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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1. 项目背景 

公共自行车服务系统是城市公共交通体系的延伸和补充，是解

决市民出行“最后一公里”的有效途径，是缓解交通出行难、停车

难“两难”问题的重要手段，也是促进城市低碳环保与节能减排、

改善空气质量的有力举措，有利于进一步拓展城市公交服务功能，

打造“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为更好地满足市民近距离出行需求，提升公共交通服务能力，

改善交通运行环境，倡导公众绿色出行，2011 年惠州市公用事业

管理局制订《惠州市惠民自行车服务系统建设方案》报送至市政府。

2012 年 3 月 7 日市政府召开十一届 2 次常务会议同意市公用事业

管理局制订的《惠州市惠民自行车服务系统建设方案》，明确由该

局按《惠州市特许建设和特许经营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确定特许

经营者以组织实施，并由市财政给予特许经营者项目运行管理费补

贴 250 万元/年，一定两年。本次绩效评价的范围为 2014-2015 年

度惠民自行车运营补贴资金 500 万元，评价基准日为 2016 年 7 月

31 日。 

惠民自行车公共服务系统建设项目被列为惠州市 2012 年十件

民生实事之一，其采用政府引导、企业建设、政府给予企业补贴的

模式进行建设，即通过公开招标确定特许经营者，由特许经营中标

企业出资建设，并负责项目建成后的运营管理，政府给予一定的运

营管理补贴。项目主管单位为惠州市公用事业管理局，负责组织、

监督、管理惠州市惠民自行车公共服务系统项目，包括项目招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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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建设监理、服务质量监督考核等具体工作，特许经营中标企业

为惠州百信佳集团有限公司，由其注册成立的广东惠民运营股份有

限公司作为项目运营机构，负责投资建设惠民自行车公共服务系统，

并承担整个项目的运营、维护、管理工作，即自主投资建设、自主

经营管理、自负盈亏，经营期限为 30 年，协议期满后所有资产产

权归政府所有。 

    2. 项目实施情况 

惠民自行车公共服务系统建设项目于 2012 年 3 月动工建设，

2012年10月将市政府要求建设的100个站点全部建成并投入使用，

共设置 1822 个锁车位，投放自行车约 3000 辆，总投资约 2300 万

元1。 

惠民自行车公共服务系统主要由租赁点（自行车、锁车位、附

属设施等）、系统监控与信息发布中心、车辆调度中心和停保基地

等部分组成。 

附图 1  惠民自行车公共服务系统 

   （1）租赁点分布情况 

惠民自行车租赁点均分布于惠州市惠城区内，选址按照“方便

                                     

1 数据来源：惠州市公用事业管理局提供的《惠民自行车项目建设运营管理情况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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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管理模式，项目运营方于惠州百信佳集团有限公司设置一个系

统监控与信息发布中心、一个车辆调度中心，另设有一个停保基地

（公共自行车的清洗、维护；调度基地）。  

   （3）项目收支情况 

目前，惠民自行车项目收入来源主要包括政府财政补贴和日常

营业收入两项。 

政府补贴资金主要用于惠民自行车项目日常运营支出，如人力

成本、设备摊销、维护费等。截止到 2016 年 9 月，惠州市财政共

计向广东惠民运营股份有限公司拨付 250*4=1000 万元（2012 年

-2015 年）的运营补贴4。 

日常营业收入包含广告收入、岗亭出租收入、惠民卡工本费、

自行车租赁费。其中广告收入指站台及车身商业广告位出租；岗亭

出租收入指出租管理亭用于经营小食店以及与银行合作在站点旁

设置银行亭；惠民卡工本费标准为 20 元/张；自行车租赁费指根据

采用“限时免费、超时计费”的收费标准，即 4 小时内免费，4 小

时以上分段累积计费的收入。 

 惠民自行车租赁收费标准 

租车时间 收费标准 

4 小时以内（含 4 小时） 免费 

4 小时-5 小时（含 5 小时） 1 元 

5 小时-6 小时（含 6 小时） 2 元 

6 小时以上 3 元/小时 

备注：分段累积计费，每天最高 30 元。 

                                     
4 惠州市公用事业管理局提供的《资金申请及支付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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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支出主要包括用于站点运营成本如站点电费、公司员工

