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 7 月（总第 206 期） 

375  

综合论坛 

志愿服务嵌入共享单车规范发展的模式探索 
◆程永鹏  杨  柳 

（长沙师范学院） 

 
摘要：作为共享经济的一种发展形态，共享单车为公民解决“最后一公

里”带来全新体验。它在便利公民出行的同时，也存在乱停乱放、挤占

公共资源、影响市容市貌等突出问题。志愿服务的独特优势能够在破解

共享单车乱停乱放，倡导文明共享、绿色出行等方面中发挥积极作用。

具体实践中应通过加大规范使用共享单车宣传力度、搭建目标导向下的

志愿服务功能团队、增强共享单车规范发展协作合力等促进共享单车规

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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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共享单车乱停乱放的主要表现 
1.数百万辆单车入场，乱停乱放问题凸显 
据不完全统计，2016 年已有数十家企业进入共享单车领域，

包括摩拜、ofo、小蓝、优拜、骑呗等。截至 2018 月 2 月摩拜单
车已进入北京、上海、武汉等 15 座城市，在上海就投放了 10 万
辆；ofo 共享单车覆盖全国 33 座主要城市，单车 80 万辆。业内
人士估计，全国共享单车已有数百万辆。扫码骑走、手机付费的
共享单车解决了不少用户“出行最后一公里”问题，但也随之出
现乱停乱放等不文明现象，挤占公共空间，带来安全隐患。例如：
在北京不少地铁口，三三两两的黄色单车横七竖八随意停放，有
的甚至直接放在非机动车道或者人行道上。地铁口越来越多这种
黄色单车，有的靠边放，有的就直接放在入口处。在不少城市，
非机动车道、步行道、主次干道转弯口、闹市区，随处可见各种
颜色的共享单车，对环境秩序以及出行安全产生了影响。 

2.违停单车多被集中收缴，简单收缴可能导致“三输” 
目前，对于违停的单车各地如何处理？在上海、深圳、广州、

成都、南京等地，共享单车在人流拥挤地段违停，都被相关部门
集中收缴，有时达数百辆。在多地调查发现，目前对于违规停放
的共享单车，基本按照普通自行车的违停来管理。相关部门收缴
后将其统一保管，由运营公司前来联系取回。仅仅这样简单收缴
很可能导致“三输”：管理方浪费人力，单车公司资产受损，需
要骑车的用户用不了。 

二、志愿服务破解共享单车乱停乱放的可行性分析 
当前共享单车领域竞争激烈，摩拜、ofo、哈喽，三大“龙

头”分庭抗礼，后续企业前仆后继， 街道上堆满了五颜六色的
共享单车。但共享单车始终不属于闲置资源，也就不具有共享经
济视阈下的商品特征，无节制的投放却不注重维护，就容易出现
乱停乱放挤占社会空间、偷锁私藏引发信任危机等问题，最后受
损的往往还是企业和消费者。志愿服务具有志愿性、模范性、公
益性、组织性等，能够在破解共享单车乱停放中发挥积极作用。 

首先，志愿服务有利于塑造正能量价值理念。通过参与各类
志愿服务，志愿者能够巩固与增强对国家、社会及他人的责任感，
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塑造健康的心理与坚强的意志，形成团队
协作意识，从而在无私奉献中，进一步获得心灵的净化与精神的
升华。 

其次，志愿服务为志愿者搭建了奉献社会的重要平台。通过
参与志愿服务，志愿者有机会为社会问题的改善出力，为社会建
设出力，从而尽一份公民的责任和义务，回馈社会，贡献社会。 

再次，志愿服务有利于开拓知识视野、学习新知识与新技能。
各类志愿服务项目使志愿者接触不同领域的知识与技能，特别是
在正式志愿服务中，志愿组织往往为志愿者提供专项培训、组织
经验交流等，这都为志愿者提供了极好的学习机会。 

此外，通过志愿服务，志愿者的组织、协调、沟通等能力也
得以锻炼并提升。最后，志愿服务有利于丰富人生的阅历和生活

体验。志愿者服务的加入，降低了共享单车的管理约束成本。 
三、志愿服务嵌入共享单车规范发展的实践模式 
1.加大规范使用共享单车宣传力度 
在现行的共享单车发展环境下，单单依靠每个品牌共享单车

隶属企业的引导或少量的公益团队以及部分民间志愿服务、个人
的力量难以解决乱停乱放等突出问题；政府管理部门在积极发展
共享经济、便利公民出行的同时，还应积极增强公众的契约精神，
增强市民美化市容的责任感。通过共享单车志愿服务组织或共享
单车志愿服务使用主体等，携手企业、政府向公民或市民宣传引
导文明骑行、文明停车、文明使用、拒绝不文明和违法行为，提
高全民素质。与此同时，部分市民和用户并不知道有些行为是不
可行的或违法的，缺少宣传和引导。通过宣传引导文明骑行、文
明停车、文明使用、拒绝不文明和违法行为，提高全民素质，促
进共享单车文明健康和谐发展。 

