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QIANJIANG EVENING NEWSQIANJIANG EVENING NEWS

2018.12.22 星期六 责任编辑：马焱/版面设计：张杰成 15

财经·新闻

曾经骑ofo小黄车的用户们，已经失去了最后的信心。不

完全统计，截至昨天，已有超过1253万名ofo用户在线排队退

押金，雪崩式退押金潮中，ofo或许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12 月 21 日，交通运输部举行例行发布会，会上，交通运

输部新闻发言人吴春耕表示，ofo 小黄车公司出现退押难问

题，交通运输部正督促其畅通退押渠道、优化退押流程，加快

线上退押进度，切实保障用户合法权益。同时让 ofo 小黄车

公司多方开源节流，增强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交通运输部

也将会同相关部门密切跟踪关注事情发展动态。

交通部督促ofo加快线上退押进度，要求其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

共享单车，敢问路在何方

本报记者 陈婕 朱银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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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得有多猛
用户和供应商伤得就有多深

因线上退押困难，从 12 月 17 日开始，大

量用户到 ofo 小黄车公司总部排队现场退押

金，当晚ofo紧急发布《退押金政策提醒》。短

短 1 天多的时间，退押金的用户突破了 1000

万。从用户分享的进度来看，ofo这两天退押

金的速度在一天一万人左右，按照这个速度，

这一千多万用户全部拿回押金，需要近三年。

同样被伤害的，还有ofo的供应商们。

“大批的自行车厂已经被拖垮。”一位自

行车行业人士告诉记者，前几年很多自行车

工厂按部就班做外销订单以及电商订单，日

子过得还算安稳。共享单车冒出来之后，在

巨大的订单量诱惑下，很多厂家就选择先行

垫资帮共享单车企业备货。在过去一年，我

们清晰地记得风光无限的共享单车们不断比

拼单车投放数据，争夺市场份额第一。可一

旦共享单车们没有能力支付不了全款，很多

工厂就被拖垮了。记者注意到，在电商平台，

很多厂家在售卖共享单车同款。

ofo 的发展真的很快，官网显示，出于对

自行车的热爱，2014年与4名合伙人薛鼎、张

巳丁、于信、杨品杰共同创立 ofo 小黄车，自

2015年6月启动以来，ofo已在全球连接了超

过1000万辆共享单车，日订单超3200万，为

全球20个国家250座城市2亿用户提供了超

40亿次高效便捷、绿色低碳的出行服务。

官网上还详细列举了融资情况：2015年3

月17日天使轮，数百万元；2016年4月28日

pre-A，900万元；2016年9月2日A轮，2500

万元；2016年9月2日B轮，数千万美元；2016

年9月26日B+轮，数千万美元；2016年10月

10日C轮，1.3亿美元；2017年3月1日D轮，

4.5 亿美元；2017 年 7 月 1 日 E 轮，7 亿美元；

2018年3月13日E2-1轮，8.66亿美元。

不难看出，2016 年是 ofo CEO 戴威日

子最好过的一年，从 2017 年下半年开始，融

资频率明显放缓。而到了2018年，频频被爆

的就几乎只有各种负面消息了。

马化腾说否决权杀死了小黄车
员工想等到大结局

一位投资人跟钱江晚报记者感叹，ofo

颠覆了之前关于创业投资的模型——唯快不

破？ofo 的单车投放量订单量够惊人了；份

额为王？要知道 ofo 一度市场占有率最高。

ofo 为什么失败了，很多人都在分析原因。

在朋友圈留言下，马化腾发声了。

马 化 腾 认 为 ，罪 魁 祸 首 是 一 个 veto

right（否决权）。欢聚时代董事长兼 CEO 李

学凌也在其朋友圈发出了相同的观点，称ofo

真正的死因在于“一票否决权”。他解释称，目

前，ofo董事会中，戴威、阿里、滴滴、经纬都拥

有一票否决权。“这么多一票否决权，啥事都不

通过。很多创业公司不太注意法律的设定，留

下很多的法律漏洞，这样的情况下对公司来讲

可能造成致命的威胁。”李学凌表示。

今年下半年，ofo传出一系列的收购传闻，

一直难以谈妥的收购事宜背后，也许反映出的

就是公司缺少能敲下决定性一锤的关键人物。

去年10月，ofo和摩拜频繁谈过很多轮合

并。“非常感谢资本，资本助力了企业的快速发

展，但是资本也要理解创业者的理想和决心。”

最终，在戴威的感概中，摩拜宣布被美团收购。

紧接着，阿里、滴滴继续争夺 ofo 的主导

权。2018 年初，ofo 资金情况已经非常紧张

了，不过，外界并没有看到阿里收购 ofo 的消

息，只知道 ofo 通过抵押动产（单车）的方式

获得阿里 17.7 亿元贷款。而滴滴此后更是

自顾不暇，无力接盘。

戴威发布全员公开信，称不逃避，将会对

欠着的每一分钱负责，为每一个支持过 ofo

的员工负责。事实上，这位 ofo 创始人眼下

已经得到了“老赖”的待遇。ofo 还能活到三

年后吗？押金能不能拿回来？共享出行到底

该何去何从？

有了美团作为大股东，摩拜看似有了着

落，不过美团点评的招股书显示，在今年4月

这一个月内，摩拜的净亏损便达到 4.08 亿

元。另有消息人士告诉钱江晚报记者，大家

日子都不好过，摩拜和哈啰也开始裁员了。

“摩拜明确跟某地交委要求减量，因为明年投

放不了新车，而且，人员要减少。哈啰在三四

线城市里没免押的有不少。”

“难道没有想过共享单车的商业模型本

来就不能持续吗？ofo 困局，何尝不是行业

缩影？”一位 ofo 员工告诉记者，自己之所以

还在坚守，是希望等到大结局。

这个冬天，美图、斗鱼、知乎等前几年备

受资本青睐的明星公司先后传出裁员消息，

一时间网络上哀鸿遍野。很多企业甚至都准

备“多穿几件衣服”过冬。这样的消息如同病

毒般传播，又加剧了市场的恐慌情绪。加上

ofo 的“退押”事件，惹得不少人疑问：这些新

经济企业，真的要过冬了吗？

中国新经济研究院专家、冰川思想库创

始人陈季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ofo 的

‘退押’事件和互联网企业的裁员潮，不能同

一而论。经济下行的确是趋势，这与旧经济、

新经济没关系，都受影响；第二，ofo 和共享

单车的困境并不代表新经济的普遍特征，这

更多地是它们自己的经济模式问题。”

在陈季冰看来，这些新经济企业面临冬

天，的确跟资金紧张有关。之所以更受关注，

社会反响强烈，是由于相较传统企业，这些新

经济型企业的扩张更快。他们对未来的融资

以及市场的扩张有极高的期待，所以往往会非

常草率地成立新部门，招聘许多新员工⋯⋯然

而一遇到问题，这些人立刻就成了包袱。”陈季

冰表示，新经济的企业都是新创造出来的，对

于市场容量、同行竞争并不清楚，加上有融资，

一般来说第一步就是不计成本的杀入，占领更

多的市场。但是市场，都是有限度的。

陈季冰表示：“一般来说，要市场的占有

率达到一个稳定的格局，竞争者趋于理性，这

些企业才会进入平稳期。此时，他们会转向

内部，通过提高服务来获得盈利，或者通过上

市融资来提高经营管理水平。”

新经济企业真的要过冬了吗
共享单车的困境更多是它们自己经济模式的问题

杭州一处ofo

共 享 单 车 集

中停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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