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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次项目研究初期，笔者所在团队前去中国海洋大学

进行调研。在调研过程中，运用调查问卷和口头询问的形式

了解到大学生存在闲置物品无处搁置问题的并不在少数，并

且消费能力越高的学生存在该问题越严重。由此值得我们深

思闲置物品集中营在大学校园内乃至全社会设立的重要性与

意义。本项目随机选取中国海洋大学不同院系、不同专业的

学生发放调查问卷，调查闲置物品的处理方式 [1]。

从项目的实操难易度与长短期分析，我们先进行校园地

摊经济活动。校园闲置物品地摊经济从开始宣传就受到学生

的极大关注与欢迎，仅用了两天的线下宣传就有 20多个摊位

主前来报名，但为了维持良好的秩序与避免事故的发生，我

们限制了摊位的大小与数量。在校园调查中，我们发现没有

时间摆摊却有闲置物品急于出售的群体占很大部分比例，便

设立了代卖与自主摆摊两种方式实行地摊经济，代卖方收取

物品售价 20%的费用，摊位费是 5元。本次地摊活动分为两

部分：一部分为工作人员（韦嘉、魏玉洁）代卖，从下午一

点开始到晚上九点收摊，经过“收取代卖品—整理代卖品资

料—贴标签—摆摊—售卖”的过程，为期八个小时的售卖，

最终净利润为 170元左右，利润率为 90%左右，闲置物品处

理数量为 85%左右；另一部分为学生自己摆摊，从下午六点

半开始到晚上九点收摊，在为期两个半小时的售卖过程中，

每个摊位平均的收益达到 200元左右，闲置物品处理的数量

在 75%~80%之间（数据统计工作由高全香、宋旭完成）。

在此活动期间，我们发现闲置物品出售不仅解决了物品放置

与资源浪费的问题，还能够近距离了解学生的多元化从而加

强学生的社交能力，增强校园的文化与凝聚力，学生的信任

度得以提高，校园生活更加丰富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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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进入中期阶段，我们正式开展线下寄存租售业

务——“闲置物品集中营”。经校领导的协调和对在校师生

的调研，我们找到了租金、面积等各方面合适的经营场所，

并配备货架、存储柜、购物袋、摄像头等必备的办公物品和

设备 [3]。

因前期宣传效果较好，在实际经营过程中，许多学生愿

意接受寄售服务。顾客根据自己的需求可以从寄存、代卖和

代租赁三种方式进行选择。我方规定寄存费用，并将物品登

记入库。对代卖服务，将售卖所得销售额的 10%作为费用。

另外对电动车等电子物品，我们收取租赁费用的 15%作为代

租费。

对于寄存业务的管理我们采用 C管理模式构建项目的智

慧型组织结构，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开展运营。C管理

模式的“头”代表智慧型组织的管理高层，即总经理（王钰），

它是信息处理决策中心，负责统筹管理平台经营事务；“躯干”

代表智慧型组织的管理中层，对应平台的销售（宋旭）、仓储（高

全香）、财务（韦嘉）和市场（魏玉洁）各业务部门 [4]。

①本项目既能够消除大学生无暇处理、无地存放闲置物

品的烦恼，又能通过租售自己的闲置二手物品获得经济报酬。

线下运营采用校园内“固定经营网点 +地摊夜市”模式租售

大学生的闲置物品，大学生可随时将自己的物品进行寄存与

销售，达到宿舍内零闲置物品的目标，做到了真正意义上的“断

舍离”。

②本项目既符合闲置物品“共享共用”的经济理念，又

倡导了“绿色环保”的消费习惯，让闲置物品得以循环利用

并持续发挥经济价值。在“闲置物品集中营”运营的过程中，

闲置物品的流通性很强，很少存在库存积压。这使得物品能

够持续发挥其利用价值，达到物尽其用。

③本项目积极响应国家发展“地摊经济”的号召，通过

在校园内举办闲置物品“跳蚤市场”的方式，处置大学生的

闲置物品。通过面对面的交易，不仅增加交易的效率，还能

够促进校园文化，使校园生活丰富多彩。采用“线上直播 +

线下地摊”同步的经营模式，对寄存的闲置物品进行租赁或

出售。促进了大学生闲置物品在校园内的流转交易与持续利

用，既促进了电商经济的发展，又有助于推广“地摊经济”模式，

具有深远的社会意义和广阔的市场前景 [5]。

①通过地摊经济的运营，我们体会到了线下面对面消费

的高效性，以及地摊经济的娱乐性和综合性，使得校园生活

更加丰富多彩。由于校园内提供摆地摊的场所和组织安排，

大学生只需很少的成本即可完成，这也给大学生提供了自主

经营的机会，对未来就业面向社会提供新的视角。

②通过“闲置物品集中营”的运营，不仅消除了大学生

无暇处理、无地存放闲置物品的烦恼，还能让大学生通过出

租出售自己的闲置物品获得经济报酬。在此过程中，我们意

识到闲置物品对于需要的人价值很大，也使得我们更加重视

物品的高效可持续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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