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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市场与公民关系视域下的地方公共服务提供

———以福州市公共自行车系统为例

袁 小 双

（福建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福建 福州　３５０００７）

　　摘　要：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指出，要“推广政府购买服务，凡属事务性管理服务，原则

上都要引入竞争机制，通过合同、委托等方式向社会购买”，要“加大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力度”。
所以，国务院出台的以“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为主体的新型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决定，被视为新一

届政府加快体制改革、创建“服务型政府”的重要政策。改善交通一贯是作为民生问题的热点，
是政府在实现公共服务供给的重要部分。在可持续发展的背景下，改善生态环境、实现资源能

源的节约和综合利用俨然成了全世界关注的核心问题。倡导绿色交通的“公共自行车系统”也
因此成为了研究和建设的热点。因此，本文在政府、市场与公民关系的视角下，以福州市公共

自行车的交通服务体系为基础，提出了构建服务型政府的战略，分析政府在购买公共服务的角

色担当，进而有助于提升政府的执政与服务能力，最大程度地满足公民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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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公共自行车起源欧洲，１９６５年荷兰最早

开通了公交自行车系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

及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人民对城市建设以及

生活质量提出了新的要求，原有的需求满足型建

设模式逐渐显现出弊端，交通拥堵、尾气污染、能

源消耗等一系列问题的呈现严重影响到城市效能

的发挥。建立多模式的绿色交通体系已经成为了

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构成部分。然而，不同的

交通工具有着特定的适用范围。地区、出行目的、
交通服务水平的差异都会影响人们选择何种交通

工具。
城市公共自行车因其零污染、灵活性 强 和 益

身性好等优点，成为城市公交或者地铁之间转换

和衔接的重要市内交通工具，也是短距离出行的

便捷交通方式。通过发挥公共自行车的效用，可

以实现慢性交通与公共交通的无缝对接，减轻交

通的拥堵压力，推进公共服务资源的开放共享，改
善城市公共交通的运行效率，解决市民出行的现

实难题。因此，公共自行车顺应了城市发展的趋

势，凭着“节能环保、绿色出行”、提高城市竞争力

的理念，迅速被部分城市管理者所接受，并成为政

府发挥自身服务性职能的重要措施。
国外许多发达国家如巴黎、哥本哈根、巴塞罗

那、阿姆斯特丹等都已经在政府当局的主导下，规
划形成了呈网格化分布的公共自行车系统。２００６
年以来，中国许多大城市开始借鉴国外经验建立

公共自行车交通系统。截止２０１５年７月，已有上

海、杭州、北 京、佛 山、南 京、天 津、成 都、无 锡、武

汉、沈阳、烟台、珠海、苏州等接近９０个城市纷纷

建立了公共自行车系统。目前，该系统在４００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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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的城市里日益普及，而且还有很多城市正处

于筹备建设状态。承担着公交系统末端“最后一

公里”问题的公共自行车能够有效缓解城市交通

拥堵、构 建 低 碳 生 活，是 城 市 公 共 交 通 的 有 力 延

伸。建立自行车与轨道交通相结合的绿色公共交

通体系日益被越来越多的决策者和公民所重视。
然而，公共自行车系统的推广和应用也使得一些

城市陷入维护成本高、使用效率较差、运营亏损严

重等困境，制约了政府职能的有效发挥和公共资

源的充分利用［１］。

　　一、福州市公共自行车系统概述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福 州 市 率 先 在 鼓 楼 区 建 立 了

便民自行车站点。２０１１年６月１９日，首批２４个

便民自行车站点，共计６００辆自行车在鼓楼区正

式投用。截止２０１５年６月，全市的便民自行车站

点达到１７４个，自行车的数量为５　３００辆左右。
福州市公共自行车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主要经

