客甲、乙、丙同时下班回家，借用平台预定共享车

辆，线上系统自动匹配，将方向一致的乘客拼成同一辆共享汽车，

价格按各自行使路程均匀分配，这样不仅提高了共享汽车利用率，

同时，给乘客节省乘车费用。

A、B 企业价值主张的不同决定了企业运营模式的不一样。A

企业主张乘客体验为先，采用自由流动式，投入更多资金进行维

护，用户消费成本提高；B 企业采用价格为先的模式，为降低成本，

采用定点式往返式，用户体验感降低，用车成本降低。另外 3 家

公司选择的价值主张、运营模式及优缺点总结如表 1 所示。

表 1 　共享汽车企业运营的典型例子

企业 价值主张 选择的运营模式 优缺点

A 企业 用户体验为先

（为用户带来高品质体验）

自由流动式

（投入更多的运营人员维护线下车

辆的各项事务，运营人车比例 1：2）

优点：驾驶体验好，服务品质高

缺点：价格昂贵、定位人群较少，主要针对一线

城市或部分省会城市核心商业圈高端人士

B 企业 服务价格为先

（收费为 8-12 元 / 小时 +0.9 元 / 公里）

往返式

（企业员工、事业单位）

优点：价格实惠

缺点：定点服务、驾驶体验低   

C 企业 服务价格为先

（以时间计价，比常用出租车实惠）

单程式

（限定区域开展运营）

优点：价格实惠

缺点：区域限制

D 企业 用户体验

（随时开车，费用较低）

自由流动式

（安排专业人员，实时维护）

优点：价格相对低，出行方便，主要针对城市工

薪阶层

缺点：驾驶体验感不足、品质不高

E 企业 用户体验

（便捷城市交通工具）

单程站点式

（固定的取还车网点）

优点：价格实惠、主要针对人群密度大的商业区

缺点：站点固定

通过对比分析可以进一步了解，共享汽车企业的运营模式是

围绕价值主张开展。A、D、E 企业的企业服务定位是用户体验为主，

共享汽车多采用自由流动的方式； B、C 企业注重的是服务价格，

多采用往返流动式。对于单程式选择，要根据企业实际情况进行

有针对性分析。对于 C 企业，在三线城市运营，停车费以及其他

维护成本低，因此采用单程式，而 E 企业是以客户体验为市场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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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其在一线城市运行，成本过大，选择运行成本相对较小的单

程式。但各大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也在不断的优化和调整自身的

运营模式，以适应时代发展。

二、共享汽车运营模式的后续调整

商业模式是由多个要素构成的复杂系统工程。讨论运营模式

后续调整的过程，同时也是对运营模式选择的补充。在五个案例中，

如表 2 所示，E 企业的运营模式是变化最大的，首先通过车辆还

取模式，其变化为初期的站点式变为自由流动式，之后又重新调

整为往返式。E 项目初期采取用户体验为先的操作模式，但前期

运营不乐观。但企业决策者及时调整，最后探索出一条以服务价

格为导向，自由流动停放模式，实现了企业快速发展。B 企业最

开始对市场的分析非常精准，企业结合自身情况，一直坚持服务

价格为导向，让利消费者，成为少见的创业之初至今一直盈利的

企业。另外三家企业：A 企业由于定位在城市繁华地段，且采用

自由式停取车模式，维护成本高，乘客使用率相对不乐观，好在

及时的调整将运营模式更改为单程式，且目前企业正考虑重新定

位，优化资源，快速实现企业盈利；C 企业根据近些年城市旅游

的发展，将眼光从城市繁华地段慢慢转移到旅游景点，因为模式

启用时间较短，需要不断的更新和调整，目前企业基本维持正常

运转；D 企业一开始价值定位为用户体验，采用成本费用更高的

自由流动式停车方略，在公司前期亏损阶段，决策者依然坚持不

合理的运营模式，导致后期维护成本高，最终企业停运。

表 2　 共享汽车企业运营模式调整对比

公司 运营绩效 调整方向

A 企业 一般、一度成为亏损状态 转为运营成本更低的单程式，发现运营状态不见好转，正在考虑价值定位

B 企业 盈利好 B 企业定位准确，运营模式合理，已服务价格为导向，吸引了大量的上班一族使用，B 企业根

据市场需求不断的优化调整自身服务业务，紧跟市场需求

C 企业 盈利状态一般 C 企业在适应社会消费需求的同时，不断的跟新自身的定位，有部分网点移向人口密度更大、

行程距离短、需求更大的旅游景区

D 企业 差，停运 D 企业投资成本极大，客户用量少，无以支撑共享汽车平日的维护。D 企业决策者未及时的调

整企业运营模式，导致企业关闭

E 企业 好  企业发展迅猛 W 城市和 Y

城市共享汽车投入量已经达到

4000 量

不断优化，E 企业在创立之初，企业出现了亏损，企业决策者及时的发现问题，调整企业定位标准，

转变观念，根据城市的实际需求做了大量的尝试，最终通过移动终端设备，优化自身服务类别，

提高性价比，吸引了大量的青年朋友，以保证了企业持续的盈利模式。

从以上五家企业后期运营状态可知：运营绩效决定了各企业

后期运营模式调整方向。运营绩效好时，企业应与时俱进的优化

更新运营模式，适应消费者需求，及时调整；运营绩效不良好时，

价值主张的优先可能发生变化，共享汽车企业重新选择运营模式，

以维持企业的正常发展。

三、结语

借助真实的共享汽车企业运营案例，本文针对共享汽车运营中

出现的用户体验不足、模式单一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挖掘。服务价格

和用户体验，是关系到共享汽车商业模式的两大重要因素，在重资

产运营的压力下，两者之间的矛盾比较尖锐。管理者对商业模式的

认知，决定了价值主张，单程站点式、自由流动式、往返式是当前

企业所选择的主流运营模式。企业运营需要考虑盈利，因此会根据

绩效对运营模式加以调整，如果运营成绩较差，企业将重新选择运

营模式；如果业绩较好，企业就会对既有的运营模式加以优化。本

文从市场需求入手，就共享汽车运营模式的选择以及调整方向进行

了深入分析，希望对相关企业能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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