工资、光纤费、调度车维修费和油费等。 

  （二）项目绩效目标 

2014-2015 年惠民自行车项目绩效目标为：维持 100 个自行车

站点，3000 辆自行车的正常运营；确保运营车辆外观完好并保持

高度的安全性能以及优良的综合性能，提高运营车辆的完好率，维

护好站点卫生；逐步建立健全项目运营管理制度，完善运营管理机

制；拓宽公共自行车站点覆盖范围，提高自行车出行率，便捷市民

出行，分担城市交通压力，实现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三）项目资金安排和使用情况 

2014-2015 年市财政共安排 500 万元用于惠民自行车运营补贴，

实际支出 500 万元，资金支出执行率为 100%。“惠民自行车运营补

贴资金主要用于项目日常运营支出，如人力成本、站点电费、光纤

网络费、站点和自行车维修费、调度车费用及仓库租赁费。 

二、综合评价 

本项目最终评价得分 69.5 分，绩效评价等级为：低。 

绩效评价指标得分表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四级

指标

分

值
指标解释 评分标准 

得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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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四级

指标

分

值
指标解释 评分标准 

得

分 

 

 

 

 

 

 

 

前 

期 

工 

作（20） 

 

 

 

决策 

过程 

（4） 

 

 

立项依据充分

性 

 

2 

考察项目立项的必要

性、需求匹配性，是

否符合国家、省、市

相关政策文件精神，

是否符合惠州市公共

交通的发展规划，是

否符合服务对象的出

行需求 

立项依据充

分，2 分；基

本充分，1

分；不充分，

0 分。 

 

 

2 

 

项目立项规范

性 

 

2 

考察项目立项前是否

进行充分的市场调

研、项目立项是否按

要求进行了立项申

报、项目立项时是否

进行了多方审核决

策 、是否有相应的立

项批复文件。       

四项程序全

部完成，2

分；完成部

分程序，酌

情给分；全

部未进行，0

分 

 

 

0.5

 

 

 

 

 

目标 

设置

（8） 

 

目标完整性 

 

2 

考察项目绩效目标设

置是否全面覆盖自行

车站点运营中的各项

问题，如布点、运营

维护、服务质量等。

项目目标高

度完整，2

分；基本完

整，1 分；不

完整，0 分 

 

2 

 

目标相符性 

 

2 

考察项目绩效目标设

置是否符合项目实际

情况，符合项目的支

出内容 

项目目标高

度符合，2

分；基本符

合，1 分；不

符合，0 分 

 

1 

目标具体性 2 

考察考察项目绩效目

标设置是否细化明

确、可理解，是否包

项目目标细

化、量化程

度高，2 分；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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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四级

指标

分

值
指标解释 评分标准 

得

分 

括目标的量化描述 基本细化、

量化，1 分；

不细化、不

量化，0 分 

目标可考核性 2 

考察项目绩效目标设

置是否可量化考核的

项目目标可

考核性强，2

分；可以考

核，1 分；无

法考核，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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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组织机构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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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惠州市公用事业

管理局和广东惠民运

营股份有限公司责任

分工是否明确，组织

间的沟通是否明及时

有效 

责任分工明

确，沟通及

时有效，2

分；每满足

一项得 1 分 

 

 

1 

计划方案完善

性 

4 

考察项目实施单位是

否有制定详细的计划

方案 

计划方案齐

全，4 分；基

本齐全，2-3

分；无计划

方案，0 分 

 