营公共自行车运营管理及停车场建设管理，注册

于２０１１年６月２３日，是政府主导、财政拨款、企

业参与的公益性服务公司。其中，鼓楼区公共便

民自行车项目属于２０１１年福州市政府为民办实

事项目之一，由鼓楼区试点运行。第一期工程围

鼓楼绕行政中心、商业中心、文化旅游中心、公园

景区建设２３个站，投放６００余辆自行车。公共自

行车管理系统采用第三代电子智能管理系统，与

银行卡、市民一卡通及手机支付实现兼容，不断提

升企业服务内涵与延伸能力［２］。公共自行车采用

网络智能调度，后台管理与安防系统及１１０联动，
实现了２４小时智能管理、智能调度，保障全天候

开放运营和车辆通借通还，实现限时免费、低偿租

赁、通租通还，为市民构建“１５分钟低碳生活圈”，
有助解决市民短途出行，改善城市交通。

二、理论分析：三者关系视域下的地方

公共服务提供

（一）政府与市场相辅相成

政府一向负责着为公民提供切合自 身 需 求、
优化配置公共资源的基本职能。根据公共利益的

假定，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以最有效的方式提

供公共产品、满足社会需要、追求帕累托最优是政

府的最 大 作 用 和 功 能。在 福 利 主 义 思 想 的 影 响

下，公共服务的供给基本特点是政府垄断、阶层分

化和闭境自守。因而，地方政府长期以来被视为

生产性组织，通过将公共资源转化成服务来实现

自身价值。然而在新公共管理思潮的引领下，地

方政府的公共服务提供模式也遭受到了越来越多

的质疑。各种事实证明，政府的单纯运作并不能

实现社会的理想状态，必须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

作用。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起，英国地方政府率先

进行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并且迅速波及到世界

各地，彰显了创新的公共管理理念，如今公共服务

市场化运作俨然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大量

的公共服务通过合同外包、内部市场等模式推向

市场。但在市场机制不完善的情况下，如果一味

依靠市场进行社会资源的配置，就可能会由于外

部效应、信息不对等的问题导致市场失灵，产生负

面效应，何况由于市场的有限性，缺少宏观调控能

力，所以市场化的供给方式并不一定比政府的提

供更有效。
在两元建构背景下，市场的秩序一旦 出 现 紊

乱，人民就会转向求助政府的干涉，渴望通过政府

的参与，更好地实现公共服务的供给。但由于政

府的干预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非公共利益性以及寻

租行为产生等问题，政府的干预程度极其容易膨

胀，一味地依靠政府或者市场都不可能有效地配

置资源。故而，政府与市场两难选择的情况就会

出现。在地方公共服务提供的过程中，既不能按

照原有的官僚制度行事，也不能完全放任自流，依
赖市场，而是需要把政府的适当干预与市场权力

的让渡有效地结合起来。

　　（二）公民介入，上下互动

现实生活中，公共服务市场往往具有 资 源 集

中性，竞争机制较难形成，市场自带的缺陷也亟待

政府的 干 预 加 以 解 决。随 着 社 会 发 挥 和 政 治 变

革，政府的作用空间在逐渐收缩，实现部分权力的

让渡，使其有所为，有所不为，政府权力的弱化却

使得其效能不断提高。与此同时，政府在社会范

畴内的功能性过渡以及有选择的让位，也加速了

第三方群体的有选择介入。由于公民对于政府和

市场的心理预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如

何让更多的公民参与政治，发挥自身权利也成为

服务型政府的建设重点。另外，公民作为地方公

共服务的直接受益者和评价者，有必要通过公民

的参 与，广 开 言 路，实 现 公 共 服 务 供 给 的 高 效 配

置，并且通过公民的满意度调查，在公民与政府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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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的实践中，建立合作性的共赢公共决策机制，
不仅可以集中公众的智慧，为政府管理提供及时

有效的信息，提高政府的亲和力和执政能力，而且

有利于公共政策的贯彻和执行，增加公民对政府

的公信力和认同感［３］。一般而言，政 府 的 高 效 廉

洁与公民意识和参与度是成正比的。地方政府必

须建立和健全公民利益和需求的表达机制，以此

来了解公民对公共服务的数量和质量，保障公共

服务的有效提供和利用。政府作为社会一般利益

的特殊反映，有必要积极组织、支持和引导公民参

政，营造政府与公民的绿色通道，构建和优化政府

与公民的良性运作关系。
总之，政府、市 场 与 公 民 关 系 视 域 下 地 方 公

共服务的理想供给状态是服务资源的效用最优，
进而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最大化。

