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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信息化时代中，各类的新兴应用和新资讯不断冲击着市场，而微信小程序依靠着其低成本、高效率的

特点成为越来越多用户的首选。另一方面，大学校园是一个极具发展潜力和广阔前景的市场，它一直是

商家、企业和创业者们争相抢夺的对象。如何将线上线下相结合，以大学校园潜在的需求为基础，建立

多功能校园服务平台，是未来的新兴发展趋势。以此为出发点，我组选择基于大数据分析，设计精准智

能服务平台，即“校叮当”小程序，从内容、技术、经营模式和宣传策略等方面进行创新，实现自身价

值，将校园内的各类服务相整合，提高服务效率；通过数据分析和智能管理等技术手段，减少人力成本，

实现长足发展；促进校园文化建设，增强学生的社交能力和文化素养；满足高校大学生群体日常需求，

提升校内市场的经济生产力。经过探讨与更新，利用创新的思维和现代化信息平台所构建的“校叮当”的
内部功能从单一的跑腿服务转化为多元化的服务功能，以此推动高校内校园服务的管理模式革新，包括

二手交易、校园论坛、课程管理等，并且对功能进行进一步细分，让其能够支持多样化的业务场景，从

而有助于满足用户的不同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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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information age, various emerging applications and new information are constantly im-
pacting the market, and WeChat mini-programs have become the first choice of more and more 
users relying on their low cost and high efficiency. On the other hand, university campuses are a 
market with great development potential and broad prospects, and it has always been the object 
of competition for businessmen, enterprises and entrepreneurs. How to combine online and of-
fline and build a multi-functional campus service platform based on the potential needs of univer-
sity campuses is an emerging development trend in the future. Taking this as a starting point, our 
group chose to design a precise and intelligent service platform based on big data analysis, that is, 
the “School Ding Dang” applet, and innovated in terms of content, technology, business model and 
publicity strategy to realize its own value and the campus various services are integrated to im-
prove service efficiency; through technical means such as data analysis and intelligent manage-
ment, labor costs are reduced and long-term development is achieved; campus culture construc-
tion is promoted to enhance students’ social skills and cultural literacy; to meet the daily needs of 
college students and improve The Economic Productivity of the Intramural Market. After discus-
sion and updating, the internal function of “School Ding Dang” built with innovative thinking and a 
modern information platform has transformed from a single errand service to a diversified ser-
vice function, so as to promote the innovation of the management model of campus servic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cluding second-hand Transactions, campus forums, course manage-
ment, etc., and the functions are further subdivided so that it can support a variety of business 
scenarios, thereby helping to meet the different needs of us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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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互联网迅猛发展的信息化时代，各类的新兴应用和新资讯不断冲击着市场，而微信小程序依靠着

其低成本、高效率的特点成为越来越多用户的首选。相比于 Android 和 IOS 开发，微信小程序兼容性高、

开发方便、应用场景广、易推广，而且能够有效地利用人力物力资源，其更新迭代更加便捷，更容易触

及用户，为用户提供更优质的服务。对于用户而言，微信小程序无需安装即可使用，无需耗费手机内存，

操作简单方便，从而吸引了大批量的用户。在 2019 年，微信小程序的日活跃用户数量就已超过一亿，创

造出超过 5000 亿的商业价值，从中可以看出微信小程序的潜在用户市场巨大。微信小程序给予创业者新

的机遇，而创业者的积极研发则让微信小程序的发展迈入新的高峰，创造出更多的商业价值。 
另一方面，年轻一代的消费力正在逐步成为微信小程序用户群体中的中坚力量。大学校园是一个极

具发展潜力和广阔前景的市场，在当今互联网时代，它一直是商家、企业和创业者们争相抢夺的对象。

如何将线上线下相结合，以大学校园潜在的需求为基础，建立包括校园跑腿、二手交易、校园兼职、校

园论坛等多功能的校园服务平台，是未来的新兴发展趋势。 
但是就目前市面上层出不穷的各类校园生活服务，它们存在着服务彼此分割、模式单一、范围局限

等问题，甚至缺少一个稳定的平台。而市面上的校园类 app 同样存在着一定缺陷，如：普及度不高、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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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能力差、学生的隐私与利益得不到保障、价格过高等。所以，校园服务综合平台仍是一块未开发且有