3 

制度措施完备

性 

2 
考察项目实施单位是

否建立健全了各项规

章制度及风险防范措

施 

制度措施健

全，2 分；基

本健全 1 分；

未制定措

施，0 分 

1 

 

 

 

 

 

 

 

 

项目资金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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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资金主管部门将

项目资金是否按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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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使用单位 

全额到位，3

分，

90%-100%

到位，2 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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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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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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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值
指标解释 评分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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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支出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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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资金是否充分利

用，是否存在资金闲

置现象。支出实现率

=实际支出金额/实际

拨付金额×100％  

支出实现率

90％及以

上，3 分；

80％-89％，2

分；

60%-70%,1

分；59%及以

下,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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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基本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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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财务管理情况是

否符合规范：是否落

实财务管理制度，资

金审批使用是否符合

规定，财务岗位是否

分配合理，会计信息

是否详细、清晰。 

4 项标准规

范，4 分；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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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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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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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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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价格是否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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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标准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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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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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项目实施单位是

否严格按照实施方案

及制定的相关制度执

行，实施过程中有无

变更情况，变更手续

是否齐全 

完全相符，3

分；有变更

且变更依据

合理、手续

齐全，2 分；

完全不符，0

分 

 

2 

项目

监管

全面

性 

 

4 

考察项目实施单位是

否进行跟踪监管、监

管范围是否全面、监

管程序是否规范合

理。 

监理全面规

范，4 分；基

本全面规

范，2-3 分；

未进行监

管，0 分 

 

2 

项目

验收

严谨

性 

 

4 

考察项目单位是否采

取验收措施、验收程

序是否规范合理、是

否提供验收报告 

进行验收、

验收报告完

整，4 分；进

行验收、验

收报告不完

整，2-3 分；

未进行验

收，0 分 

 

2 



 10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四级

指标

分

值
指标解释 评分标准 

得

分 

档案质量 

管理健全性 
3 

考察与项目直接相关

的档案管理制度是否

健全、完善和有效 

制度健全有

效，3 分；基

本健全有

效，1-2 分；

未建立档案

管理或管理

失效，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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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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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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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点正常运营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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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规划区域内自行

车站点正常运营的数

量。正常运营率=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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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站点数/规划区内

站点总数×100％  

100%正常运

营，4 分；

80%以上正

常运营，3

分；

70%-80%正

常运营 2 分；

60%-70%正

常运营，1

分；60%以

下，0 分 

 

3 

 

设备更换完成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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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报废设备（包括

自行车、锁柱等）是

否全部更换完成。设

备更换完成率=已换

新设备数量/损坏设

备总量×100％  

100%配置完

成，4 分；未

达到则按比

例分别相应

扣分，即得

分=设备更

换完成率*4

分 

 

2 

 

 

故障维修及时

 

 

6 

考察资金使用单位是

否及时有效的对损坏

设备进行维修 

网点故障维

修整改时间

≤24 小时，6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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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四级

指标

分

值
指标解释 评分标准 

得

分 

性 分，每超时

24 小时扣

0.5 分；以运

管部门月度

监管小结为

依据，每项

打分按项目

总时间总体

平均分值计

算          

 

 

 

 

 

 

效果性

（30）

 

 

站点规划合理

性 

 

5 

考察惠州市规划区内

各站点的位置以及站

点之间的距离是否合

理，是否与当地的人

口密度、分布相匹配

站点规划很

合理，5 分；

较合理，3-4

分；一般合

理，1-2 分；

不合理，0 分 

 

4 

 

自行车配置 

覆盖率 

 

5 

考察惠州市人均公共

自行车拥有量是否符

合预期。人均公共自

行车拥有量=全区站

点公共自行车总数/

市区人口总数×

100％ 

高于同水平

城市，5 分；

与同水平城

市相当 3-4

分；低于同

水平城市，

0-2 分 

 

2 

 

办卡率 

 

