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疫情加速了人们在线消费习惯的形成，在线平台的

用户数出现了较大增长，尤其是在线服务使用率较低的

三四线城市居民以及中老年人等更多地转向在线消费，

或者成为新用户，或者更加依赖在线消费。这些都是共

享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利好因素，并将为共享经济未来发

展提供新的机遇。

记者采访了解到，此次疫情期间，餐饮企业和零售企

业的合作中，已有部分企业开展了供应链的共享。餐饮企

业将自己生鲜采购的供应链能力与零售企业共享，共同开

展生鲜商品的采购、运输和零售业务。同时，零售商和零

售商、餐饮企业和餐饮企业之间也开展了供应链的共享。

那么，共享经济未来发力点在哪？业内人士认为，

随着人们在线消费习惯的增强，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

重点领域的共享模式发展潜力将加速释放；营商环境、

灵活就业和消费等与共享经济相关的政策支持力度加

大，会导致新的共享服务和共享模式不断涌现。平台企

业商业模式不断成熟，用户体验持续提升，共享型消费

日益成为主流消费方式。

“未来共享经济从拼规模和速度，转向拼品质、服

务、安全等的趋势将会更加明显，能否为用户带来更好

的体验和更多的价值，将成为未来市场竞争的关键。”业

内人士表示。

多重利好迎来新机遇

放眼全国，共享经济首次让社会更为广泛认知，是

2016 年的共享单车大战。之后又出现了共享汽车、共

享充电宝、共享办公乃至共享雨伞、共享按摩椅……一

时之间，似乎“一切”皆可共享。但急速扩张后，一众企

业倒闭，共享行业逐渐退潮。

而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在对经济产生较大冲击的同

时，却对部分共享经济领域的需求产生了一定的“刺

激”。哈啰出行相关负责人表示，随着疫情的到来，很多

交通工具停止运行，共享单车发挥了巨大作用。而随着

各地开始复工，共享单车的用车需求量也开始激增，这

为共享单车企业迎来了发展机遇。

国家信息中心分享经济研究中心 3 月 4 日发布的

《中国共享经济发展报告(2020)》显示，得益于互联网的

快速普及和应用，在线下活动受到严重限制的情况下，

大量的消费和生产活动被迫转到线上，其结果是部分行

业和平台的用户数量和交易量出现猛增态势，出现了与

大势逆行的小高峰。

数据显示，2019 年共享经济市场交易额为 32828

亿元，比上年增长 11.6%。而自疫情发生以来，共享医

疗、教育、外卖餐饮等领域，平台用户数量和交易量更是

猛增。例如，每日优鲜小程序除夕到初六的订单量相比

去年同期增长309%，交易额增长465%。

业内人士分析，疫情的发生也激发了平台企业的模

式创新，大量待业的餐饮员工转入生鲜电商平台，从事

装配、拣货等工作，促进了“共享员工”模式的发展；外卖

行业还出现了“无接触配送”“无人配送”等模式。

逆生长激发模式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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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不少行业和企业被迫按下暂停键，但共享

经济却凭借优势呈现出强大的生命力。自生鲜电商平台盒马鲜生联

合云海肴、西贝、青年餐厅等餐饮品牌为应对疫情影响，达成“共享员

工”的合作后，从消费领域到生产领域，越来越多的行业和企业不断

加入“共享”行列，共享经济实现逆势增长。 □ 记者 张贤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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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未想到，我会同时拥有两个职业角色：既保留了

饭店厨师的员工身份，又临时成为流水线上的一线操作

工。”2 月 20 日，合肥某酒店的厨师老马和他的 30 多名

同事一起，统一乘大巴从合肥市滨湖新区出发，来到海

尔工业园，成为合肥首批“共享员工”。

2月26日，芜湖市帮助美的集团成功从河北区域协

调161名员工赴芜湖美智空调设备有限公司就业。

2月26日晚，经过约13个小时的行驶，一辆从四川

绵阳驶来的“长虹号”动车专列D4374稳稳地停在合肥

高铁南站，专列上598名“共享员工”是四川绵阳长虹总

部支援合肥美菱的一线员工。

2 月 29 日，上海华铁旅客服务有限公司分 3 批次

“共享”696 名员工到联宝（合肥）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短

期就业。

公开数据显示，疫情防控期间，我省多地通过“共享

员工”的方式累计调剂用工 2000 余人。为助力企业复

工复产，稳定就业岗位，安徽省人社厅日前印发《关于全

面推进“共享员工”等用工余缺调剂工作的通知》部署全

省全面推行“共享员工”等用工余缺调剂工作，并明确对

于开展“共享员工”等用工余缺调剂的企业和人力资源

服务机构给予奖补。

记者了解到，我省搭建省市两级平台，鼓励和引导

有用工余缺调剂需求的企业通过市级对接平台发布调

剂职工人数、技能水平、待遇需求、用工时间等信息，促

进本地企业供需信息及时对接。同时通过省级对接平

台，供有跨区域调剂意愿的企业发布用工余缺调剂需

求，将调剂信息推送至所在地人社部门，并督促做好调

剂指导和服务，促进人力资源在全省范围内“共享”。

共享经济破冰突围，经济回暖实现逆势增长

2020年3月29日，全球新能源汽车领导者比亚迪宣布

正式推出“刀片电池”。凭借对行业深刻的战略前瞻，强大的

创新能力以及深厚的技术积累，比亚迪交出了“刀片电池”这

一答案。“刀片电池”拥有其他动力电池无法企及的安全性，

并且兼具长寿命和长续航，它的诞生重新了定义新能源汽车

的安全标准, 引领了全球动力电池安全新高度。

比亚迪集团董事长兼总裁王传福表示：“‘刀片电池’

体现了比亚迪彻底终结新能源汽车安全痛点的决心，更有

能力将引领全球动力电池技术路线重回正道，把‘自燃’这

个词从新能源汽车的字典里彻底抹掉。“

“针刺穿透测试”是行业内公认的对电池电芯安全性最

为严苛的检测手段。这一测试要求用钢针将动力电池电芯

刺穿，造成电芯内部的大面积短路。比亚迪在发布会当天播

放了一段对比三种电池针刺实验的视频回应了之前网络上

对于刀片电池超强安全性的质疑。在同样的测试条件下，三

元锂电池在针刺瞬间出现剧烈的温度变化，表面温度迅速超

过500℃，并发生极端的热失控——剧烈燃烧现象，电池表

面的鸡蛋被炸飞；传统块状磷酸铁锂电池在被穿刺后无明

火，有烟，表面温度达到了200℃~400℃，电池表面的鸡蛋

被高温烤焦；比亚迪“刀片电池”在穿透后无明火，无烟，电池

表面的温度仅有30～60℃左右，电池表面的鸡蛋无变化，仍

处于可流动的液体状态。这一结果足以证明“刀片电池”彻

底摆脱了传统动力电池可能会发生的“热失控”的噩梦，其安

全性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

出鞘·安天下——比亚迪“刀片电池”引领全球动力电池安全新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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