2.搭建目标导向下的志愿服务功能团队 
（1）共享单车志愿服务宣传文明骑行团队 
志愿服务组织负责携手企业、社会共同向市民（公民）宣传

引导文明骑行，文明停车，拒绝不文明行为。向市民讲解什么是
不文明行为，什么是违法行为，什么是违章行为。提高全民文明
素质，促进共享单车新生事务在社会上文明健康发展，共同创建
文明和谐的社会。 

（2）共享单车志愿服务乱停放维护团队 
志愿服务组织携手企业、社会对于市民乱停放在人行道、机

道车道、人行天桥上、公交站台、小区、商场门品、城中村、人
流密集区域、公园里的共享单车将单车归位摆放好，对于被人恶
意损坏的共享单车统一摆放在收回维修位置，以便共享单车隶属
企业及时收回维修。同时给予城市发展和交通减少不必要的麻
烦，方便市民出行。例如，上海市虹口区嘉兴路街道也组织团员
青年、学生持续在辖区人流较为集中的地方，利用休息及课余时
间，做维护共享单车的参与者、有序停放的“宣传者”和“监督
者”。 

（3）共享单车志愿服务违章骑行监督团队 
志愿服务组织携手企业、社会对于违章骑行、机动车道上骑

行（逆向骑行）、家长携带小朋友一起共同骑行的、社区或公园
里违章骑行、未成年中小学生骑行的进行劝阻或制止，给予社会
减少安全事故，促进共享单车文明健康发展，携手共建社会文明
和谐。 

（4）共享单车志愿服务安全教育引导团队 
志愿服务组织携手企业、中小学校全面宣传禁止未成年 14

岁以下禁止七星共享单车，向家长和学生宣传为什禁止未成年
14 岁以下中小学生骑行共享单车，携手幼儿园向家长宣传不让
孩子坐在共享单车前面车蓝上，减少以及造成的危害和伤害是无
法估计的。孩子是祖国的未来，我们全社会携手共同让孩子们健
康发展，重视未成年儿童的安全。 

3.增强共享单车规范发展协作合力 
（1）政府管理部门出台相关管理政策 
共享单车的出现，给城市居民的日常出行带来福利，也在一

定程度上缓解了城市交通的压力，践行低碳绿色环保理念。但是
共享单车企业缺乏与城市管理者沟通合作，给城市管理带来了困
境。因此共享单车企业应和城市相关部门紧密合作，合理规划单
车的停靠站点以及共同合作加强单车的线下管理。要做到能有效
方便大众的日常生活，又不会造成城市交通枢纽拥堵，给城市的
管理带来混乱。认真贯彻政府下发的关于共享单车行业的相关文
件，在政府的规范引导下促使企业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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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共享单车企业完善规范使用机制 
共享单车企业应积极完善企业相关制度和措施，提升线下的

运维管理能力和建立有效的投诉反馈机制，更好地为顾客服务，
提升服务水平。加强技术投入力度，积极引进先进科技，如安装
先进的定位系统，对单车实时监控，保障用户的人身和财产安全。
积极进行技术革新，提高单车的使用寿命，回收报废车辆，进行
合理再利用。建立信用积分制度规范用户行为，对于故意损坏单
车的用户应将其拉入黑名单。 

（3）志愿服务引导社会公众规范使用 
共享单车为社会带来了绿色、健康的出行方式，方便了公众

的日常生活还能增强体育锻炼。因此，社会公众应该有意识的保
护这种新生事物，面对故意损坏单车的行为要给与监督和批评。
用户在使用共享单车时，要遵守交通规则，不占道，不乱停。避
免私占私藏、不锁车、违章骑行等不文明行为。有人把共享单车
比作是公民素质的轮子，这一概而论。故意损坏共享单车者也是
少数人。共享单车为公民的出行带来便利，还能锻炼公民的身体。
作为社会公民，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增强自身素质，保护好我们身
边的每一辆小共享单车。 

结语：共享单车作为互联网经济下的新产物，方便了社会公
众的出行，践行了低碳环保、绿色健康的发展理念，是共享经济
发展下的典型形态。但共享单车作为新事物，停放无序甚至成为
城市一道不文明的“伤疤”。志愿服务可以为破解共享单车乱停
乱放起到积极作用，但归根到底需要政府、企业、社会公众形成
合力共同推动其规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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