5 

考察惠州市公共自行

车办卡人数和人口数

的比例 

办卡率高于

行业水平，5

分；与行业

水平相近，

3-4 分；低于

行业水平，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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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四级

指标

分

值
指标解释 评分标准 

得

分 

0-2 分 

 

办卡实际使用

率 

 

5 

考察已办理公共自行

车租借卡使用公共自

行车的比例是否达到

预期目标，实际使用

率=项目期内使用人

数/全部办卡总人数 

实际使用率

超过 90%，5

分；

80%-90%，3

分；

70%-80%，2

分；

60%-70%，1

分；60%以

下，0 分 

 

 

3 

 

 

 

碳排放降低量

 

 

 

5 

考察项目实施后，惠

州市机动车尾气排放

量（碳排放量）有无

减少，是否符合预期

环保目标考察公共自

行车的低碳环保效

果。估算调减：每次

骑行 3 公里估算，10

公里平均耗油 1 升，1

升汽油含 2.3kg 二氧

化碳，即 0.627kg 碳

碳排放量减

少在 200 吨/

年以上，5

分；碳排放

减少量每上

升 10 吨，增

加权重分

1%，即得分

=0.05*（碳排

放降低量

-200）/10+4，

满分为止 

 

 

 

5 

 

可持续发展 

 

5 

考察项目实施对人、

环境、资源是否带来

可持续发展影响 

可持续影响

显著，5 分；

影响一般，

酌情评分；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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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四级

指标

分

值
指标解释 评分标准 

得

分 

无可持续影

响，0 分 

 

 

公平性

（6） 

 

 

公众满意度 

 

 

6 

考察使用者对租赁点

借还车辆的便捷性、

车辆维修的及时性、

租车收费标准、办卡

服务等内容是否满

意。满意度=回答非

常满意和满意的问卷

数量/参加调查问卷

分数 

满意度 90%

以上，6 分；

89%-80%，4

分；

79%-60%, 2

分，60%以

下，0 分 

 

 

3 

总计   100   69.5

 

   （一）主要绩效 

    1. 基本维持 100 个站点，2400 辆自行车的正常运营。 

2012年项目共建设 100个站点、投入 3000辆自行车，2014-2015

年各站点均能正常运营，约 2400 辆自行车能投入使用，其中，两

年总计借车次数达 200 多万次，日均近 3000 次，自行车出行率提

高。根据项目主管单位提供的年度考核表，项目运营情况总体良好，

系统安全稳定性，车辆调度、站点车辆维护、站容站貌、卫生保洁

等均达到指标要求。 

    ２. 具有一定的社会效益、环境效益及可持续发展效益。 

一是便捷居民出行，提升了居民的生活幸福指数。项目实现了

全区内公共自行车的通借通还，同时又与公交系统进行了衔接，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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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卡实现了借还车 IC 卡及公交卡的双重功能，很大程度上为市民

出行提供了更多便捷。 

二是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交通压力。已投入使用的 100 个站点分

布在惠城区江北、江南、桥西等七个区域，覆盖市区内 68 条交通

要道，以商业中心区、居民住宅区、大型办公区、工业区、校区等

为中心向四周辐射形成交通出行网，一定程度上减缓了城市交通压

力。 

三是环境质量一定程度上得到提升。按使用次数及出行里程计

算，全市每年可节约燃油约 600 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约 2000

吨，减轻了环境压力。 

   （二）存在问题 

    1. 立项程序欠缺完整与规范，合同条款不够明确具体。 

   （1）立项程序不够规范，决策过程不够科学 

截止到 2016 年 9 月，惠州市财政共计向广东惠民运营股份有

限公司拨付 250*4=1000 万元（2012 年-2015 年）的运营补贴费用，

其中，2014 和 2015 年的补贴费用均由广东惠民运营股份有限公司

提出书面申请、惠州市公用事业管理局报市政府审批、市财政局通

过追加年度预算的方式进行拨付。可见，惠民自行车运营补贴资金

项目 2012 年并未经严格完整的立项程序进行申报，2014-2015 年也

未完善相关立项手续，缺乏必要的规定和程序具体落实项目的实施，

立项程序及决策过程有待规范和完善。 

 项目补贴决策及资金拨付情况 

会议名称  会议精神 资金拨付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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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名称  会议精神 资金拨付情况 