巨大潜力的“蛋糕”。 

2. 背景 

2.1. 研究背景 

在互联网时代的背景下，全球互联网普及率达 54.4%，而中国则是全球最大的互联网市场，所拥有

的网民规格高达 7.27 亿人。其中，青少年群体成为互联网市场中的领军人物。作为青少年群体中的代表

群体，高校大学生拥有庞大的数量基数，背后的市场规模能够达到千亿级别。高新技术与校园生活相结

合的新模式作为近年的热点，进一步让高校大学生市场涌现出大量新机会，万物互联成为信息化热潮中

的关键词，同时为校园生活的便捷化发展打下基础。 
对于大学生群体而言，疫情阴霾下的校园市场让其对于高效化大学生活的需求得以扩大。另一方面，智

能手机成为人们获取信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各类软件在信息化热潮中不断涌现。但市面上大部分软件往往

是面向整个社会群体，导致其功能缺乏一定的针对性，难以满足高校大学生对于校内生活便捷化的实际需求。 

2.2. 研究目的及意义 

2.2.1. 满足高校大学生群体日常需求 
伴随着高校的进一步扩招，大学生人数不断攀升，但专门针对大学生所研发的软件却鲜为人知。在

疫情未完全消失的大环境下，大学生的日常生活仍然有所局限，比如大部分外卖不能送至宿舍楼下，学

生需自行前往宿舍外的外卖柜领取；过去大学生能够自由出入大学城的其他高校，而如今的活动范围、

交际情况均受到一定的限制。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虽然大学生的生理、安全需求得以满足，但是

他们对于社交需要、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需求始终在上升。 
“校叮当”通过将用户的实用需求和产品提供的实用价值相结合，锁定大学生日常生活需求，打造

一款集校园跑腿、二手交易、校园兼职、校园论坛等为一体的综合化小程序[1]，旨在提供给大学生一个

共享平台，提供社交机会、打破信息壁垒，让大学生间的联系更加紧密，让大学生的日常生活更加充实，

让大学生的生活更加便捷化，以此增强高校学生群体用户黏度，从而带来良好的用户体验。 

2.2.2. 提升校内市场的经济生产力 
高校学生和职场新人为主的消费群体，正在以惊人的增长速度和庞大的人群规模，接棒成为贡献消

费经济的主力人群。天猫发言人总结 2019 年双 11 时提到，新一代青年已成为阿里经济体的新用户。菜

鸟网络联合天猫公布的数据显示，大学生群体消费实力强劲，在高校集中的地区，学生的购买力直接促

使整个区县的包裹量排名上升。相比已经步入社会的职场新人，在校大学生经济负担小，消费潜力大，

成为经济生产力增长的新鲜血脉。 
以“校叮当”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校园跑腿为例。2021 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 4430 万

人，全国普通高等学校 3012 所，平均每个学院在校大学生 14707 人。菜鸟网数据显示，大学生人均每年

收到 43 个快递，每个月都需要收到快递 3 个及以上，高校每月产生 4.4 万个快递包裹。根据目前封闭管

理情况和末端配送服务趋势，学生需要代取的包裹量约占 40%以上，每个月学生需要代取的包裹有 1.7
万个。另一方面，数据显示，2021 年中国 40.3%大学生群体月均点外卖次数为 5~10 次；37%大学生群体

每月点 1~5 次外卖；而月均点外卖次数在 10 次以上的大学生群体占比 15.2%；仅有 5%大学生群体完全

不点外卖。从中可以看出高校市场潜力巨大，代取快递机会涌现。 
高校中一直存在着对于代取快递和外卖的需求。庞大的规模中存在着一群由于个人时间不充裕或者是与

上课时间冲突或者是纯粹不想花费时间去取快递和外卖的人群需要校园跑腿服务，他们通过支付佣金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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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获得便利，从而诞生出跑腿经济，即由于高校快递数量激增，大学校园内“求代拿”的需求成倍增长，乐