三、实际验证：三者关系视域下的地方

公共服务提供

２０１５年２月２日，福州城市客运场站运营有

限公司和鼓楼区所属的福州市公共自行车运营管

理有限公司顺利进行了交接工作，这也就意味着，
运营了将近４年的鼓楼区公共自行车项目的试点

任务已经结束，从此就正式纳入福州市的统一管

理，福州城市客运场站运营有限公司也成为福州

市 公 共 自 行 车 项 目 统 一 运 营 和 管 理 的 正 式 机

构［４］。公司接手管理运营后，将在 各 区 开 通 一 个

站点进行联网调试，新增站点主要分布在台江和

晋安。
公共自行车有一半的车辆车身设计 为 绿 色，

体现“绿色出行”的理念，为了增加趣味性和吸引

民众的注意力，马尾区的公共自行车的颜色为红

色，而鼓楼区则为橘色。随着服务系统的升级，自
行车也进行更新改造，如铃铛从车外移入车身的

环内，车辆的三脚架从铁换成铝合金材质，减轻车

身重量，车篮也由塑料变成铝合金材料，从而减轻

车篮的磨损和褪色。
截止２０１６年６月 底，福 州 市 正 常 运 营 的 便

民自行车 站 点 共 计１７３个，之 前 曾 作 为 试 点 地

区的 鼓 楼 区 有８７个，占 了 接 近 一 半。再 者，晋

安区总计２１个站 点；台 江 区 共 计２０个，比 去 年

的三月份多了１１个；仓 山 区 一 共２０个，比 去 年

的三月份多了１６个；马 尾 区 与 去 年３月 份 的 数

量持 平，仍 为２５个。另 外，这 五 个 城 区 已 经 实

现公共自 行 车 的 通 借 通 还，随 着 宣 传 力 度 的 增

加和社会 氛 围 的 改 善，选 择 骑 公 共 自 行 车 出 行

的市民数量逐渐增加。表１数据显示，目前日办

卡量约为６５张。公共自行车二期在去年就已经

正式启动，计划新建站点３１０个。
表１　福州市公共自行车办卡及累积借车量

截止时间 办卡量／张 累积借车量／次

２０１２年５月 ６　６６８　 ４６０　０００

２０１３年６月 ２４０　０００　 ２　５００　０００

２０１４年５月 ３００　０００　 ４　２００　０００

２０１５年３月 ４２０　０００　 ５　９００　０００

　　（一）政府主导

根据公共物品理论分析，一定程度上，公共自

行车会具有一定效用不可分性、消费非竞争性和

收益非排他性。那么，把公共自行车定位成准公

共物品就意味着：第一，政府在公共自行车服务系

统构建上具有举足轻重的责任；第二，政府可以改

变公共自行车的提供方式，借助社会或者市场的

力量服务公民。
根据鼓楼区最初的试点情况可以看 出，公 共

自行车项目从一开始就被视为一把手工程，利用

政府 的 主 导 性，真 抓 实 干，搞 活 市 区 内 部 的 交 通

网。目前，福州城市客运场站运营有限公司也就

成为福州市公共自行车项目唯一的运营和管理机

构。《２０１４年度福州市交通运输委员会部门决算

说明》中明确指出，新建公共便民自行车站点１８０
个，实现便民利民的延伸，可以看出公共自行车服

务系统的构建其实已经纳入了政府的预算。
政府的主导性主要是表现在福州市政府对公

共自行车 项 目 的 巨 额 资 金 支 持［５］。２０１５年２月

之前，福州市鼓楼区的建设项目是由政府主导、财
政全额支出，建成后交由国有企业运营管理。但

马尾区的项目则是由政府规划、由民营企业负责

建设和运营管理，政府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向运

营公司 支 付 费 用。２０１５年１月２６日，福 州 市 政

府特意召开协调会，会议研究明确要求，应该加强

福州市公共自行车项目的统一运营，并实现互借

互还的功能。２０１５年２月２日，鼓楼区的公共自

行车项目纳入统一管理，并按市政府要求，由国有

企业控股。再者，实现统一运营后，成本将会以审

计为准，并由福州市政府的财政进行补差，有效地

保障项目的良好运行［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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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市场参与

２０１４年１１月，为 了 实 现 公 共 自 行 车 项 目 的

统一管理和互借互换，福州市政府通过公开招标

方式引进了专业运营合作伙伴福建索天信息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并一致决定共同出资１　２００万元