市政府十一届 2

次常务会议

（2012 年 3 月） 

明确由市公用事业管理局按《惠州

市特许建设和特许经营管理办法》

的相关规定确定特许经营者以组织

实施惠民自行车项目，并同意由市

财政给予特许经营者项目运行管理

费补贴 250 万元/年，一定两年。 

市财政于 2013年、

2014年向广东惠民

运营股份有限公司

拨付 2012、2013年

共 500万元的经营

补贴。 

市政府十一届

113次常务会议

（2015年 9月） 

同意暂按原标准安排 2014年度惠

民自行车项目运营管理费用补贴

250万元。 

市财政于 2015年 9

月向广东惠民运营

股份有限公司拨付

2014年共 250万元

的经营补贴。 

市政府十一届

150次常务会议

（2016年 9月） 

同意暂按原标准安排 2015年度惠

民自行车项目运营管理费用补贴

250万元 

市财政于 2016年 9

月向广东惠民运营

股份有限公司拨付

2015年共 250万元

的经营补贴。 

   （2）合同条款不够明确，补贴标准存在争议 

根据《惠州市惠民自行车公共服务系统项目特许经营协议》的

相关规定，广东惠民运营股份有限公司获得该项目 30年（2012-2042）

的特许经营权，其中，2012 年 4 月 28 日至 2014 年 4 月 27 日，市

财政每年给予 250 万元、共计两年的运营补贴费用，两年期满后的

财政补贴问题需由惠州市公用事业管理局报市政府审批，但期满后，

项目主管单位及运营机构双方就补贴标准的调整问题存在争议。 

    2. 项目运营模式预估不充分，政企合作实践效果欠佳。 

   （1）未充分预估市场及政策环境，资金短缺问题严重 

惠州市惠民自行车公共服务系统项目采用政府引导、企业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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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给予企业补贴的模式进行建设，即通过公开招标确定特许经营

者，由特许经营中标企业出资建设，并负责项目建成后的运营管理，

政府每年给予特许经营企业一定的的运营管理补贴。同时，根据《惠

州市惠民自行车公共服务系统项目特许经营协议》，除政府运营补

贴资金外，运营机构可通过项目衍生资源另行获取投资回报及运营

维护资金，如广告收入、惠民卡服务范围拓展收入（包括金融支付、

电子商务、商业零售等）等，但受市场、政策及企业内在条件的影

响，项目原设想的盈利模式被打破，资金严重不足，导致运营机构

无法投入充足的人力、物力及财力来保障项目的有效实施。 

   （2）项目监督考核机制不完善，政企合作优势未充分发挥 

根据《惠州市惠民自行车公共服务系统项目特许经营协议》，

项目运营补贴费用需经市公用事业管理局考核合格后予以拨付，同

时，十一届 113 次市政府常务会议明确提出市公用事业管理局应进

一步加强惠民自行车项目运营的监督管理，完善服务考核机制，保

障项目服务质量。但据项目单位提交的自评材料及现场座谈了解，

目前双方尚未形成完善的公共自行车服务运营管理考核机制，也未

严格进行实时有效的项目运营监督考核，在提高运营企业管理服务

水平，充分发挥政企合作优势方面保障性措施不够。主要体现在： 

一是缺乏必要的监督考核制度和实施细则。目前，市公用事业

管理局尚未制定惠民自行车运营管理考核制度，虽有相关考核指标

作为年度考核工作的依据，但缺乏相关制度及实施细则对考核工作

程序、人员安排、责任追究等方面予以明确，在具体考核工作中无

章可循。另外，除日常运营工作监督，项目主管单位并未对运营机

构相关资金使用行为进行有效监管，特别是目前惠民卡押金（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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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张）全部由运营机构监管，可能存在资金挪用风险。  

