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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终止登政出〔2019〕23号（网）、24号（网）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的公告
因信访问题， 经登封市人民政

府批准于 2019 年 12 月 20 日终
止编号为登政出 〔2019〕23 号
（网）、24 号（网）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挂牌出让活动。

特此公告

2019年 12 月 21 日

中国互联网协会公布的《中国互联网
发展报告2019》显示，2017年是中国共享
单车行业用户增长最为迅猛的一年，增长
率达到了 632.1％；2018年增长率急剧减
缓至14.6％，用户规模达2.35亿人。

仅仅两年，共享单车经历了从“颜
色不够用”到多家品牌“倒在路上”，如
今只剩几家头部企业“瓜分市场”。多
位专家表示，经历行业洗牌后，运营企
业到了通过比拼服务来抢夺存量用户
的阶段。与其再三涨价，不如辅助数
据分析，对单车进行精细化经营和科
学管理。

陈端建议，运营企业调整投放策略，
把有限的单车投放在人口密度较大的地

区，提升单车周转率。同时，在生产环节
使用新型材料及模组化设计，进一步降低
车辆运营成本。

哈啰出行、青桔单车等公司研发智能
调度数据、智能视觉交互系统，可实时识
别、智能判断和管理共享单车，实现投放
数量、骑行需求与停放管理之间的动态平
衡和效率最大化。

“共享单车本身很难盈利，但是把单
车放到更大的商业生态系统里，也许能带
来流量协同价值，促进行业良性发展。”李
红昌说，目前份额比较大的共享单车均有
集团支撑，单车出行的综合服务成本会大
大降低。
据新华社

我国社保卡
持卡人数超13亿人
电子社保卡签发量已超8000万张

新华社电 记者从 20日在此间举行
的社会保障卡20周年座谈会上了解到，目
前，社会保障卡持卡人数已超过 13亿人，
覆盖 93％以上人口，开通 100多项持卡应
用，其中电子社保卡自去年启动以来，签发
量已超过8000万张。

2018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签发了
首张电子社保卡，电子社保卡以实体社保
卡为基础，与实体社保卡“一一对应，唯一
映射，状态相同，功能相通”，实现线上业务
可信安全访问、接入安全管理、应用风险防
控及安全可追溯。

用社会保障卡完成身份验证，减少重
复填表和重复提交身份证明；98％以上的
地市使用社会保障卡进行就医购药结算；
80％以上的地市群众通过社会保障卡领取
养老金，60％以上的地市群众可持卡领取
失业金和工伤、生育津贴；一些地方还将进
公园、博物馆、图书馆，以及乘坐公交等功
能加载在社会保障卡上，实现了智慧城市
“一卡通”。一张小小的社会保障卡，是与
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民生卡。

会议要求，要加大社会保障卡发行服务
力度，到2025年基本覆盖全国人口，建立以
社会保障卡为载体的一卡通服务管理模式，
大力发展电子社保卡，形成线上线下综合服
务能力，在民生服务领域实现一卡通行。

中国“生土营建”项目
获2019年度世界人居奖

新华社电 中国乡村现代生土营建技
术的研究与推广项目，近日获得2019年度
世界人居奖铜奖。

记者从北京建筑大学了解到，在住房
和城乡建设部的支持和推广下，生土营建
项目于 2011年在甘肃省会宁县马岔村正
式启动，在当地先后完成一座村民活动中
心和32栋现代夯土示范农房。随后，在全
国17个省或地区开展示范和推广建设。

世界人居组织首席执行官爱兰德评价
说：“全世界有三分之一的人口居住在用生土
建造的房屋中，这种房屋模式经济、环保且防
火，十分实用。该项目重新定义了具有更高
质量的生土营建的未来。”

再三调整计价规则，一次骑行就要2元到3元

贵过公交的共享单车还能骑多久？

几乎是在很多人不知
不觉间，青桔单车、摩拜单
车以及哈啰出行等共享单
车的起步价在2019年悄
然提高到1.5元，一次骑
行往往要花费 2 元到 3
元，经常贵过公交。

记者近期在北京、成
都、福州等地走访调研发
现，从今年3月到 11月，
共享单车“不约而同”再三
调整计价规则。资本“退
烧”后，拥有数亿用户的共
享单车能走出一条什么样
的路？