注册成立新公司，其中具有国企身份的福州城市

客运场站运营有限公司以５１％控股、索天公司占

股４９％。这种国 企 控 股 合 作 的 经 营 模 式 介 于 政

府全额拨款与市场化运营之间。一般而言，民营

企业负责日常的运作管理，而国企则参与管理，既
可以通过国企控制进行宏观调控，又可以有效发

挥出民营企业效率较高、成本较低等资源优势，因
此，通过将公共服务的市场化机制引入政府的一

些业务领域，进而实现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和资

源的最优配置。
根据福州市政府的规划，财政投入会 逐 步 减

少，资金的积累将主要由福州城市客运场站运营

有限公司通过市场化的运作来实现，主要体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公共自行车的附带广告或者其他

增值服务，如充值卡启动金等；服务亭的商业化开

发和广告经营权的拍卖；超过１小时免费使用时

限的用户付费。

　　（三）公民介入

（１）公示参与。公共自行车项目的重要事件

会通过福州市政府的官网上“阳光政务”一栏进行

公示，公民可以利用此渠道更快捷、更高效地了解

相关资讯，并可以借助“在线办事”的窗口表达自

身的观点与建议，实现公民权利的保障。
（２）客服热线。公民可以通过“１２３４５”以及福

州市公共 自 行 车 运 营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的 客 服 电 话

（０５９１－８７８５３５５５），及时投诉或反馈在公共自行车

服务中遇到的问题，相关人员在规定时间予以解

答，从而通过自身的介入，进而完成公共服务资源

的高效配置。
（３）在线访谈。福州市政府的官网上“在线访

谈”栏目中，在２０１５年１２月，“政风行风热线”节

目组邀请到福州市城市客运场站运营有限公司董

事长兼总经理陈志云参与栏目，公民可以通过调

频收音机、在线网络和微信等渠道收听节目，并可

以拨打直播间的电话同主持人、嘉宾进行互动，通
过反馈问题、提出意见等，畅所欲言，参与政府在

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的管理与监督环节。

四、福 州 市 居 民 公 共 自 行 车 系 统 满 意

度调查及分析

为进一步了解福州市公共自行车系统的满意

度情况，于２０１６年８月份和９月份选取鼓楼区的

自行车站点进行问卷调查。采用随机抽样调查方

式，调查对象主要为公共自行车使用者，采用定点

访问和拦截访问的形式请居民评价影响其使用公

共自行车 满 意 度 的 因 素。线 下 共 发 放１００份 问

卷，回收有效问卷８９份，回收有效率为８９％。另

外，通过线上平台，回收问卷２７３份。问卷总数共

计３６２份。结合本研究的目的，以探索性 因 素 分

析法对 该 量 表 进 行 了 重 新 分 类 及 效 度 检 验。在

ＳＰＳＳ２０．０中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影响福州市鼓

楼区居民使用公共自行车满意度的２０个因素进

行探索性因子分析，经过方差最大正交旋转处理，
以特征值大于或等于１作为因子提取原则，并参

照碎石图确定项目和因子。经过多次探索，删除

因子载荷小于０．５的题项（自行车外观没有特色；
租赁体系过于单一化），最后抽得５个因子，共计

１８个题项。
以上１８个题项的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ａｌｐｈａ信 度 系

数达０．８５３，分 量 表 信 度 分 别 为０．７７７、０．６８６、

０．８４７、０．７２０与０．５８４，具有较高的信度。因子分

析的数 据 结 果 显 示，样 本 的 ＫＭＯ 值 为０．７２６，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ｓ球 形 检 验 卡 方 值 为８１５．７６０，Ｐ 值 为

０．０００，达到显著水平，表明数据非常适合 进 行 因

子分析。因子的累积解释量达到了６３．２０６％，各

题项在相应因 子 上 均 具 较 大 负 荷，介 于０．５００～
０．８６７之间。且每个题项在其单一维度的因子上

负荷率均不低于０．５（见表２），说明提取的公因子

解释效果理想，量表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
本文对因子载荷矩阵进行正交旋转所采取的

是方差最大法，由表２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可

以看出，此次因子分析主要提取了５个公因子，第

１个公因子是 指 便 捷 程 度，第２个 公 因 子 是 服 务

质量，第３个公因子是承担成本，第４个公因子是

站点布局，第５个公因子则是安全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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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福州市公共自行车测量指标因子分析结果