二是考核及监督管理工作实施频率低且随意性较大。市公用事

业管理局对项目的考核工作采取年度固定考核与日常不定时监督

管理的方式。一方面，固定考核每年一次实施频率过低，且根据项

目单位提交的《惠民自行车服务系统项目运营管理情况考核表》，

考核工作随意性较大，考核执行时间及人员等均不明确，考核表未

加盖单位公章，无法佐证考核工作开展的真实性与有效性。另一方

面，日常监管工作实施不定时且未有相关监督管理记录，无法考量

工作开展的有效性和真实性。 

三是项目主管单位与运营机构之间并未建立定期沟通协调机

制，信息不对称问题突出。据现场座谈了解，项目运营机构（广东

惠民运营股份有限公司）虽有向主管单位（市公用事业管理局）汇

报工作情况，但频率过低（仅提交一份惠民自行车项目运营情况说

明）且汇报内容不够详细充实，特别是运营数据的缺乏，双方之间

的协调沟通机制不完善。 

     3. 项目运营管理服务水平不高，公众满意度水平较低。 

   （1）设备更新维护不及时，自行车使用率逐年下降。 

根据项目主管单位提交的三份《惠民自行车服务系统项目运营

管理情况考核表》（2014-2016）及《惠民自行车项目建设运营管理

情况汇报》，每一站点均有自行车存在不同程度的损坏，站点顶棚

等相关设施也有不同程度的破损，但运营机构未进行及时维护和更

新。 



零

车辆维

理性、

损及舒

   （

据

区河南

司机 

运营管

管理情

行调度

 

零点公司

维修及时

、租还车

舒适性的

（2）车辆

据了解，

南岸惠沙

，但从市

管理情况

情况汇报

度补充。

653874

20

6

2012-201

司针对受益

时性的满意

车操作、办

的下降带来

辆调度不及

，惠民自行

沙堤一路

市公用事

况考核表》

报》得知，

。另外，零

1669760

012 20

53%

1%

64%

办卡手

办卡费用

租赁费

16 各年度

益对象开

意度为 4

办卡手续

来自行车

 公

及时，租

行车运营

58 号），

事业管理

》（2014-

，每天均

零点公司

13 20

40%

60%

80%

100%
布点合

客服服

手续

费用

 18

度借车次数

开展的问

49%，在满

续、租赁费

车使用率

公众满意度指

租用便捷

营项目目前

，两辆调度

理局提交的

-2016）及

均有超过

司针对受益

1198873

14 201

66%

65%

合理性

租还

维

运营

服务

数变化（单

问卷调查结

满意度调

费用等）

率的逐年下

指数 

捷度不高。

前有一个

度车，五

的《惠民

及《惠民

10%的站

益对象开

838870

15 201

67%

4

69%

还车操作

维修及时性

营秩序

单位：次）

结果显示

调查的各

）中得分

下降。 

。 

个调度中

五名调度

民自行车

民自行车

站点没按

开展的问

484268

16

49%

） 

示，公众对

各子项（布

分最低，车

中心（位于

度员及五名

车服务系统

车项目建设

按要求对车

问卷调查结

对站点

布点合

车辆破

于惠城

名调度

统项目

设运营

车辆进

结果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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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52%的公众表示在使用公共自行车过程中曾遇到无车可用和无

