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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免费单车（公共自行车

）系统是杭州市政府为缓解城市交

通“两难”，解决公交出行“最后一公

里”问题的一项重要便民利民实事工

程、公共产品。

杭州市已将免费单车系统纳入

城市公共交通系统。

试运营:2008年5月1日

正式运营: 2008年9月16日

至今，服务点800个 、车辆20000

辆 ，日平均租用量达到104350辆次

，日均车辆租用频率5次/日；已得

到了广大市民和游客的认同，也成

为了杭州市的又一个新型服务形象

窗口。



11、系统提出、系统提出

城市形态与特点：城市形态与特点：依湖而兴、三依湖而兴、三

面云山一面城面云山一面城

城市目标：城市目标：构建构建““全民共建共享全民共建共享

生活品质之城生活品质之城””，倡导，倡导““低碳低碳””生生

活、建设活、建设““低碳低碳””城市城市

交通问题：交通问题：城市规模、人口规模城市规模、人口规模

不断扩大，机动车迅猛增长，交通不断扩大，机动车迅猛增长，交通

需求不断增长且需求多样化；河网需求不断增长且需求多样化；河网

发达、道路系统不完善，轨道、发达、道路系统不完善，轨道、

BRTBRT尚不成系统，常规公交可达性尚不成系统，常规公交可达性

有待提高；有待提高；““出行难出行难””已成为最大已成为最大

的民生问题的民生问题



思考如何构建适合杭州的综合交通体系？

公交优先：一个购买、两个联动公交优先：一个购买、两个联动

构建构建““六位一体六位一体””的多层次、多模式公交系统：轨的多层次、多模式公交系统：轨

道、道、BRTBRT、常规公交、水上公交、出租车及、常规公交、水上公交、出租车及免费单车（免费单车（

公共自行车系统）公共自行车系统）



（（11）功能定位）功能定位

纳入城市公交系统，吸引市民

采用自行车或自行车+公交的

方式出行，解决公交出行“最后

一公里”问题，提升公交服务水

平、提高公交分担率。

（（22）发展目标）发展目标

依托杭州市日益完善的公共交通系统及无线网络系统，构建“以固定服务点为核心，

以移动服务点为主体，以停保基地为保障，以无线网络为载体”的与公共交通衔接良

好，固移结合、点多面广，管理有序、使用便捷、运转高效，具有杭州特色、高品

位的公共自行车系统。

（（33）布局规划）布局规划

至近期，主城区建设605个固定服务点、2000到2400个移动服务点，形成约5万辆规

模的公共自行车服务网络；至远期，形成覆盖整个杭州市区的高效便捷的公共自行

车交通系统。

22、系统规划、系统规划---- 《《杭州市公共自行车交通系统发展专项规划杭州市公共自行车交通系统发展专项规划》》



33、系统建设与运营、系统建设与运营

坚持“以人为本、以民为先，政府引导、群众参与，公司运

作、规范经营，一次规划、分步实施”方针；

坚持“百姓认同、技术突破、盈利模式创新”三大亮点；

实现“无（无人值守）、近（就近布点）、通（通租通还）

、配（建立配送系统）、美（彰显城市美学）”目标。

（1）建设与运营主体：

杭州公共自行车交通服务

发展有限公司（公交集团子公

司）：国有独资 ，负责公共自

行车交通系统的建设和管理。



（（22）系统构成）系统构成

杭州公共自行车系统构架包括车辆、服务点、控制中心、配送中心、智能化

公共自行车租用服务系统等组成，其中：智能化公共自行车租用服务系统由租用

、查询、管理、结算、防范监控、网络六大功能部分共14个子系统和3个附属系统

组成



车辆车辆



服务点：服务点：固定式、移动式；标准为固定式、移动式；标准为““一亭两棚一亭两棚””

