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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業創新探索 試水共享經濟

內地共享經濟規模逾3萬億
業界：未來GDP佔比料達兩成 並深入至更多行業

香港文匯報

訊 （記者 孔雯瓊 上海報道）創新

正在引領中國經濟新發展，特別

是創新驅動下的共享經濟實現了

可觀成果。據國家信息中心統計

顯示，國內共享經濟交易額超過3

萬億元（人民幣，下同），且每

年幾乎都是以100%的速度翻倍增

長。如今，中國共享經濟不僅已

走到世界前列，亦成為推動經濟

穩步增長的新動力。業內認為，

未來共享經濟規模或將佔國家

GDP比重的兩成，並會深入到越

來越多的行業，在各個經濟領域

持續釋放活力。

官方配套政策及舉措
2017年7月
國家發改委、中央網信辦、工信部等
八部門聯合印發《關於促進共享經濟
發展的指導性意見》強化了管理創
新，避免用「老辦法」、「舊思維」
管理「新事物。」

2017年3月
政府工作報告：「支持和引導共享經
濟發展，提高社會資源利用效率，便
利人民群眾生活。」

2017年2月
國家發改委下發《共享經濟發展指南
（徵求意見稿）》。

2017年2月
國家信息中心共享經濟研究中心成立。

2016年3月
政府工作報告：「支持共享經濟發
展，提高資源利用效率，讓更多人參
與進來、富裕起來。」

2016年2月
「十三五」規劃綱要提出，鼓勵搭建資
源開放共享平台，積極發展共享經濟。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孔雯瓊

所謂共享經濟，指的是個人或組織利
用互聯網等現代信息技術整合、共

享海量的共散化閒置資源，滿足多樣化需
求的經濟活動總和。自2016年共享經濟
首次被寫入政府工作報告以來，便已成為
社會發展的大勢所趨，並被期待可以更加
扎實發展，通過提高資源利用效率，讓更
多人參與進來、富裕起來。

增速驚人 起到引領作用
共享經濟最早起根發由於美國，而中國
共享經濟初期的一些模式都是借鑒了美國
部分。但很快，中國因創新發展速度加
快，共享經濟也開始在深度和廣度上超越
美國，並在很多領域做到引領作用。
據國家信息中心發佈《中國共享經濟發
展報告2017》顯示，中國共享經濟基本上
以連年翻番的速度在增長，截至2016交易
額約為3.5萬億元，比上年增長103%，其
中重點領域共享經濟交易規模達1.4萬億
元，比上年增長96%；資金共享領域交易
額約2.1萬億元，比上年增長110%。
另從共享經濟佔比國家GDP情況來
看，國家信息中心按照年均40%的增速預
測，到2020年共享經濟交易規模佔GDP
比重將達到10%以上，2025年則佔GDP
比重將攀升到20%左右。

六大領域 未來市場廣闊
按照國家信息中心的歸類，國內共享經
濟所滲透的領域大致可分為交通出行、房
屋住宿、知識技能、生產能力、生活服務
和資金共享等。按照國家信息中心信息化
研究部主任張新紅的分析，儘管有些共享
模式最初來自國外，但一旦在中國市場上
採用，人數規模會讓體量迅速擴大。
以常見的共享出行為例，公開數據顯
示，滴滴出行僅在2015年這一年的訂單
量就達14.3億單，這個數字是Uber建立
以來六年的全球預訂量的1.4倍。國內兩
大共享單車摩拜和ofo截至2017年7月用
戶規模總共突破7,000萬，這比全球其他
國家用戶數量總和要多出很多。而在住宿
方面，國內共享經濟中的民宿短租房間套
數，預計到年底可達200萬套，這個將超
過國外短租鼻祖Airbnb10多年累積的全
球房間套數。
張新紅表示，中國共享經濟的應用程度
堪稱世界第一。研究共享經濟的紐約大學
斯特恩商學院教授阿魯．薩丹拉徹亦讚成
此觀點，認為中國共享經濟無論在規模、
範圍還是在影響人數上，絕對是做得最
好、是名列世界前茅的。

