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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选题背景

共享经济这一术语最早是于 1978年由美国研

究者提出来的，但是共享经济现象却是在最近几年

流行的。共享经济，一般是指以获得一定报酬为主

要目的，基于陌生人且存在物品使用权暂时转移的

一种新的经济模式。其主要特点是：包括一个由第

三方创建的、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市场平台，这个

第三方可以是商业机构、组织或者政府（表1）。

1.1共享经济的特点

共享经济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例如从创业角

度看，这是一个风口上的创业形态，任何商品或服

务与共享挂钩都可以带来一定的关注度；从消费者

角度看，共享产品和服务由于其减少了所有权的购

买成本，消费者只需要支付短时间的使用成本，大

大降低了消费门槛，同时也给民众带来了诸多便

利。共享经济主要有以下特点：

(1)充分利用闲置资源，避免浪费

近现代以来，在世界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城市

化、人口、资源、环境等压力下，经济学家逐渐开

始反思单纯经济增长的弊病。在能源越来越紧

张、污染越来越严重的当下，这对于改善生态环

境大有裨益。有研究表明，如果一辆汽车以共享

经济的概念投入使用，那么其利用效率相当于

6～7 辆汽车。以共享出行为例，它有效地提高了

乘客出行效率，在极大节约了社会资源的同时，

还满足了人们的出行需求，也符合绿色出行的现

代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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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国内共享经济主要领域及代表企业

共享领域

共享租车

共享单车

共享房屋

共享餐饮

共享物流

共享金融

共享充电宝

代表企业

滴滴出行、易道打车、优步（Uber）中国、神州专车、叮叮约车

OFO、摩拜单车、优拜单车、小鸣单车

一家民宿、木鸟短租、住百家、第六感、小猪、寓米、瓦当瓦舍

我有饭、隐食家、觅食、回家吃饭、下厨房、豆果美食、丫米厨房

京东众包、人人快递、我快到、51送、1号货的、云鸟配送、货车帮

淘宝众筹、京东众筹、苏宁众筹、拍拍贷、陆金所、微贷网

来电科技、街电科技、小电科技、魔宝电源、Hi电、怪兽充电

来源：笔者归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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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拉动了我国的经济增长

