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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分析了当前汽车共享出行的发展环境、发展趋势与发展机遇，梳理了汽车共享出行与智慧城市之间的共生关系。

对我国汽车共享出行的典型发展模式进行分析、实践经验进行总结，从新技术、新需求以及新模式三个维度阐述了汽车共享

出行发展的新理念。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我国汽车共享出行创新发展的五种典型路径，基于发展路径对我国未来智慧城市汽

车共享出行生态进行了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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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first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trends, and opportunities for shared mobility, and elaborates the 
symbio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shared mobility and smart city. The typical development mode and practical experiences of shared 
mobility in China are summarized and analyzed. Then, new concepts for shared mobility development are expounded from three 
dimensions of new technology, new demand, and new model. On this basis, five typical paths for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shared 
mobility in China are summarized and proposed. Finally, the concept of shared mobility ecology in future smart cities in China is 
conceived.
Keywords: smart city; shared mobility; development mode; path analysis; ecology conception

汽车共享出行是集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

等先进技术为基础，以精准匹配出行供需资源为目

标，在使用时间、合乘空间以及汽车使用权等方面

进行多维度共享，有效融合乘客出行需求、车辆利

用需求以及路网畅通需求的出行方式，正逐渐渗透

于交通管理新理念及智慧城市建设发展之中。汽车

共享出行作为智能交通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及智慧城

市的关键出行模式，在提升出行效率、合理分配社

会资源、促进智慧城市建设等方面起着不可或缺的

作用。同时，共享出行服务平台的建设重塑了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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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生态圈，从而引发了城市综合交通体系的深刻

