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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报道，两会召开前，某共享单车宣布 3月 3日—5日骑行免费。事实上，自去年下半年以
来，共享单车就越来越火。人们骑着五颜六色的共享单车，穿行于北上广深等大城市的街头巷尾。

虽然目前尚难说清共享单车会普及到什么程度，以及共享单车怎么赚钱、能赚多少钱，羊毛是出

在羊身上、还是出在牛身上也远未定论。但风险投资大把“烧钱”、共享单车企业市场估值狂飙

的事实表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定这是一门将来能赚钱的好生意。 
    在无卡、无桩、随借随还的共享单车大受欢迎之际，“传统”的城市公共自行车利用率有所
降低。如果照这趋势一直下去，它们的命运似乎只能是困坐桩中，在风吹雨淋中渐渐老化、报废，

“传统”的城市公共自行车租赁系统也可能失去功效。 
    虽然按照熊彼特“创造性破坏”的说法，在创新过程中，现有模式配置下的资源出现有用而
未尽其用的现象不可避免，但尽可能降低转换过程中的资源浪费，是可以做到的。从这个意义上

说，公共自行车和共享单车一冷一热，引人深思。具体说，在新的技术条件下，政府或许需要重

新审视现有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方式，尽快识别出一些可资利用的新技术、新模式，并委之以

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的重任。 
    事实上，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以及人工智能为代表的一批新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
用，已经极大地改变了很多产品和服务的生产模式和成本结构。更重要的是，新技术推动下的商

业模式创新，让一些原来被认为只能由政府“赔钱”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不仅有企业愿意提

供，而且市场对之趋之若鹜。 
    为公众提供优质公共产品和服务是政府的职责，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要事事亲力亲为。更重
要的是，如果认定在新的技术和市场条件下，某项公共产品和服务能够由市场保质保量的提供，

那么政府最好尽早退出，转而帮助和支持企业提供相关产品和服务。如此一来，政府不仅可以提

高资源的利用效率，而且能将更多精力和资源集中到那些在目前技术和市场条件下还无法由市场

有效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上。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在乐见共享单车流行的同时，更要大胆的“借题发挥”“见异思迁”，
认真思考如何通过体制机制创新，释放和激发各种新技术、新商业模式在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方

面的巨大潜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