法还车的问题，租用便捷度不高。 

   （3）运营企业管理不到位，工作人员责任落实不足。 

根据广东惠民运营有限公司提交的岗位明细，目前项目工作人

员有 70 多人，但根据项目主管单位反映及现场勘查，实际工作人

员寥寥无几。另外，目前设置的 100 个站点中仅有一个站点有人值

守，无法及时有效地解决公众借还车及故障处理问题。 

 
   三、意见建议 

   （一）规范立项程序和决策过程，尝试建立专项资金。 

一是要进行充分的市场调研，制定完善的项目实施方案。政府

相关主管部门应作为牵头单位，调研全国各地区同类项目的建设运

营经验，结合惠州市市民的实际需求和市级财力的承受能力，研究

促进惠民自行车项目的健康发展措施，并制订完善的实施方案报送

至上级政府。 

二是要按照规定的程序，向具有财政资金拨付权的分管部门进

行立项申报，规范决策过程，并设置全面量化的绩效目标，便于项

目后期的考核测评。另外，项目主管部门与运营机构在签订特许经

营协议时，应明晰资金方面的供给方式及额度、规定合理的服务标

准，进一步提高特许经营项目的透明性与明确性。 

三是尝试建立专项资金。公共自行车补贴虽然是财政补贴的一

项重要支出，但存在资金发放延迟甚至无法到位的问题，因此，可

尝试建立公共自行车专项补贴资金，实现资金的专款专用，一方面，

资金数额及到位时间可以得到保障，另外，也可提高运营机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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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贴资金的合理性与准确性。 

   （二）“固定补贴+奖惩机制”结合，增强补贴科学性。 

合理的财政补贴可以激励公共自行车运营企业提高服务质量，

保证财政资金的科学使用，市财政局、公用事业管理局等单位在确

定补贴标准时，可尝试采用“固定补贴+奖惩机制”结合的方式。  

 

补贴方式及额度测算方法 

     

一是科学测算固定补贴标准。在固定补贴标准测算上，相关部

门应综合考虑自行车各项运营成本的损耗，建立成本考核指标，在

规定范围内的由政府承担，超出规定的部分由企业自行承担。其中，

运营成本补贴范围主要包括自行车的维修保养、运营机构人员的工

资费用等。同时，应成立专门的成本审查组，对市场成本进行调查，

防止信息不对称带来的政府补贴资金的低效率问题，特别应注意运

营机构人员数量构成及雇佣费用比例的合理性，保证足够的现场巡

查及维修人员数量，防止行政、人事等职位人员过多问题。另外，

可以将同行业类似地区的运营补贴标准作为决策参考（目前惠州市

的自行车站点 100 个，锁车位 1822 个，自行车 3000 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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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地区运营及补贴模式对比5 

地

区 

站点

（个） 

锁车位

（个） 

自行车

（辆） 
投资模式 运营补贴方式 

福建

省福

州市 

426 8946 8000 

政 府 投 资

9150 万 元

建设 

政府以购买服务的

方式补贴 3000 元/

锁车位/年 

深圳

市罗

湖区 

99 2580 2000 

政 府 投 资

1000 多 万

元建设 

政府以购买服务的

方式补贴 3450 元/

锁车位/年 

珠海

市 195 4290 4000 

政 府 投 资

4489 万 元

建设 

政府以购买服务的

方式补贴 3090 元/

锁车位/年 

东莞

市麻

涌镇 109 3120 2500 

已建项目无

须 企 业 投

资，政府支

付租赁费购

买服务 

五年运营费为 1321

万元，每年约 264.2

万元 

湖南

省衡

阳市 

60 2882 2400 

政 府 投 资

1906.7 万元

建设 

五 年 运 营 费 为

1439.05 万元，每年

约 287.81 万元 

广西

区钦

州市 

200 3000 3000 

企业投资，

政府五年回

购4997.3万 

政府支付 999.46 万/

年，即 3331.53 元/

锁车位/年 

梅州

市梅

县区 
48 1600 1300 

企业投资，

政府五年返

还 2080 万 

政府补贴416万/年，

即 3200 元/车/年 

二是建立奖惩机制。公共自行车作为城市公共交通系统的有力

                                     