变革 [1~3]。

一、汽车共享出行的发展趋势与空前机遇

随着我国居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庞大的

汽车消费以及出行需求所引发的问题纷至沓来，城

市交通不得不面临环境恶化、事故频发以及路网

拥堵等严峻问题。截至 2018 年年底，我国汽车驾

驶人已达到 3.69 亿，汽车保有量达到 2.4 亿辆。一

方面，我国日益增长的汽车驾驶人数与汽车保有

量之间的不均衡关系，导致居民将继续保持对汽车

消费的渴望和需求；另一方面，我国千人汽车保

有量仅为 172 辆，与世界汽车发达国家仍有很大差

距。而汽车驾驶人和汽车保有量的持续增加将会使

城市交通负荷不断增大，甚至部分城市交通承载能

力已经逼近极限。高德地图城市交通大数据报告分

析显示 [4]，受高德地图交通监测的 361 个城市中，

10%~15% 的城市通勤高峰受拥堵威胁，55%~60%
的城市通勤高峰处于缓行状态，这其中有很大的乘

坐空间资源被浪费，城市环境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

污染。智慧城市的核心要求即为对城市各种需求做

出智慧响应，解决城市发展难题。而汽车共享出行

能够有效地缓解城市交通症状的恶化，实现城市可

持续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汽车共享出行将从乘坐人数、成本耗时以

及服务体验等乘客多维度出行需求出发，有效提

升乘客出行效率。罗兰贝格国际管理咨询公司的

报告 [5] 显示，我国汽车在运期间的平均载客人

数少于 1.5 人，平均闲置时间占一天的 95% 左右，

共享出行可以激活闲置运力，缓解城市运力负荷。

德勤预测称，汽车共享出行能够使每名乘客每英

里的平均成本从目前的 1 美元降至 30 美分左右，

从而使出行成本大大降低；同时，快车、专车以

及豪华车的配置满足了用户差异化需求。

（2）汽车共享出行将从个性定制、分散车辆

以及海量信息等全方位资源配置需求出发，合理分

配社会闲置资源。据滴滴出行城市交通运行报告显 
示 [6]，滴滴每日出行规模达 3000 万人次、路径规

划请求超过 400 亿次、每日处理数据超过 4800 TB。
共享出行实现了分散车辆动态调配供给，满足了乘

客个性化出行需求，提升了车辆利用效率。

（3）汽车共享出行将从“城市大脑”、车路协

同以及动态管理等城市泛领域建设需求出发，加快

促进城市智慧建设。“城市大脑”能够对车辆运行

数据、交通动态数据以及基础设施数据进行协同管

理，实现城市资源的精准匹配和城市交通的实时动

态管理，从而发挥城市管理前所未有的综合效应。

智慧城市的发展更迭与共享出行是相辅相成的共生

关系，具体如图 1 所示。

二、	我国汽车共享出行典型发展模式及实践

经验

汽车共享出行是智慧城市交通可持续发展的重

要解决方案，将车辆价值利用最大化是汽车共享出

行的核心内涵。目前，我国典型的发展模式主要包

括实时出租、网络约车、分时租赁、P2P 租赁以及

定制公交五种汽车共享出行方式，多维度立体式的

汽车共享出行服务丰富了城市交通出行体系，也促

进了全新出行生态圈的形成。

（一）实时出租

实时出租能够提供随停随走、灵活自由以及方

便快捷的出行服务。巡游出租汽车的车辆产权与经

营权一般为公司所有，公司通过合理安排驾驶司机

的工作时间，实现车辆全天候出行，是城市交通最

传统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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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发

相辅相成
和谐共生

智慧城市

汽车共享出行

便捷安全

城市大脑

释放城市
空间

节约资源

路网畅通环境维护

政策
扶持

技术
驱动

理念
转变

平台
建设

路网
拥堵

图 1	 智慧城市和汽车共享出行共生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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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的汽车共享出行形式之一。截至 2017 年年底，

我国拥有巡游出租车 139.58 万辆，营运客流量达到

365.4 亿人次 [7]，在保持城市活力中起到了至关重

要的作用。实时巡游出租车是新能源汽车推广的最

佳实践者，消费者在乘坐出行的同时，能够亲身体

验并了解新能源汽车的优势，从而消除了对新能源

汽车的担忧和焦虑，进而更为有效地促进新能源汽

车的推广使用。同时，电动出租车还可以减少城市

环境污染。太原市是我国第一个实现出租车全部纯

电动化的城市，此举不仅促进了城市绿色发展，而

且通过对充电基础设施的合理配置使得城市空间资

源效应得到最大化体现。

（二）网络约车

网络约车是指乘客通过智能手机应用软件向移

动出行平台发送出行请求，平台通过匹配供需信息，

向乘客提供最优路径的非巡游出租汽车服务，包括

快车、专车以及顺风车等多种服务形式。2010 年

我国第一家网约车服务平台“易到用车”成立，网

约车正式进入城市居民生活。2016 年 7 月出台的

《关于深化改革推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的指导

意见》和《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管理暂行办法》，

正式明确了网约车的合法地位，并鼓励推广分摊部

分成本或免费互助的共享出行方式。网络约车打破

了路边拦车的传统出行方式，通过互联网平台将司

乘需求有机融合，一方面优化了乘客出行体验，缓

解了传统出行打车难的问题，另一方面降低了车辆

空驶率，实现了汽车资源共享最大化。但网约车

引发的公共安全问题比较突出，乘客安全不能得

到及时保障，车辆运行安全管理有所欠缺。因此，

提高应急处置能力、保障出行安全是网络约车发

展的重点。

（三）分时租赁

分时租赁是一种以小时计费并能随取随用的租

车服务，消费者拥有汽车租赁期间的使用权。分时

租赁可以实现汽车使用权全天候共享，极大地提高

了车辆的利用率。分时租赁最早起源于“Zipcar”
分时租赁互联网汽车共享平台。“Zipcar”通过实行

会员卡制度不仅可以实现车辆的开启和锁停，还可

以实现上传车辆即时动态信息，保证租赁车辆运行

安全性。2017 年，我国出台《关于促进小微型客车

租赁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鼓励分时租赁健康发

展，EVCARD、GoFun 等一批分时租赁平台积极进

行市场探索。同时，针对分时租赁业务场景的定制

化电动汽车不断涌现，如北京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旗下的轻享出行共享汽车出行平台向海南投放