近年来，我国共享经济发展迅速。中国电子商

务研究中心发布的《2016年度中国“共享经济”发展

报告》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共享经济市场规模达

39 450亿元，增长率为76.4%，共享经济的提供服务

者人数约为 6 000万人，共享经济平台的就业人数

约585万人。共享经济企业创造了大量灵活就业机

会，推动了就业方式的改变，也使得分配机制更加

公平。

(3)共享商品存在管理缺失

共享经济这把双刃剑有着天然的缺陷和管理

上的弊端，例如规模庞大的单车占用了太多的城市

空间，导致了城市出行的部分拥堵。并且由于管理

和监管措施不到位，很多共享单车被民众据为己

有，或者遭到故意破坏，使共享单车并没有发挥最

大价值，造成资源浪费。

(4)参与者权益易受到损失

在这些系统性风险出现的同时，享用共享经济

产品或服务的消费者同样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困扰，

例如某些打车乘客被私家车主骚扰、乘客没有得到

良好的服务、乘客和车主之间出现言语甚至肢体冲

突、共享单车安全性没有保障、出现事故责任方不明

确、未成年人随意骑行共享单车等诸多问题凸显。

1.2 调研目标

本调研课题的目标聚焦共享经济中的产品和

服务本身，调查广东省在读大学生对主流共享商品

的使用情况，从他们的视角对现有的共享商品本身

提出改善的建议，全方位整体性地把握广东省在读

大学生群体对“共享商品”的使用情况和认知偏好。

在此基础上，提供共享商品的企业可以从本报告结

论出发对其产品和服务进行改进，以更好地服务广

大公众，从而提升公众对共享商品的认可度和购买

率，同时还可以促进共享经济的健康良性发展。

2 方法

2.1调查方法

本次调研主要使用了文献调查法、访谈法和问

卷调查法。

2.1.1文献调查法

调查组通过搜集文献来收集二手资料，明确了

“共享经济”、“共享商品”等概念，也确定了进入本

次调研的主要几种共享商品的大概范畴[1-3]。

2.1.2访谈法

笔者邀请了7名经常使用共享商品的在读大学

生作为访谈对象，组织了一场“小组座谈会”，座谈

会通过面对面的集中访谈方式，使大家对共享经济

现象及共享商品的主要优缺点开展了积极充分的

交流和讨论，收集到了宝贵的一手信息。

本次小组座谈的主题为“谈谈你眼中的共享经

济”，其中包括3个小主题：(1)广东省在读大学生对

共享经济的认知。(2)广东省在读大学生对主要共

享商品的使用情况。(3)广东省在读大学生对共享

商品的保护。

2.1.3问卷调查法

问卷调查法是本次调研的主要方法，本次调研

的主要结论就是依据问卷调查法收集到的一手数

据得出的。笔者根据文献调查和访谈收集的二手

资料和一手信息，编写了“广东省大学生参与共享

经济的调查问卷”，问卷一共包括 8个部分：基本信

息、对共享经济的认知、共享租车、共享单车、共享

充电宝、共享雨伞、共享租房、对共享商品的使用和

保护。问卷共设计了 26个题目，其中 25个题目是

封闭式题目，包括单选题和多选题，1个题目是开放

式题目。根据问题的性质和对答题对象的要求，设

置了必答题和非必答题。

本项目随机选取广东省内在读大学生2 000人

发放调查问卷。

2.2 数据处理方法

采用EXCEL统计软件和在线问卷编写工具内

置的数据分析功能进行数据整理和分析。

3 结果与分析

本调查共收回有效问卷 1 713 份，问卷回收率

为 85.65%。其中，男性被调查者占比 40.81%，女性

被调查者占比 59.19%；珠三角地区被调查者占比

28.02%，粤东地区被调查者占比61.3%，粤北地区被

调查者占比2.1%，粤西地区被调查者占比8.58%。

3.1 对“共享经济”的认知数据分析结果

在收到本次问卷之前，仅有 6.65%的在读大学

生对共享经济非常了解，而对共享经济不了解的在

读大学生数量达到了22.94%，可见“共享经济”这一

概念在大学生中的普及率及认识深度都是不够

的。并且仅有 52.89%的大学生认为共享经济是社

会的进步，有利于改善我们的生活，其余同学持中

立或否定态度。

大学生消费过的共享商品中，共享单车具有最

高的消费比例，达到了 88.44%，其次是共享租车和

共享充电宝，使用率都在 25%左右，使用率最低的

是共享租房，具体数据如图 1所示。对于目前市场

上提供的共享商品，大学生消费群体的顾虑主要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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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安全性、售后服务和法律法规保障等方面，详

细统计结果如图2所示，可见，广东省在读大学生对

共享商品最大的顾虑来自对于个人信息被泄露的

担忧。

3.2“共享租车”的数据分析结果

根据问卷回收的数据结果可见，广东省在读大

学生使用共享租车和不使用共享租车的原因都是

多方面的，在使用过共享租车的在校大学生中，

65.85%的被调查者是因为使用方便，这一使用动机

是最高的，其次是价格低廉这一动机，占到了被调

查者的 50.26%。没有使用过共享租车的在校大学

生中，选择最多的原因是“暂时没有此类需要”，达

到了 43.78%，其次是“感觉不安全”这一因素，占到

28.37%，具体数据如图3所示。

3.3“共享单车”的数据分析结果

根据图 1的分析结果可知，共享单车是大学生

使用最多的共享商品，大学生使用共享单车和不使

用共享单车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其中，“方便又

快捷”是大家使用共享单车的主要原因，有 77.23%

的学生选择了这一选项，其次是“环保”和“确有需

要”这两点原因，分别占据了第二和第三位。

导致大学生不使用共享单车的诸多因素中，“不

能快速找到周围的共享单车”是最主要原因，也有

20%左右的大学生选择了“安全性不足”“使用收费”

和“使用流程繁琐”等原因，具体数据如图4所示。

关于共享单车的不足，也就是大学生群体认为

共享单车需要改进的地方，按从高到低的占比选项

依次是“乱停乱放，缺乏管理”、“不能带人”、“坏车

不能及时维修”、“丢车情况不能有效处理”、“没有

车筐”和其他原因。

3.4“共享充电宝”的数据分析结果

关于使用共享充电宝的原因，主要有“使用方

便”、“确有需要”和“价格低廉”等，各有不到10%的

大学生是因为“好奇心驱使”和“朋友推荐”选择使

用共享充电宝。关于不使用共享充电宝的原因，最

多大学生选择的是“暂时没有此类需要”（41.51%），

其次主要原因分别是：“想用但是没看到过共享充

电宝”（24.17%）、“感觉不安全”（19.61%）、“需要付

费”（17.86%）等。

如果要使用“共享充电宝”这个产品，使用和归

还需要到指定的运营点进行，这会不会影响大家对

充电宝的需求和使用呢，答案是肯定的，只有

21.72%的被调查者认为这不会影响自己对充电宝

的使用，61.12%的被调查者是不到必需使用时不会

考虑使用，17.16%选择了不使用。

3.5“共享雨伞”和“共享租房”的数据分析结果

共享雨伞这一部分题目的调研结果显示，大学

生使用共享雨伞主要是因为“使用方便”“确有需

要”“价格低廉”等；不使用共享雨伞的原因有“暂时

没有此类需要”、“想用但是没看到过共享雨伞”