5 信息来源：广东惠民运营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行业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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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方便市民出行、改善市民生活水平是其主要目的，因此，建

立基于奖惩机制的财政补贴方式，将运营机构服务质量考核结果与

奖励、惩罚挂钩，既可以实现财政补贴的主要目的，也有利于提高

运营机构服务管理的积极性。相关部门在固定补贴的基础上，可将

自行车日常营运情况（如借还车数量、消费情况、办卡数量等）、

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服务质量考核结果统一纳入奖惩测算指标

内，以此建立明晰的奖励与惩罚体系，将项目产出、考核结果与奖

励、惩罚体系挂钩。 

   （三）完善资金筹集机制，增强企业自身造血功能。 

一是充分利用站点配套设施，搞活管理亭销售模式。据了解，

惠民自行车项目在 100 个站点旁设置了 10 个银行亭（平安银行亭

3 个、交通银行亭 7 个）、26 个管理亭，其中，26 个管理亭中有 1

个有人值守，8 个用做小食店出租，剩余 17 个既未对外出租，也

未自身利用，而管理亭具有日常值守、咨询、购物三大功能，建议

充分利用管理亭的位置优势，将一部分用作日常值守，另一部分通

过出租或自身运营，提供附加式营销，扩大销售和服务收入。另外，

为进一步提高管理亭的租赁率，在不影响正常租赁与服务业务的情

况下,可将报刊杂志的经营转移到公共自行车服务亭，既可减少惠

城区道路上的报刊亭建筑,又能增加公共自行车租管理亭的收入。 

二是丰富公共自行车形式，实行差异化价格策略。目前，该项

目自行车为单一样式（单人车），实行单一梯度收费标准（限时免

费、超时收费），而项目 100 个自行车站点中有相当一部分位于旅

游景点（如西湖周围）、公园附近。零点公司问卷调查结果显示，

65%的公众使用公共自行车的目的是休闲游乐。因此，可根据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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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处的功能区类型、公众骑行的目的推广不同样式、收费标准不一

的公共自行车服务。另外，为满足公众骑行的不同需求及骑行时间，

可将自行车在设备性能、收费标准等方面进行差异化区分，推行通

用型及豪华型自行车。多样化的自行车样式以及差异化的价格策略

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自行车的周转率，增加租赁收入，保证运营资

金的流畅。 

   （四）监督考核“多元共治”，提高运营服务质量和水平。 

一是要实现监督主体多元化。项目主管单位（政府一方）作为

主要负责方，可以组织实施由多元主体（包括非政府组织、社区、

普通民众等）参与的监督考核工作，积极引入第三方独立机构或成

立监督委员会，保证监督的公正性、专业性与客观性。 

二是要充实监督考核的内容。要进一步完善监督考核指标，保

证指标的全面性与量化性，建议在原有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加入公众

满意度情况；提高监督考核结果的应用性，将服务质量监督考核结

果与奖惩措施挂钩；设置复查机制，及时督促运营机构的改进工作。 

三是促进监督形式的多样化。充分利用网络及新媒体等手段，

拓宽公众监督评议的渠道。 

四是加强考核程序的规范性。建议主管单位按照日常（月度或

季度）+年终考核的方式对运营机构项目实施状况进行考核，并记

录日常及年终考核情况，作为财政补贴资金拨付的重要依据。 

   （五）充分利用后台运营数据，提高车辆调度能力。 

据了解，运营机构通过在站点增设钥匙箱、增加备用车辆、升

级配套服务等方式解决站点车辆不足以及用车高峰期导致无法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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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借还车等问题，而项目自 2012 年运行至今已积累了大量用户及

站点流量数据，建议运营机构在前面措施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后台运

营数据，对不同功能区分时段用车情况进行对比分析、按用车频率

高低对各站点进行活跃度划分，针对每一类的使用特征制定不同的

解决对策，预测车辆调度地点及时间，解决自行车供需矛盾，提高

资源利用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