旅游共享电动车；无人自动驾驶汽车瞄准分时租赁

作为最佳落地场景，不断开发契合分时租赁场景的

自动取还车、自动充电等新功能。

（四）P2P 租赁

P2P 租赁是个人对个人的汽车共享租车模式，

供需双方在租车平台发布供车和用车信息，具体租

赁过程由供需双方自主交易。P2P 租赁为私家车主

提供了获得经济收入的新渠道，同时实现了闲置资

源的价值利用最大化。国外类似于 Turo、wheelz 等

私车分享平台的发展已经相对成熟，平台会承担租

赁期间的人身保险和车辆财产保险，因此，这种私

车共享模式在国外深受欢迎。而 P2P 租赁在我国

仍处于起步探索阶段。虽然私家车对外出租能够更

充分地利用闲置资源，但这种消费模式需要以成熟

的商业运作体系和完备的个人信用体系为支撑，用

以解决在实际租赁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租车手续不齐

全、租车人身份不可靠以及租借车辆用途不明确等

问题。同时，我国在私车分享方面还存在很大的监

管风险，包括车辆未能及时备案管理、车辆违法使

用的处罚以及租赁过程中事故责任的认定。因此，

P2P 汽车租赁的健康发展需要政府政策推动、社会

信用体系保障以及企业平台严格认证等全方位共同

推进。

（五）定制公交

定制公交通过集合更多乘客的出行需求，集约

设定个性化路线，以整周期预定、非整周期预定或

者次日余座预定等多种预定方式，为乘客提供一人

一座、一条专线以及一站直达的优质化通勤出行服

务，包括通勤公交、社区公交、枢纽公交以及企业

公交等定制形式。定制公交一方面依据消费者需求

进行申请，面向乘客设计最优出行时间和路线，以

提前预订的方式开通定制化线路；另一方面依据城

市交通运行大数据，结合问卷调查进行需求摸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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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设计新的公交线路。因此，定制公交具有定位

准、费用低、路线活及效率高等特点。虽然定制公

交具有广阔的市场发展空间，但目前仍缺少明确的

管理规定和政策保障。定制公交融合了公交服务传

统理念和共享出行新概念，解决了传统公交不能直

达目的地、换乘等待时间过长以及低峰时段公交运

力浪费等问题，是对传统公交运营模式的创新。

以上五种典型汽车共享出行发展模式，形成了

城市汽车共享出行立体化互补格局，不同出行方式

具有不同特点，如图 2 所示。实时出租和网络约车

的出行场景较为接近，多为按次共享、即刻需求的

实现，如办公学习、休闲约会等；网络约车中的拼

车比实时出租费用低、快车与实时出租的费用差别

不大，专车、豪华车要比实时出租费用高，网约车

所带来的差异化出行服务更好地满足了乘客的个性

化需求。分时租赁和 P2P 租赁的出行场景多为按时

共享、满足计划式需求，如商务出差、户外旅游等。

两种租赁方式的汽车利用率比私车高 3~5 倍，但由

于未形成适合于我国发展的商业体系，因此仍处于

市场探索时期。定制公交的出行多为周期型固定式

需求，如工作通勤、换乘接驳等，也是汽车共享出

行中成本相对较低的出行方式，各城市应积极制定

相关政策，鼓励定制公交出行模式的推广。

三、	汽车共享出行新技术、新需求以及新

模式

汽车共享出行是关联众多创新技术、集聚融合

不同产业生态以及构建城市交通可持续发展模式的

重要载体，不断涌现的创新技术支持汽车共享出行

所面临的新需求，新需求所激发的应用场景构建汽

车共享出行的新型商业模式，新模式又对创新技术

提出了新的要求，从而向汽车共享出行生态圈不断

注入新活力、新动力以及新魅力，使得汽车共享出

行体系逐渐完善，从而成功构建按需取用、节约共

享的新型汽车社会（见图 3）。

（一）新技术

随着新一轮技术革命的发展，创新技术相互交

织正成为汽车共享出行快速发展的强大驱动力，汽

车共享出行也成为目前各种高新技术以及未来前沿

技术的最佳载体。汽车共享出行所产生的海量供需

数据、出行轨迹数据、交通动态数据、车辆状况数

据以及用户行为数据需要具备超高实时性、超强稳

定性以及超快计算力的云计算服务器才能得以实

现。核心计算处理器通过人工智能算法对海量数据

进行精准供需动态匹配、最优化路径动态规划以

普
及

率

高

中

低

按次共享 按时共享 按日共享
共享类型

汽车共享出行发展模式特点
打造全新化出行模式

网络约车 快车

实时出租

网络约车 拼车/顺风车

网络约车 专车

网络约车 豪华车

成本适中

成本适中

成本适中

分时租赁 短租

成本较高

成本最低

分时租赁 长租

定制公交

P2P租赁

成本较低

成本较高

成本较高

成本最高

融合多元化出行方式

满足差异化出行需求

提供个性化出行服务

图 2	 汽车共享出行典型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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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智能动态调价，给用户提供最佳的共享出行服