因素名 指标内容 因素负荷量 因素解释量／％ 信度 特征值

有效节约到目的地出行时间（Ｘ１） ０．７５７

便捷
机动灵活，可以自由选择行程（Ｘ２） ０．７４０

程度
存取方便，不担心维护（Ｘ３） ０．７２９　 １６．３６０　 ０．７７７　 ５．３４９

提高与其他交通转乘的衔接度（Ｘ４） ０．５６９

避开车辆高峰期（Ｘ５） ０．５００

租赁卡办卡和遗失补办手续繁琐（Ｘ６） ０．７３９

服务
调度系统不完善，供给得不到保障（Ｘ７） ０．６５０

质量
租赁点刷卡借还车系统故障发生频繁（Ｘ８） ０．５６８　 １３．６７６　 ０．６８６　 １．９９５

服务热线不畅（Ｘ９） ０．５２７

维修保养不及时（Ｘ１０） ０．５２７

所担
缴纳的押金太高（Ｘ１１） ０．８６２

成本
一次使用免费时间太短（Ｘ１２） ０．８５９　 １２．５６２　 ０．８４７　 １．４８９

延迟还车和丢失损坏的处罚力度太高（Ｘ１３） ０．８１７

站点
在人流密集区或使用高峰期借车难（Ｘ１４） ０．７６７

布局
租赁点太少（Ｘ１５） ０．７２３　 １１．７８０　 ０．７２０　 １．３６３

站点设计不合理，距转乘处较远（Ｘ１６） ０．６７０

安全
“机非混行”，使用存在安全隐患（Ｘ１７） ０．８６７

性能
受天气影响大，使用安全隐患大（Ｘ１８） ０．６０６　 ８．８２８　 ０．５８４　 １．１８０

累积解释量／％ ６３．２０６

　　 居民满意度 （Ｙ）通过“公共自行车整体满意

度高”、“我愿意使用公共自行车作为交通工具”和
“我愿意推荐亲友使用公共自行车”来度量。调查

中显示，在“公共自行车整体满意度”中，６６．７％的

居民选择满意，５６．４％的居民表示愿意使用公共

自行车作为交通工具，但仅仅有３３．３％居民表示

愿意推荐亲友使用公共自行车。
根据调查结果，公共自行车使用者以 男 性 居

多，占６２．６％ ；使 用 者 年 龄 趋 年 轻 化，大 部 分 集

中在２０～２５岁 及２６～３５岁 两 个 阶 段，分 别 占

３０．１％ 和３５．８％ ；使 用 者 职 业 中 所 占 比 例 最 大

的是企事业 单 位 职 员，占４６．５％，其 次 分 别 是 学

生和个体经营者。从使用时间上看，工作日使用

量远大于休息日使用量，借还高峰也主要集中在

上班（７点至９点）和下班（１７点至１９点）时间，其
他时间段使用量一般。

　　 （一）便捷程度

灵活便捷是满意度最重要正向影响因素。公

共自行车的灵活便捷程度越大，居民使用公共自

行车的满意程度就越高。调查发现，公共自行车

使用人群中，企 事 业 单 位 职 员 占４６．５％，其 次 分

别是学生占３０．２％和个体经营者占１６．４％，其出

行目的主要是上班或者上学，因此交通工具的便

捷显得至关重要。在观测变量中，节约出行时间

（０．７５７）、自 由 选 择 行 程（０．７４０）和 存 取 方 便

（０．７２９）对居民的满意度影响较大。

８０．９％的居民赞同公共自行车可以“有 效 节

约到目的地出行时间”，７８．８％的居民赞同使用公

共自行车“机动灵活，可以自由选择行程”。公共

自行车可以充分发挥其准时便捷、灵活性强及可

达性好的优势，履行“门到门”的服务功能。因此，
公共自行车一般服务于短距离出行，居民也普通

认为通过使用公共自行车可以有效避开车辆高峰

期，减小出行延误。

　　（二）服务质量

服务质量对满意度有正向影响。公共自行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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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 于 城 市 服 务 产 品。调 查 显 示，手 续 繁 琐