政策支持 帶動實體經濟
中國共享經濟所取得的可喜成就，離不
開政策上的利好。當下國家層面都多次明
確表示要為共享經濟提供良好的發展環境
和政策支持。自2016年起，共享經濟連
續兩年寫入政府工作報告，今年國家發改
委下發了《共享經濟發展指南（徵求意見
稿）》，都是旨在推動共享經濟發展。
另從實際上來看，共享經濟在帶動實體
經濟發展以及就業上也有不小貢獻，如共
享單車大量的車輛及零配件訂單盤活一批
傳統單車廠商；共享汽車也為車企貢獻了
不少新能源車輛訂單。另據上述報告顯
示，去年共享經濟中參與提供服務者人數
約為6,000萬人，其中平台員工數約585萬
人。
現如今，中國在共享模式的創新思路

上，依然在進行不斷的嘗試和拓展，從停
車位、辦公室、日常用品乃至知識、經驗
再到勞務、資金都成為可以共享的資源。
不少市場人士認為，隨着政策沃土的持續
滋養，未來國內共享經濟勢必會在社會和
總體經濟中發揮更好的作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孔雯瓊上海報道）
各種共享物品、服務的出現，原本是想方便
用戶按需索取，充分利用資產使用率。但漸
漸的，一些共享經濟領域內的企業，因過度
追求規模，急於投放資源圈攏用戶，並在背
後資本的推動下，開始過度生產，並造成供
大於求的局面。
共享單車目前在國內並未出現一家獨大的

局面，還有新入局者不斷加入，因此競爭者
都想在數量上獲得絕對優勢，但這樣的結果
就造成單車供應過量。從中國單車協會統計
顯示，2017年近20家品牌的共享單車投放
總量極可能接近2,000萬輛。這些單車報廢
之後，會產生近30萬噸廢金屬，相當於5艘
航空母艦結構鋼的重量。
而上述現象也僅是共享經濟浪費現象的一

個縮影，目前很多新生共享事物，諸如共享
雨傘、共享馬扎（小型摺凳）、共享籃球
等，也都存在許多浪費情況發生，很多人直
接將那些共同使用的資源直接拿走歸己所
有，而投放企業也會因為資源的驚人折損
率，而反覆購買或生產更多的新產品，完全
達不到盤活閒置資源之作用。

專家倡速制定規則
同濟大學可持續發展與管理研究所所長諸

大建認為，並非每種事物都適合共享，它們
還需經歷市場和社會的檢驗，並要具備穩
定、長期的特點。的確，目前市面上投放的
價值過低物品，並不具有共享價值，往往一
露面就「全軍覆沒」，諸如雨傘、馬扎多數
被拿走後下落不明。
除了企業盲目追求規模導致浪費，不少人

士認為更有企業背後的資本推動作用，數據
顯示，去年一年共享經濟的融資規模達
1,710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130%，可見投
資者對此領域的的青睞，但同時這種逐利行
為亦會導致企業之間瘋狂的攀比競爭，造成
不必要的資本浪費。
另外，過度的共享事物還導致城市管理難
題。特別是出行工具的亂停亂放、違規騎
行、肆意破壞等現象，使得現有的公共交通
體系受到衝擊。復旦大學公共經濟研究中心
主任石磊對此認為，出現這樣的情況是原有
的管理方式與新的事物之間的矛盾，並涉及
到個別成本和社會成本的問題，建議管理部
門和共享企業要抓緊制定相關新的規則。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孔雯瓊 上海報
道）中國共享經濟目前正處在發展的黃
金時代，各產業都在探索合適自己的共
享新模式，最近作為金融業三駕馬車之
一的保險業，也出現頻頻試水共享經濟
的行為。
中國保監會原副主席周延禮日前出席

一個論壇時表示，科技的大發展必將極
大的改變保險業的經營環境，保險公司
如何參與共享經濟帶來的新領域，並為
此提供創新金融服務，都是非常值得研
究的。
目前，各險企也都用不同的方式在進