于“跑腿”的学生同样从中发现商机。生活质量的逐渐升高导致人们的需求越来越广泛，各种跑腿服务相互

汇聚，不只是让消费者享受到高效化的服务，而且对于提供跑腿的服务人员而言，不仅获得了一定的收入，

而且作为一项简单的创业活动，能够积累经验、完善自我，给大学生带来更多的机会来了解创业、学习创业。 
另一方面，校园跑腿服务跟共享经济有所联系。共享经济是指拥有闲置资源的机构或个人，将资源使

用权有偿让渡给他人，让渡者获取回报，分享者通过分享他人的闲置资源创造价值。借助互联网平台优化

高校校园的资源配置，共享经济在校园市场中迸发出全新的生产力[2]。在如今高校校园环境下，不仅是一

般意义上的共享概念，而是一种规模化的协作[3]，在这个模式下传统市场的参与者身份发生改变，消费者

开始扮演创造者、生产者等角色。校园跑腿服务可以通过时间和劳力的共享，信息和资源的共享，增强校

园市场的经济生产力，通过将共享理念不断扩大，满足高校学生的生活需求和功能需求。 

2.3. 研究创新 

针对于高校大学生所创立的综合生活服务平台，即“校叮当”小程序，在内容、技术、经营模式和

宣传策略方面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在内容方面，现有的 APP 或小程序通常主攻一种服务，“校叮当”小程序则将多种服务合并为一大类，

通过不同服务间的关联性，形成庞大的数据网，来提供更加多元化、便捷化的业务，包括校园跑腿、二手交

易、校园论坛、校园兼职等功能，并且能够智能推送附近娱乐设施和商户，是一个多功能、综合性的大学生

服务平台。另一方面，我组对于各功能进行了一定的内容创新，以吸引更多的用户，提高用户体验和互动性。 
以校园论坛为例，除开基础的校园资讯板块，方便学生及时了解校园动态，我组增添了学校周边地

区的最新资讯，打破校园信息壁垒，鼓励学生走出校园，充实生活。另外，我们将板块进行细分，分为

校园生活、学习交流、兴趣爱好、创意设计、心理健康、留学交流。校园生活的目的分享校园生活中的

趣事、经验、美食、旅游等，为学生提供更多的生活指南和交流空间。学习交流则可以提供学科知识的

讨论、问答、分享和交流，帮助学生解决学习中的问题，提高学习效率。兴趣爱好则方便学生找到志同

道合的朋友，学生可以在此板块讨论各种兴趣爱好，如音乐、电影、游戏、运动等。创意设计的设立初

衷是鼓励用户分享自己的创意设计作品，如插画、设计、摄影等，展示自己的才华和个性。心理健康可

以提供心理健康方面的话题讨论和心理咨询服务，帮助学生更好地面对学习和生活中的挑战。留学交流

是为了校园内的留学生所准备的板块，身在陌生的环境，肯定存在很多疑问，由本地学生来解答他们的

疑惑，分享自己的经验，帮助留学生更好地适应异国文化和生活。 
在技术方面，“校叮当”小程序运用身份认证技术，加强对大学生身份的认证，并通过 MYSQL 数

据库对获取的数据进行处理，从而根据大学生所在的寝室区域、楼号等来智能推荐订单。 
在经营模式方面，以校园跑腿为例。校园跑腿的主要商务模式为线上 + 线下的 C2C 模式[4]，由大

学生用户在平台上自主下单接单。相较于传统的校园送，减少了对配送员的雇佣，节约成本；直接由学

生间配送也更安全、可靠，更能吸引大学生用户的使用。同时平台也可以提供保险、信用评价等服务，

提高服务质量和安全性。 
在宣传策略方面，“校叮当”将根据不同阶段进行具有针对性的宣传，逐渐扩大“校叮当”的受众

范围，形成良性循环。在初期主要投放对象为本校学生，打算开展线上推广，以班级群为主要推广对象。

同时，“校叮当”将开展抽奖活动和限时优惠，抽奖活动指的是在当日下单人群中进行免单抽奖，限时

优惠指的是平台在初期仅作为媒介，不收取额外利润和手续费，以价格优势获取更多大学生的青睐。在

宣传中期阶段，积攒一定用户后，“校叮当”会考虑进一步和本校学生会各部门合作，在程序首页投放

对应的招生广告，而学生会同样会提供机会，让“校叮当”工作人员在例会中介绍“校叮当”小程序。

在“校叮当”迈入成熟期后，会进一步整合线上资源，对其进行曝光和引导，使小程序的受众范围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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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大学城其他学校，并向校园周围的公司延伸，扩大影响力。 