（０．７３９）、调 度 系 统 不 完 善（０．６５０）、系 统 故 障

（０．５６８）是 严 重 影 响 服 务 质 量 的３个 重 要 因 子。
这三个服务也是居民最频繁接触的地方，因此也

对满意度的影响最为显著。故而，通过科学有效

的制度设计，完善提升公共自行车的运营管理水

平，合理规划车辆调配，提高信息服务质量。［９］

　　 （三）所担成本

成本与满意度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居民所

承担的成本越大，其对公共自行车系统的满意度

也就越 小。使 用 公 共 自 行 车 的 多 为 中 低 收 入 人

群，在选择出行方式方面，很大程度上会考虑费用

问题。目前，公共自行车的支付费用主要是办理

所要缴纳的押金。目前，办卡时需要缴纳信用保

证金３００元，ＩＣ卡 工 本 费２０元，充 值 不 低 于５０
元，也就是 办 卡 的 费 用 至 少 需 要３７０元。因 此，
“缴纳的押金太高”（０．８６２）得到了多数人的认同。
再者，“一次使用免费时间太短”（０．８５９）无形中增

加了居民的经 济 成 本，１个 小 时 的 免 费 时 间 对 于

大部分人而言，应该可以满足其需求，不过还是有

超过５０％的居民表示时间偏短。因此，政府理应

综合考虑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公众需求等因素，
首先确定合理的押金制度，进而发挥公共自行车

的“免费”优势。

　　（四）站点布局

站点布局 与 居 民 满 意 度 之 间 存 在 正 相 关 关

系。公共自行车租赁点的布局要根据出行需求和

空间距离，遵循自行车自身特性以及居民出行规

律，使一定区域内居民的步行时间实现最优。调

查结果显 示，“在 人 流 密 集 区 或 使 用 高 峰 期 借 车

难”（０．７６７）是该因素里影响最大的因子，一部分

可能是由于规划不合理的原因造成，另一方面也

直接说明“租赁点少”（０．７２３），公共自行车的数量

不能满足当下日益增长的需求。另外，根据公共

自行车功能定位，公共自行车租赁点可分为公交

点、办公点和校园点等，不同的类型在建设时也需

要考虑不同的权重。再者，租赁点规模需要进行

等级化的升级，比如在一些繁华地带，尤其是在上

下班的高峰期，自行车的调配速度较慢，影响居民

的出行。

　　（五）安全性能

安全性能与满意度有明显的正相关 关 系，意

味着自行车的安全出行会提高居民对公共自行车

系统的满意度。目前，对自行车使用者造成安全

威胁 的 主 要 是“机 非 混 行”（０．８６７）和 天 气 状 况

（０．６０６）。自行车相对于其他交通工具一直处于

比较弱的一环，因此合理规划城市道路系统，改造

有碍自行车通行的道路，提供便捷舒适的自行车

骑行环境，为居民营造一个安全的社会氛围。

　　（六）构建满意度因子模型

在因子命名后，可根据因子的方差贡 献 率 构

建满意度因 子 模 型。其 中，便 捷 程 度 因 子 为Ｙ１，
服务质量因子为Ｙ２，所担成本因子为Ｙ３，站点布

局因子为Ｙ４，安全性能因子为Ｙ５。根据该矩阵，
可以写出因子表达式：

Ｙ１ ＝０．７５７　Ｘ１ ＋０．７４０　Ｘ２ ＋０．７２９　Ｘ３ ＋
０．５６９　Ｘ４＋０．５００　Ｘ５

Ｙ２ ＝０．７３９　Ｘ６ ＋０．６５０　Ｘ７ ＋０．５６８　Ｘ８ ＋
０．５２７　Ｘ９＋０．５２７　Ｘ１０

Ｙ３＝０．８６２　Ｘ１１＋０．８５９　Ｘ１２＋０．８１７　Ｘ１３
Ｙ４＝０．７６７　Ｘ１４＋０．７２３　Ｘ１５＋０．６７０　Ｘ１６
Ｙ５＝０．８６７　Ｘ１７＋０．６０６　Ｘ１８
根据上述两个函数式，进一步在采用 因 子 加