入共享經濟領域。眾安保險就通過和摩
拜單車戰略合作的方式成為第一個為共

享單車用戶提供保障的保險公司，為參
與共享經濟的個體提供風險保障。另
外，保監會日前同意華泰財產保險的獨
立代理人模式，也是共享經濟在保險業
的呈現，這樣允許了獨立代理人所提供
的勞務，可以共享給所有保險公司。而
陽光保險則發佈過一款互聯網共享的產
品，可以將網絡用戶資源調度起來，起
到共享式完成任務的功能。

為投保風險提供基礎
互聯網保險平台海綿保總裁陳明光表

示，共享經濟在高速發展的當下，保險
將不可避免地裹挾其中，另從共享經濟
三大主體需求方、供給方和共享平台來

看，供給與需求方通過共享經濟平台進
行交易，這些也搭建了保險投保、風
控、服務的客觀基礎。
同樣，保險業主動探索共享經濟亦是

行業的一個機遇，北京大學風險管理與
保險學系副主任劉新立稱，保險業的痛
點是信息的共享和人與人之間的溝通，
而共享經濟則能向更多的客戶普及保險
業務，而且通過共享模式獲得的客戶規
模將是基數級增長。
至於保險業在共享經濟中的未來趨

勢，大特保CEO周磊表示保險本身的起
源就是來自風險共擔，具有共享的本
質，未來需要關注的是消費場景，並增
加共享維度。

共享經濟目前尚處在發展的初級
階段，因此就不乏很多創業者削尖

腦袋往熱點裡鑽。在無懼無畏之下，這種大躍進式的
資源共享就有些漸漸變味。
現在基本上每周都可以看到一款新的共享APP應用

上架，但共享的不再是那些車子，房子之類的物件，
而是開始朝有生命的領域蔓延了。諸如共享貓咪，共
享狗狗這樣的共享寵物軟件開始悄然出現，雖然創意
者初心是想讓喜愛小動物，但因各種原因無法飼養的
人們有機會體驗一下照顧寵物，但不少動物學家指
出，大多數貓狗並不適合頻繁換主人和居住環境。再
者，難免會有居心叵測的人混跡其中虐待貓狗。

之前，張新紅曾笑言「男朋友，女朋友不能共
享」，但很快，就有共享男朋友、共享女朋友的推廣
文案大肆出現在網絡上。後來雖然被證實這只是一些
虛構設想，但那些文案中有理有據地列舉了國內單身
人群規模，並計算「按需共享」後可給提供方帶來的
收益，此部分內容真實到令人咋舌的地步。有律師嚴
厲斥責這樣的共享，認為有悖公序良俗，而且這樣的
設想或許會被人利用去做違法活動。
提供共享服務的供應方要遵守社會倫理，而接受共

享服務的需求方也要遵守道德。因為共享資源大多數
成本不高，供應方也無法時時監督，導致共享物資損
毀的情況時有發生，如近期火燒共享單車、入住民宿
後毀壞內部設施等事件，起因就是使用者覺得非自己
財富，可隨意糟踐。
現在共享經濟這一新事物正面臨老辦法難管理的過

渡期，但切莫因監管漏洞，供需雙方就肆意妄為，道
德風險一旦過大，是不利新事物的健康發展。

■香港文匯報記者孔雯瓊

創新並不是顛覆公序良俗

考究共享價值
防止資源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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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可以用手機查看共享洗衣機是否有空餘機位，還可以下單以及
支付。 資料圖片

■■越來越多的日常生活用品列入共享。圖為共享雨傘。 資料圖片

■■創新正在引領中國經濟新發展，中國的共享經濟走到了世界前列。圖為市民掃碼選擇共享單車出行。 資料圖片

■■讀者展示自己通過手機APP借閱的共享書籍。 資料圖片

■安徽一家書店與圖書館聯盟，結合自己和圖書館的圖書為市民提供
共享書籍。 資料圖片

■堆積如山的過剩共享單車。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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