移动式服务点固定式服务点

“一亭” 自行车锁具



控制中心与配送中心控制中心与配送中心



服务点服务点

至今，已实际投入

运营的服务点800个、

投入车辆20000辆。

计划至2009年年

底，杭州公共自行车服

务点将增加到2000个，

尽量做到每隔100-200

米就有一个服务点，投

入自行车5万辆，八成

服务点实行“自助租

还”，让市民骑公共自

行车成为习惯。



（（33）系统运营）系统运营

一年来，杭州免费单车系统的车辆技术改进了5次，后台系统升级3次

，调整服务时间4次，推出服务举措15项，建立并不断完善《杭州公共自

行车租用服务须知》等14项服务管理规程。目前，公共自行车日租借量已

超过10万辆次，日最高租用量达到12.64万余辆次；日均车辆租用频率从

初期的0.93次/日，提高到目前的5次/日。

根据最新统计显示，目前公共自行车的租用群体以市民租用为主(
城区租车数占总租车数的88%)，其中：上城区和下城区的公共自行车租
用量，工作日明显比周末要高，而在全日的租用量比较中，早晚高峰的
租用量占了1/4强。

到达公共自行车服务点选择交通方式比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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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制票价：票制票价：坚持免费制、打好坚持免费制、打好““免费牌免费牌””

60分钟以内(免费)

60分钟至120分钟

120分钟至180分钟

180分钟以上

免费时间延长至90
分钟

票价方案：一小时内免费，一小时至两小时收取一元租车服务

费，两小时以上至三小时租车服务费为两元，超过三小时按每小时三元

计费。

从去年5月试运行以来，杭州公共自行车的租用94%是免费。



经营状况与目标：经营状况与目标：保本是最高目标，保本是最高目标，““自我保本运作，不花纳税人一分自我保本运作，不花纳税人一分

钱钱””，实现盈利模式创新。，实现盈利模式创新。

未来将主要依靠公共自行车服务点的资源开发（如各服务点的服务亭

和广告牌的开发出租以及自行车车身广告等）以及有关公共自行车的各种

技术研发、保护和推广等，实现“保本”经营。

管理状况与目标：管理状况与目标：

目前，杭州公共自行车交通服务发展有限公司共有员工499个，其

中：一半为原公交公司员工，另一半为社会“4050”招聘人员；1人负责5~15
个服务点。

未来将实现管理的“无人值守、自助租还”。



44、系统保障、系统保障——关键是政策与管理方面关键是政策与管理方面

（1）政府角色：政府不仅是倡导者，还扮演了推进者和监管者的角色。

杭州市委书记、市长前后5次对公共自行车进行调研；

正式发文“市委办发[2008]87号”“市委办公厅 市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

加强公共自行车交通系统建设和管理的实施意见》的通知”，以进一步加强

公共自行车交通系统建设和管理，明确公共自行车列为城市公共交通的重要

组成部分；

成立了由市政府分管副市长任组长、市政府分管副秘书长任副组长的杭

州市公共自行车交通系统建设和管理领导小组，系统协调公共自行车系统的

具体建设、管理事宜；城管、交警、社区、公交“四位一体”协同完成公共

自行车服务点选址、建设；

为保证公共自行车服务点的建设，市财政已投入1.8亿元，同时，为保证

到2009年底建成2000个服务点、5万辆自行车，政府提供的贴息贷款将达到

2.7个亿。



（2）企业角色：

组建了国有独资的杭州公共自行车交通服务发展有限

公司；坚持免费服务，提高运作能力，实现盈利模式创新，

即：在坚持公益性和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前提下，积极探

索广告代理的合作模式，拓宽项目收入来源，实现社会效益和

经济效益的有机统一。



55、系统思考、系统思考

（1）系统孕育：需要技术创新，从系统

需求、系统定位角度提出规划；

（2）系统成长、壮大：更需要管理者

（含政府、企业）采用创新理念去精细化建

设、经营、完善。

杭州模式：“政府搭台、企业唱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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