权总分的方法下，最终得出使用者满意度的综合

评价公式为：

Ｙ＝０．１６４Ｙ１＋０．１３７Ｙ２－０．１２６Ｙ３＋０．１１８Ｙ４
＋０．０８９Ｙ５

函数式中各因子的权重系数仅从单纯的数量

关系上考虑，以各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为权数。此

函数式可作为福州市居民使用公共自行车满意度

的基础测评公式，Ｙ 表示居民使用 公 共 自 行 车 满

意度的 综 合 得 分，Ｙ 值 越 大 说 明 公 民 的 满 意 度

越高。［１０］

五、福 州 市 公 共 自 行 车 项 目 存 在 的 问

题及其对策

（一）政府与市场：发展是关键

要想发展首先离不开资金，而且公共 自 行 车

具有公共物品的属性，所以这就要求运营过程中

更不能把攫取利益作为唯一标准。另外，该项目

的建设与维护成本较高，资金压力较大，费用主要

由两个部分构成：一是前期的建设费用，二是运营

维护以及管理费用。何况，在初始投入中，如智能

化系统的构建等项目的开展还会涉及城市规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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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调 度 颇 为 复 杂，这 单 靠 企 业 的 能 力 无 法 承

担。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公共自行车还不属于公

共交通的系统，这就造成了公共自行车的收入渠

道简单，仅依靠低微的广告收入、办卡租车费用是

不能实现项目的健康运行。
然而，光是项目前期的投入就需要巨 大 的 资

金。锁车器 是 公 共 自 行 车 运 作 过 程 中 的 重 要 硬

件，全天候不间歇工作，具有借还自行车的语音提

示，还通过总线通信将相关数据发送到站点的控

制器，从而可以密切掌握每辆公共自行车的不同

状况。不过，单单是一部锁车器，每年的运行费用

就需要４　０００元左右。
故而，即便福州市政府表示逐步减少 财 政 投

入，但为了保证系统的公共性、公益性和稳定性，
政府仍会参与公共服务的提供中，并且资金的投

入依旧较大，在政府与企业共同参与的复合经营

模式中，角色定位、干预程度、权利与信息的不对

称等问题都时时刻刻考验着政府职能的发挥，同

时也给地方政府带来了显性的财政压力。
因此，协调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关键还是在