图1 大学生消费过的共享商品情况

图2 大学生消费群体对共享商品的顾虑

图4 广东省大学生不使用共享单车的原因

图3 广东省大学生不使用共享租车的原因

担心支付手段不安全

担心个人信息被泄露，个人安全没有保障

担心物品的质量，售后问题无法解决

相关政策法规不完善造成自身损失

交易存在局限性，信息不可靠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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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使用共享租房的大学生中，“价格低廉”和“使

用方便”是占比最高的使用原因，不使用共享租房

的同学是因为“暂时没有此类需要”“感觉不安全”

和“不知道有共享租房”的存在。认为共享租房不

安全的大学生中，对共享租房安全性的担忧主要集

中在房东身份、消防设施、人身安全和房屋设施等

方面，各个选项的占比比较平均，都在60%左右。

3.6 对共享商品的保护和利用数据分析结果

共享商品投入市场后，由于保护措施不到位、

法律法规不健全，出现了许多共享商品遭到破坏的

事件，如果发现共享商品正在被偷盗或者被破坏，

人人都能够勇于站出来去制止这些行为的话，也许

偷盗和破坏行为就会逐渐被制止，还好在广东省大

学生群体中，只有12.74%的被调查者选择了视而不

见，其他被调查者都会采用网络、电话或者现场制

止等方式来保护共享商品。

4 问题总结

4.1 广东省大学生对于“共享经济”现象态度不积极

通过回收问卷得到的数据显示，广东省大学生

对于“共享经济”这一现象的了解非常不够，仅有

6.65%的大学生表示对共享经济非常了解，年轻大

学生是推动社会和经济进步的最有力的潜在力量，

对于新兴事物应该抱有极大的好奇心和求知欲，而

且从对共享商品的高使用率来看，基本每个大学生

都参与到了共享经济这一现象之中。其次，对于共

享经济是否导致了社会的进步，有一半的同学保持

了中立或消极的态度，这再次显示了广东省在读大

学生在某种程度上缺乏对新兴经济事物的积极判

断。这种情况的产生主要来自于大学生自身的自

学能力和求知欲望，但是外界环境的刺激可以增强

他们对诸如共享经济这类新现象的学习动机，这样

的外界环境需要社会和企业一起来营造。

4.2 对共享商品的顾虑来自缺乏安全感

广东省大学生对于共享商品的主要顾虑是担

心支付手段不安全，个人信息遭到泄露之类的安

全因素，这种担忧达到了被调查者人数的一半以

上。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是由于信息网络的安

全性问题已经存在已久，另外一方面是因为企业

没有给予消费者保障信息安全不受到威胁的信

心。如何减少消费者对共享商品安全性的顾虑，使

更多消费者愿意使用共享商品是个摆在共享企业

面前的问题。

4.3 共享单车有诸多需要改进之处

调查结果显示，共享单车是广东省大学生使用率

最高的共享商品，使用率达到了80%左右。不过，依

然有许多被调查者认为共享单车存在不足之处，共享

单车只能一人一车不能带人、坏车不能及时维修、没

有车筐使用不方便等，这些高选择率的建议表示深受

大学生欢迎的共享单车依然需要进行改进。

4.4 需要到指定地点借还的共享充电宝影响使用率

关于共享充电宝的使用，有 24%的被调查者表

示想用但是没看到过共享充电宝，这说明相对于充

斥了整个城区的共享单车，共享充电宝的铺货率比

较低。其次，如果要使用“共享充电宝”这个产品，

使用和归还需要到指定的运营点进行，有近80%的

被调查者认为这会影响自己对充电宝的使用。所

以共享充电宝想要获得长远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

有如何提升铺货率和可否省掉“哪里借哪里还”的

麻烦，尽量做到就近借和就近还。

5 对策建议

通过数据分析和问题总结，广东省大学生在消

费共享商品时遇到的问题已经较为明朗，调研团队

通过召开集中会议，认真分析出现的问题，确定了

解决思路，结合查阅到的相关资料，提出了几点指

导性和具体性的建议，作为解决问题的对策。

5.1 多举办与共享经济相关的公共活动

当地政府部门可以多组织一些公共活动或者关

于共享经济的创业大赛，学校层面在教学过程中可以

在相关课程引入“共享经济”这一主题讲座等，企业层

面也可以将一些在大学生中比较流行的活动与共享

商品进行结合，开拓大家认识共享经济的新渠道，例

如将共享经济与“公益项目”相结合，提高大学生的积

极性（比如支付宝捐步等），我们可以通过共享单车线

下骑行，进行捐款，同时自身也得到了锻炼。

5.2 加强共享单车的押金监管和支付保障