务；同时，智慧城市大脑对城市交通进行实时精准

管理，实现资源高效利用。为了向用户提供更加安

全可靠的共享出行服务，区块链技术已经融入汽车

共享出行，能够保证共享出行供需双方具有可信的

数字身份以及信誉质量。汽车共享出行也是无人自

动驾驶技术成熟之后的最佳应用场景，目前众多企

业纷纷推进无人自动驾驶在共享出行领域方面的发

展。百度 Apollo 自动驾驶共享汽车于 2018 年 5 月

在重庆市自动驾驶示范园区开放试运营；谷歌旗下

Waymo 自动驾驶公司于 2018 年 12 月推出全球首

个商业化自动驾驶出租车服务，无人自动驾驶技术

正驱动着汽车共享出行向理想化状态前进。

（二）新需求

汽车共享出行能够满足乘客精准的消费需求、

提供完善的应用场景，是其实现健康商业化的坚实

基础。消费者对汽车共享出行的首要需求即为安全。

新时代消费者对安全有了新的定义，包括自身隐私

数据是否安全、随车司机驾驶技能是否可靠、汽车

租赁流程是否合规合法、车辆自身安全性能是否稳

定、智能驾驶系统是否成熟、事故发生后是否有快

速响应的应急预案以及满足不同情景的保险服务

等。在确保出行安全的前提下，消费者更为关注出

行的性价比，企业想要获得持续盈利，需加强对关

键技术的研发，以解决共享出行全流程内制约其成

本过高的主要因素。同时，随着汽车共享出行品质

的不断提高，消费者将会更注重体验并享受汽车共

享出行所带来的新服务，包括一体化便捷出行服务、

需求即时响应服务以及所衍生的增值服务，如汽车

社交、汽车唱吧及汽车影院等。

（三）新模式

构建灵活、个性以及智慧的绿色智能化汽车共

享出行新模式，能够有力保证城市交通实现可持续

发展。即时共享新模式是指在用户发布出行需求后，

共享出行平台能即时快速地自适应完成汽车调度或

租车调度，用户可以享受车辆自主移动、无钥匙启

停、自动代客泊车等人性化智能服务，同时还可以

深入体验无缝衔接、空闲等待时间缩减、出行效率

提高的出行过程。定制共享新模式能够为用户提供

不同出行场景所需最合适的车型，如方便残疾人使

用的无障碍出行车、主打旅游体验的导游车、配置

休闲小吃的娱乐车以及辅助个性办公的商务车，使

用户可以尽情享受出行过程，从而满足用户出行体

验。智慧共享新模式能够实现无人自动驾驶，用户

可以以更高精度、更安全的方式进行共享出行；同

时绿色智能化汽车使城市污染、交通拥堵得以缓解，

万物互联时代使乘客的出行效率、交通管理效率得

以提升，乘客得以更充分享受智慧共享出行所带来

的优质体验。

四、汽车共享出行创新发展路径

跨界融合、产品升级、产业重塑、市场重构以

及理念转变构成了未来汽车共享出行的创新发展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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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新技术、新需求和新模式三者关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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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汽车共享出行正朝着安全、绿色、智能、经济、