2.4. 可行性分析 

2.4.1. 社会可行性 
当今高校大学生由于疫情影响，从步入大学开始就被加以限制，大批量的课外活动遭到约束或取消，

而在后疫情时代，虽然各大学开始逐渐开放，但在疫情阴霾下，大学生普遍面临信息壁垒的情况，比如

高校内兼职信息少，信息流通较差，导致获取信息缺乏即时性，并且信息的推送并未从学生的具体需求

和痛点去考虑差异性进行需求分类。“校叮当”则专门设立校园兼职和校园论坛两个板块，提供专属的

即时信息资源共享，方便大学生之间彼此交流、解决问题。 
另一方面，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高校学生网购需求逐年增长，且学校快递仅能放至快递代收点，

取快递时间与课程时间时常冲突。加之由于高等学校扩招，大学生人数不断攀升，导致校园内食堂在高

峰期则十分拥挤，甚至没有位置在食堂内用餐，所以大学生会偏向于外卖，但是目前大多数外卖仅能学

生自行前往宿舍区外的外卖柜领取，无形间造成时间成本。根据所收集到的 82 份问卷中，关于“是否需

要校园跑腿服务”，75.61%的大学生需要校园跑腿服务，如图 1，从中可以看出校园跑腿服务具有一定

的发展空间。另外，在“如果情况方便并且可以赚取一定佣金的情况下，您是否愿意为别人跑腿”的问

题调查中，57.32%的学生都持有积极态度，综上，校园跑腿服务不仅能满足需要跑腿服务的学生群体，

而且能满足需要兼职外快的学生群体。 
除开上述所提及的功能，二手交易、课程管理、附近推荐等更多功能均精准定位于高校大学生，便

捷大学生的日常生活，具有一定的可行性。 

2.4.2. 技术可行性 
从技术本身而言，使用微信小程序开发，搭建校园综合服务平台，可满足大学生日常需求，实现校

园跑腿、二手交易、校园兼职等功能。采用云端数据库储存用户信息、订单信息等，运用身份认证技术，

加强对大学生身份的认证，并通过 MYSQL 数据库对获取的数据进行处理，从而根据大学生所在的寝室

区域、楼号等来智能推荐订单。 
从人员储备而言，团队目前三名成员均为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的学生，学习过面向对象程序设

计，机器学习和 web 程序设计等课程知识，在实践方面开发过养老陪护平台微信小程序和在线考试系统

网站等，具有一定的能力和经验。随着“校叮当”的发展，团队同样会招入更多专业人士，不断对“校

叮当”加以完善，使其更加成熟。 

2.4.3. 经济可行性 
“校叮当”在初期的收入来源单一，主要来源是校园跑腿，由拥有跑腿意向的大学生担任跑腿者，

按距离分配订单，每一单上交给平台一定比例的信息费即可。而且由于服务主要依存于线上，相对来说

微信小程序的维护成本和运营成本同样相对低廉。但是在初期的引流阶段，为吸引到更多用户，打开跑

腿市场，所以会举行免单抽奖和优惠活动，存在利润相对较低的问题。 
上述短期存在的漏洞，会伴随着“校叮当”的发展逐渐得到完善，预计利润曲线会总体呈现上升趋

势。在“校叮当”的成熟期，会进一步整合线上资源，将合作对象从学校范围扩展到大学城周边公司，

与其进行广告合作，从而收取利润。 

3. 基于网络爬虫的数据分析 

3.1. 数据分析的主要内容 

网络爬虫利用搜索引擎从互联网上获取数据信息，并将其存储在计算机的数据库中，以备进一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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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与处理。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数据分析技术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并已经在不同的领