纷纷涨价：
迎来“贵过公交时代”

“从孩子学校到家大约 4
公里，以前骑共享单车五毛钱，
最多一块钱，现在一块五起步，
有时要两块甚至两块五。”成都
市民袭先生说，明显觉得共享
单车涨价了。

北京市民李先生上班通勤路
程约 5公里。“公交一块，地铁三
块，骑单车单次花费在三块以
上。”李先生说，不过，如果买了月
卡，按每天骑两次算，每次不到五
毛钱；他这种使用频率较高的用
户，月卡比较划算。

记者梳理发现，这两年共享
单车市场行情发生较大变化，从
烧钱补贴到取消优惠，再到今年
多次涨价。

今年 3月，滴滴公司运营的
小蓝单车在北京引领第一轮涨
价，起步价由每 30分钟 1元更改
为每 15分钟 1元；4月，摩拜单车
“跟上”同样起步价。7月，摩拜
在上海、成都、深圳等地将起步价
从1元涨至1.5元。10月，摩拜在
北京起步价调整为1.5元，起步时
长为30分钟；滴滴运营的青桔很
快也“跟上”这个价格。

至此，摩拜、青桔及哈啰等主
流共享单车的起步价在全国大部
分地区完成了涨价。

“共享单车的涨价是这个
行业发展趋于理性的一种表
现。对于大多数用户，特别是
经常使用共享单车的用户，价
格调整的影响并不大，常用户
占到青桔订单量的一半以上。”
滴滴出行两轮车事业部总经理
张治东说。

美团披露的三季报数据显
示，与今年二季度相比，三季
度共享单车的经营亏损大幅
收窄。 10 月美团摩拜再次调
价时，给出的理由是“为了让
平台更好运营下去，形成良好
的循环”。

共享单车骑行价格一涨再涨，背后的
原因是什么？

“作为共享经济的标杆，共享单车发
展初期一度受到资本青睐；但在运营过程
中各种问题逐渐暴露出来，资本热度消退
之后，通过涨价提升运营收入弥补亏损也
是一个现实选择。”中央财经大学副教授
陈端说。

“2018年我国共享单车投融资总额
的增幅明显低于2017年。随着部分共享
单车企业退出市场，资本对行业持谨慎态
度，投融资金额增速放缓。”易观智库分析
师孙乃悦说，2019年，美团公司为减少摩
拜亏损开始撤出大部分海外市场，行业已
经不再“烧钱”扩张。

“涨价是必然选择，共享单车从商业
模式上讲是融资推动型，目前还未能通过
精细化运营达到现金流平衡。”北京交通
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李红昌说。

北京市交通委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
北京日均骑行量为 160.4万次，平均日周
转率仅为每辆 1.1次，日均活跃车辆仅占
报备车辆总量的16％。

“一辆单车的成本及维护费用按照平
均每辆 1500元算，每天周转 1.1次，每次
收入 1元算，需要 1360多天才能收回成

本。”李红昌说，回本收回前，车辆大都已
经破损。

多位专家表示，高损耗、高运维成本
和重资产扩张模式使得共享单车企业运
营成本高企，资本回报遥遥无期。运营企
业难以再有新投入，只能通过上调价格或
挖掘附加值来增强变现能力。

李红昌认为，预收押金使用原则确
定，企业难以“挪用”巨额押金也是企业上
调价格的重要原因。交通运输部、央行等
六部委联合印发的《交通运输新业态用户
资金管理办法（试行）》从今年6月正式实
施，办法规定运营企业原则上不收取用户
押金。

目前摩拜、青桔、哈啰等品牌已经不
再收取押金。对于已经收取押金的，用户
可以申请退回。深陷“资金泥潭”的ofo则
表示在努力处理押金问题。

记者调查发现，运营调度成本增加
等因素也是共享单车企业选择涨价的
原因之一。一些城市加强了对共享单
车停放的管理，部分共享单车企业共同
出资委托第三方企业对主城区的道路
及重要区域、重要商圈、交通堵点区域
的共享单车进行摆放、清洁、维护，增加
了企业运营成本。

涨价背后：资本退潮后成本高企

洗牌之后：再三涨价不如精细化经营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