便捷、灵活的方向快速发展。实现汽车共享出行的

具体路径也逐步清晰，主要包括移动出行平台、造

车新势力、传统车企等多方跨界融合发展以及政府

引导整合优势资源打造共享出行集成服务大平台，

从而形成全新的汽车共享出行生态产业，实现城

市交通可持续发展和智慧城市的建设，具体如图 4
所示。

（一）移动出行平台智能化个性定制共享服务

移动出行平台对共享出行的可持续发展有着直

接的影响，打造一站式一体化移动出行平台、提升

共享车辆运行维护和管理能力以及智能化个性定制

乘客共享出行服务是移动出行平台最为根本的发展

路径。滴滴出行作为目前中国最大的移动出行平台，

经过八年时间布局，出行服务生态链已经基本成型，

下一步将聚焦于可持续发展的共享出行交通新模式，

为此已经在定制共享出行服务领域内进行初步探索。

2018 年 2 月，滴滴宣布与北京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等 12 家汽车厂商达成战略合作，共同构建新能

源共享汽车服务体系，满足消费者分时租赁需求。

2018 年 4 月 24 日，滴滴牵头与 31 家汽车产业链企

业共同发起“洪流联盟”，共同定义设计面向未来的

下一代共享智能交通工具。2019 年 1 月 28 日，滴滴

旗下的北京小桔科技有限公司与北京新能源汽车股

份有限公司成立“京桔新能源”，主要开发专门用于

共享出行的定制网约车，并构建汽车共享出行智慧

模式，以此提升在未来汽车共享出行领域的竞争力。

（二）造车新势力定位智慧共享出行商业模式

定位清晰的商业模式对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有

着极其重要的影响。造车新势力将其定位于智慧共

享出行是战略抉择的创新之举，同时，造车新势力

具有重新审视用户需求并提升用户体验的巨大优

势。造车新势力“威马汽车”创立之初就致力于

推动智慧出行产业生态体系的发展，其旗下打造

的“即客行”旅游共享出行平台目前主要在海南省

为消费者提供汽车日租服务，并计划逐步打通热点

旅游城市的汽车共享出行。这是造车新势力进入汽

车共享出行领域并能准确定位用户及场景的最优途

径。造车新势力“零跑汽车”与移动出行平台新势

力“大道用车”携手打造“造车 + 共享出行”新模

式，共同打造城市汽车共享全场景出行平台，目标

定位于城市年轻群体，为其提供“随时随地有车开”

的全新共享交通服务。造车新势力“车和家”与移

动出行平台“滴滴出行”将组建合资公司，战略定

位直指共享出行场景，致力于将汽车产品和共享出

行领域有机融合。

（三）车企与出行平台融合互补优势探索布局

车企拥有整车研发制造的核心优势，移动出行

平台拥有信息资源的核心优势，车企有效利用移动

出行平台的庞大信息资源，移动出行平台依靠车企

打造定制化绿色智能化车辆，双方通过将自身优势

积极融合，推出更有价值的共享出行服务，是未来

在出行领域实现共赢的关键之举。以丰田汽车公司

为例，丰田汽车公司积极与移动出行服务领域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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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合作，以此抢占未来汽车共享出行的制高点。