域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数据分析主要包括数据预处理，特征提取和数据挖掘。 
• 数据预处理：数据预处理是指对收集来的大量数据进行清洗，去除噪音、缺失值等，并将其转化为适合

计算机处理的形式，以便为后续的数据分析提供基础。 
• 特征提取：特征提取是指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发现其中存在的规律，并从中提取出具有代表性的特征信

息。例如，可以将文本中出现次数较多的词语作为关键词进行统计分析，进而发现文本中所存在的规律。 
• 数据挖掘：数据挖掘是指从大量的数据中提取出有用信息，并将其转换为有价值、可供进一步使用的信

息。在数据挖掘过程中，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步骤：数据预处理、特征提取、数据挖掘、结果解释等。 
为了满足人们的需求，网络爬虫技术得到了广泛应用。网络爬虫技术可以获取大量的信息资源，因

此被广泛应用于数据分析领域。在大数据时代，网络爬虫技术也在不断发展，并逐渐成熟起来。基于网

络爬虫的数据分析方法与技术，可以进一步提高大数据时代下的信息资源利用率，并提高大数据时代下

信息资源管理效率与质量。 

3.2. 相关性分析 

针对网络爬虫结果的数据分析可以帮助我们从大量的数据中获取有价值的信息和洞见，从而支持各

种决策和业务活动。以下是针对网络爬虫结果进行数据分析的一些具体作用和优点： 
1) 获取市场情报：网络爬虫可以帮助收集有关竞争对手、市场趋势和消费者行为等信息。数据分析

可以进一步帮助识别市场机会和威胁，并指导营销战略和产品开发。 
2) 监控品牌声誉：网络爬虫可以帮助识别有关品牌的负面评论和反馈。数据分析可以进一步帮助评

估品牌的声誉，找出引起负面反馈的根本原因，并采取措施来改进产品和服务。 
3) 挖掘客户需求：网络爬虫可以收集有关客户需求和偏好的数据。数据分析可以帮助发现客户的共

同点和趋势，从而改进产品和服务，提高客户满意度和忠诚度。 
4) 优化搜索引擎排名：网络爬虫可以收集有关搜索引擎优化(SEO)的数据。数据分析可以帮助发现

有助于提高排名的关键字和网站结构，从而提高网站的可见性和流量。 
5) 提高数据质量：网络爬虫收集的数据可能会存在错误和重复。数据分析可以帮助清理和整理数据，

提高数据的准确性和可用性。 

4. 项目功能与设计 

4.1. 运行环境与开发工具 

微信小程序的运行环境是微信客户端，用户可以通过微信客户端直接使用小程序。 
而微信小程序的开发需要使用微信开发者工具，这是一个基于 IDEA 开发的集成开发环境，提供了

开发、调试、编译、上传等一系列工具和服务，方便开发者开发和发布小程序。 
微信开发者工具支持 Windows、Mac、Linux 等多种操作系统，开发者可以在工具中创建小程序项目，

使用 JavaScript、HTML、CSS 等前端技术开发小程序。在开发过程中，工具提供了实时预览、调试、模

拟器等功能，方便开发者进行调试和测试。 
同时，微信开发者工具还提供了一系列的模板和组件库，方便开发者快速构建小程序页面，提高开

发效率。开发完成后，开发者可以使用工具中的上传功能将小程序发布到微信平台，供用户使用。 

开发工具选择 
我组选取使用 JavaScript 语言进行小程序开发，因其具有广泛的实用性、强大的语言特性、灵活性以

及丰富的 API 库和工具库，与 Web 技术能够紧密联系，可以帮助开发者更加高效地进行小程序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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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开发模型与设计方法 

4.2.1. 开发模型 
小程序的开发模型包括以下四个部分： 

• 视图层：视图层主要负责小程序的界面展示，使用 HTML、CSS 和 JavaScript 等前端技术实现。视图

层主要包括 WXML (小程序的模板语言)、WXSS (小程序的样式表语言)和 JavaScript 文件等。 
• 逻辑层：逻辑层主要负责小程序的业务逻辑处理和数据处理，使用 JavaScript 等语言实现。逻辑层负