监管部门应当对共享单车的押金规模、退还规

则、款项用途等予以规范，按用户数来计算，共享单

车押金高达数亿元，应该引起监管层关注。共享单

车拥有大量用户、涉及多个城市，一旦发生押金池

资金被平台挪作他用、投资失败或无法及时抽回资

金等情况，会导致大面积的押金退还危机。共享单

车应通过相应的平台公示其押金去向，使押金流动

透明化、阳光化。共享单车也可以将一部分的资金

交由合作的维修公司、售后公司作抵押，从而促进

双方的互利共赢。

5.3 共享单车运营商为用户购买保险

建议运营商为使用者购买保险，对于因被保险

人（运营商）销售的商品或提供的服务造成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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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身损害或财产损失，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或给

付义务的，保险人（保险公司）将根据保险合同的相

关约定负责赔偿。对共享租车平台来说，发生交通

事故后，交警对事故责任的认定跟社会上普通车辆

一样，并不单独处理。处理流程跟正常车辆的程序

一样，主要由保险公司来承担赔偿费用。

5.4 尽快出台共享单车的日常管理维护细则

企业自身在追求低成本单车的同时必须保障

单车质量，定期对存量车进行安全抽查，对故障车

及时处理，为车辆购买保险；积极利用自己在环保、

交通方面的贡献争取政府方面的资金支持，在人员

密集地区如地铁口、商场门口、大学校门口，多建造

一些共享单车停放处，这可以杜绝乱停乱放的不良

现象；厂家可以及时维修，防止大家上私家锁；对不

文明行为，一经发现，要加大处罚力度。政府部门

出面，完善相关制度。建立个人对共享单车的租用

信用体系，加大惩处力度以减少失信行为，利用社

会性惩戒制度并且通过信息资源的共享，将共享单

车的个人信用应用到生活各领域。

5.5 将共享充电宝使用点与便利店等零售店结合

共享充电宝主要存在的问题是“借还”困难，可

以将共享充电宝遍布在城市中众多的加油站、餐

馆、便利店等，如 7-11、美宜佳等，既方便使用者借

还，也让充电宝得到管理。

参考文献：

[1] 倪云华,虞仲轶.共享经济大趋势[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

[2] 刘国华,吴博.共享经济2.0[M].北京:企业管理出版社,2015.

[3] 谭文.互联网金融征信信息共享监管法律制度研究[D].重庆:西南政法大学,2016.

[5] 杨承,莫江,蹇国友,等.不同海拔烟区覆膜天数对土壤温度及烟株生长的影响[J].安徽农业科学,2013(31):1001-005.

[6] 刘国顺.烟草栽培学[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3.

[7] 罗发健.不同揭膜培土方式对烤烟生长及化学成分的影响[D].长沙:湖南农业大学,2010.

[8] 蒋水萍,穆青,毛春堂,等.不同揭膜破膜时间与方式对烤烟生长及品质的影响[J].贵州农业科学,2014(1):36-41.

[9] 位辉琴.凉山州不同覆膜期限对烤烟生理特性、营养及产质量的效应[D].郑州:河南农业大学,2006.

[10] 杨于峰.揭膜培土对烤烟产质、产量影响的研究[D].长沙:湖南农业大学,2013.

[11] 杨峰钢.揭膜等措施对鄂西南烟叶开片影响的研究[D].郑州:河南农业大学,2007.

[12] 王天军.金阳县膜下烤烟种植技术研究[D].北京:中国农业科学院,2012.

[13] 孔德钧,潘文杰,熊晶,等.地膜覆盖对高海拔地区烤烟产量和品质的影响[J].贵州农业科学,2011,39(6):58-60.

[14] 夏明忠,任迎虹.四川烤烟[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13.

[15] 蒋士军,吴元华.烟草病理学[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13.


（上接第9页）

5 结语

高频电路中应用LC回路时往往采取部分接入

方式，以降低源与负载阻抗的影响。针对电容抽头

接入的等效计算问题，讨论根据电路理论和部分接

入常用等效公式计算的差别，并分析差别产生的原

因，最后利用电路仿真软件验证了理论分析的准确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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