2016 年，丰田汽车公司与以 P2P 租车模式发展的

美国汽车共享公司 Getaround 开展合作，基于丰田

汽车公司研发的出行服务平台来吸引更多能够提供

共享服务的驾驶车辆，以此为更多的消费者提供共

享乘车出行服务。2018 年 6 月，丰田为东南亚规

模最大的共享出行平台 Grab 投资 10 亿美元；同年

12 月为其提供个性化定制的 Total-care Service 移动

出行服务方案，该方案能够提升 Grab 公司对车队

的管理效率以及乘客的乘坐体验，并逐步扩大网约

车使用数量。2018 年 8 月，丰田汽车公司宣布向

Uber 投资 5 亿美元，此次合作主要专注于汽车共享

出行领域，为 Uber 司机提供一种全新的汽车租赁

服务。汽车共享出行浪潮也是丰田汽车公司与 Uber
实现双赢的好机会。

（四）传统汽车制造商向出行服务商升级转型

传统汽车制造商不仅应该聚焦于如何制造安全

可靠的汽车产品，还应该思考如何向绿色智能的出

行服务商转型升级。戴姆勒集团推出的 Car2go 汽

车共享出行项目，对奔驰 Smart 汽车采用自由流动

式即时共享体系以提供更为便捷的租车服务。同样，

宝马集团也推出了 BMW DriveNow 汽车共享出行

项目。为了能够在汽车共享出行领域占据巨大市场

份额和全球影响力，戴姆勒股份公司与宝马集团共

同宣布，整合各自所属的汽车共享品牌 Car2go 和

BMW DriveNow 共享出行业务，致力打造全球规模

最大的移动出行服务商之一。国内传统汽车制造商

也抢抓此次转型发展机遇，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

公司、东风汽车有限公司和长安三家汽车集团整合

三方优势资源，联合腾讯、阿里等互联网企业，于

2019 年 3 月 22 日在南京共同出资组建 T3 出行服

务公司，联手进入汽车共享出行领域，着力打造“智

慧出行生态圈”。吉利汽车推出新能源汽车出行服

务品牌“曹操专车”，长城汽车推出共享汽车出行

品牌“欧拉车享”，上海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推出全

新移动出行战略品牌“享道出行”，传统汽车制造

商向移动出行服务商升级转型成为汽车共享出行创

新发展的重要路径，车辆本身提供的出行服务所带

来的价值受到更多关注，一个崭新的汽车共享出行

产业生态圈正在形成。

（五）政府引导打造共享出行集成服务大平台

政府在促进产业跨界融合、引导居民共享出行

以及保障共享出行安全等方面有着巨大的影响力，

是汽车共享出行发展过程中的有力助推者，也是共

享出行集成服务大平台的最佳建设者。汽车共享出

行目前正处于市场探索发展时期，还存在许多需要

政府助推才能解决的问题：一方面，关于共享出行

的政策尚未完善，消费者信用体系尚未健全；另一

方面，汽车共享出行领域投入成本较高，可持续发

展的商业模式还未清晰，短期内无法实现盈利。政

府首先应鼓励汽车共享出行市场的发展，早日出台

面向新时代的汽车共享出行战略规划及具体路线

图，探索建立共享出行集成服务大平台，加强车路

协同、智能物流等城市基础设施的研发支持，并且

从车型、牌照、停车等制约因素出发多维度进行政

策鼓励；其次，政府应建立健全消费者信用体系，

对人为损坏、恶意偷取等行为进行严格惩罚，同时，

营造绿色智能化汽车共享出行的社会氛围，逐步提

升共享出行的新型汽车文化；最后，政府应着力加

强汽车共享出行每一环节的安全监管，不仅确保消

费者的生命安全，而且还应保障共享汽车的财产安

全，通过建立集智能管理、智慧分析、实时监控、

行为监管以及预警处置为一体的共享出行服务大平

台，实现汽车共享出行产业生态可持续健康发展。

五、未来智慧城市汽车共享出行生态构想

伴随着交通出行逐步向低碳绿色化、智能网联

化、移动共享化模式更迭变革，城市发展变迁正朝

着生态持续化、管理动态化、服务智慧化的方向快

速升级转型。汽车共享出行作为城市交通出行体系

的重要环节，能够为促进绿色出行、发展可持续交

通、建设智慧城市提供十分重要的发展支撑。未来

智慧城市汽车共享出行呈现的生态特征有如下三个

方面，生态构想如图 5 所示。

（1）未来汽车产品形态和价值重新定义。传统

人工驾驶汽车全部更替为无人自动驾驶汽车，无人

自动驾驶汽车成为居民使用智能化程度最高的日常

用品；新材料、新结构、新功能使得汽车产品形态

发生颠覆性变化，居民共享出行更加舒适便捷；汽

车不再是出行空间中的独立个体，而是万物互联的

连接节点；汽车的价值将从私享重新定义为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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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未来汽车共享出行由多方共同参与。共享

出行不仅仅需要政府、移动出行平台、汽车制造商

等主要角色参与构建，未来还需要融合信用体系平

台、城市大数据管理决策平台、出行服务供应商以

及智慧道路基础设施企业等多方共同参与构建智慧

共享出行集成化体系。

（3）未来居民出行生活理念将彻底改变。汽车

作为简单的代步工具将转变为提供个性化服务的多

功能移动空间；时间短与路线优的简单出行需求与

体验感强的定制出行服务有机融合；私人独享、资

源闲置的传统观念演变成公众共享、按需取用的新

型汽车社会文化；汽车共享出行效率的提高使得城

市建设去中心化，居民享有更自由的城市体验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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