于解决资金短缺的问题，并尽量给与市场以政策

倾斜。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
（１）形成规模化经营。例如公共自行车的站

点越多，也会间接降低运行的成本。根据估算，倘
若福州市开通超过４００个公共自行车的站点，那

么，每部锁车器的运行成本基本上可以降至３　５００
元左右［６］。

（２）解决 资 金 短 板。探 索 采 用ＰＰＰ、ＢＯＴ等

新型资金模式，发挥市场的作用，降低政府公共服

务的投资压力和风险；学习吸收公益项目的社会

经验，支持引导越来越多的社会组织加入公共自

行车项目，还可以通过新媒介等途径积极向社会

倡导捐款捐车；探索发展个性化的新型租赁服务，
如通过单位包车、团体租车等增值服务来提升项

目的盈利能力［１］。
（３）完善供给方式多样化。地方政府可以改

变公共服务的购买和提供方式。比如根据福州市

不同辖区的具体情况，可以在社区、学校等人流量

密集的场所，由该地方的主要单位设置并提供公

共自行车的服务，在统一指导和规划下，进行相对

独立的运营管理，减少运营中的成本，缓解政府和

企业的负担。
（４）提供政策支持。可以考虑将公共自行车

并入公共交通的系统，在运营等方面给予相对有

利的政策扶持，如路权分配、税收优惠等。

　　（二）政府与公民：理念是支撑

福州市属于二线城市，再加上地形的因素，城
市规模并不大，人口密集地也一般位于市中心，市
民的出行通常也以短距离为主。本来福州市私有

自行车和电动车的保有量就比较大，从出行的便

捷性和舒适度来看，自行车和电动车的优势明显，
公共自行车的普及推广难度 较 大［７］。另 外，市 民

的环保理念不强烈，较快的生活节奏也使得人们

并没有养成使用公共自行车的习惯。
再者，仍有一部分公民缺乏理论素养，对民主

理论认识不深刻，政治责任感下降，参与的热情不

高，民主实践也极其匮乏。另外，由于制度发展的

局限性，公民参与公共治理的途径并不是极其地

完善，有些公民的利益仍然得不到诉求和回应。
因此，在处理政府与公民两者关系的时候，应

该采取以下措施：
（１）加大宣传力度。应该将公共自行车归纳

于绿色公交交通的范畴，树立环保理念。倡导市

民更多地使用灵活机动的自行车，不仅有助于改

善环境，减轻拥堵，还可以充分享受较高品质的公

共服务，并强化公众爱护自行车的意识。
（２）扩宽民主渠道。不断增加公民参与公共

治理的途径，发挥公民社会组织的智库作用。再

者，还需要加强直接服务的影响途径，通过直接服

务的方式，促进社会的相互了解，用事实践行服务

的宗旨，并借助服务平台，扩展与政府各方面协商

谈判的影响途径，引导市民参加公共自行车项目

的决策和执行，并逐渐达成社会文化的深度融合。

　　（三）市场与公民：服务是重点

目前，福州市部分租借点显现出城市 中 缺 乏

自行车车道的有效规划，还常常会有被机动车辆

占用的事件发生。２０１５年２月，在福州市西二环

路和洪山园路交叉路口的公共自行车租借点刚刚

建立，然而绿色的工作亭将两块石砖的盲道完全

占据，交通规划的能力有待改善和提高。
从福州市的布局和商业圈的位置，尤其周五、

周六、周日的交通拥堵现象，可以分析得到市民的

出行方向相对单一、集中，高峰时段单向交通比例

较高，公共自行车调度的难度系数增加，也就是导

致部分市民租车不便或者租车不到，如五四路中

段的公共自行车租借点经常无可用车辆［７］。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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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站点之前属于试点地区，或者由于借用量大

等问题，一些自行车会出现异响、掉链子等诸多小

问题，会直接影响市民的使用，因此，公共自行车

项目的维护问题开始凸显，并亟待解决。
市场作为产品的提供者，应该尽量给 公 民 提

供高品质的“个人化”或者“人性化”服务。然而，
福州市的公共自行车相对于其他地区而言，并没

有明显的创新之处。另外，福州的公共自行车每

辆价值８００元，如果丢失或者损坏，都会按照规定

进行额度不低的赔偿。办卡时还需要缴纳信用保

证金３００元，ＩＣ卡工本费２０元，卡内充值不低于

５０元，也就是意味着至少缴纳３７０元才能办理租

借卡。而且 除 了 办 理 公 共 自 行 车 手 续 较 麻 烦 之

外，租车办卡点还经常无人值守。
因此，要搞好市场与公民的博弈，那么就需要

做好以下几个方面：
（１）完善道路规划。应该尽可能建设自行车

专用车道，提供方便快捷的骑行环境。综合考虑

社区、商场、学校等位置，优化布局公共自行车服

务点，做好公共自行车与公共交通系统的衔接，增
加公共自行车出行的便利性。规划完善城市道路

系统，注重自然风景与人工设施的配套和谐，打造

城市形象的特色品牌，改造有碍车辆骑行的道路

基础设施。
（２）提高管理水平。优化管理的方法，减少运

行维护的成本，可以通过先进电子技术的设计，建
立新型的租赁收费模式，利用线上信用制度的日

益完善，间接地降低市民的实际支付费用；通过技

术改造，使其更加符合市民出行的需要，同时减少

车辆设备的损耗，增加车辆的有效利用率［１］；还可

以通过引进志愿者服务等方式来节约项目成本，
提升服务的质量和效率。

（３）采取人性化服务。根据公共自行车各个

服务点的不同年龄段人群的使用需求，可以减少

或增加一些配置，使得公共自行车愈发人性化，如
临近社区的租借点可以配置安装幼儿座椅的自行

车，学校旁边的租借点可以配置多人自行车。通

过人性化的设计，扩大公共自行车的影响面。目

前，福州市公共自行车项目已经推出了安卓版的

ＡＰＰ，通过 关 注 订 阅 号 也 可 以 进 行“网 点 查 询”、
“租还指 南”和“服 务 约 章”等 相 关 信 息 的 查 找

咨询。
公共自行车服务的提供会涉及到政府、市场、

公民三者不同群体的利益。根据地方政府独特的

要求对公共自行车进行差异性的角色定位，注重

运营过程中的管理，控制后期维护的成本，并积极

对项目不断进行改进和完善，保障跟进配套服务

有效的供 给，从 而 保 证 公 共 服 务 的 有 效 提 供［８］。
公共自行车的出现，会进一步将交通系统进行优

化配置，整合 优 势，从 而 解 决“最 后 一 公 里”的 问

题，缓和城市交通的压力。正确处理政府、市场与

公民的关系，使得三者相互合作，优势互补，地方

政府才能更有效地提供公共服务，满足社会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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