责与后台服务器进行交互，获取或提交数据，控制视图层的展示和交互。 
• 数据层：数据层主要负责小程序的数据存储和管理，包括本地存储和后台服务器存储。数据层可以使

用小程序自带的本地存储 API 或者与后台服务器进行数据交互，实现数据的获取和存储等功能。 
• 工具层：工具层主要负责小程序的构建、打包、调试和发布等工作，包括微信开发者工具、小程序开

发框架、第三方组件库等。 

4.2.2. 设计方法 
微信小程序设计方法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步骤： 

• 需求分析：明确小程序的功能、目标用户、使用场景等。可以通过市场调研、用户访谈等方式获取相

关信息。 
• 原型设计：根据需求分析的结果，绘制小程序的草图、流程图等。可以使用原型设计工具，例如 Axure、

Sketch 等。 
• 界面设计：根据原型设计的结果，进行具体的界面设计。需要考虑用户体验、品牌形象等方面。 
• 开发实现：使用微信小程序开发工具进行编码开发。需要熟悉小程序的框架、语法和 API。 
• 测试上线：进行测试和优化，确保小程序的稳定性和用户体验。通过微信小程序审核后，可以上线发布。 

5. 校叮当微信小程序项目开发与实施 

5.1. 系统主要业务流程图及分析 

校园跑腿作为校叮当的核心功能，拥有完整的系统主要业务流程图，如图 1。 
 

 
Figure 1. Business flowchart of the campus errand system 
图 1. 校园跑腿系统业务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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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系统数据流图 

校园跑腿的系统数据流图包含第 0 层、第 1 层和第 2 层，如图 2~4。 
 

 
Figure 2. Layer 0 data flow diagram 
图 2. 第 0 层数据流图 
 

 
Figure 3. Layer 1 data flow diagram 
图 3. 第 1 层数据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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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Layer 2 data flow diagram 
图 4. 第 2 层数据流图 

5.3. 系统基本功能设计 

校叮当拥有校园跑腿、二手交易、课程管理等功能，具体的代码展示如图 5、图 6。 
 

 
Figure 5. Code display 1 
图 5. 代码展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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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6. Code display 2 
图 6. 代码展示 2 

6. 发展现状分析 

为迎合“校叮当”小程序的开发我们细分了每一子方向，从小程序的网络爬虫的具体数据分析、小

程序整体项目功能的开发设计再到小程序最终的管理与实施上线都展现在了其用户体验之中，SWOT 和

PEST 双重分析方法的叠加探寻出相较于市场上已存在“嗨 FUN 猫”等相似竞品与“校叮当”的不同之

处，“校叮当”在大学生校园中的市场需求分析，运用需求三要素“用户、场景、诉求”来进一步展开

探讨，并利用问卷调研、小程序用户体验等需求调研方法来收集用户需求，包括对“校叮当”小程序的

功能改进、bug 修复、功能和板块的新增与维护这几类需求类型的提升。 
“校叮当”的各项功能服务已经可以投入使用，区别于现有的 APP 或小程序通常仅仅主攻一种服

务，“校叮当”则将多种服务合并为一大类，通过不同服务间的关联性，形成庞大的关联数据网，来

提供更加多元化、便捷化的校园服务。“校叮当”的小程序上已经有的服务模块包括跑腿服务、二手

交易、外卖测评，同时具有智能推送附近娱乐设施和商户、社交、校园学生兼职等功能，为封校在校

期间的学生提供了一个全面综合型的平台，学生能够在“校叮当”这一平台上畅所欲言发表自己的疑

问与观点，和各高校的同学交流校园生活的学习心得想法，这也意味着“校叮当”同时也能作为一款

校园交友程序，在疫情这样的大环境下拉近学生与学生之间的距离。 

6.1. 同类竞品分析 

现有市场上的代取代送平台有“嗨 FUN 猫”、个体配送员、校园交流群等，无论是校园代取快递业

务亦或是其他项目都需重视平台与用户之间的粘度以此实现长期收益，校园内传统代取方式是学生直接

在学校群里发布代取信息，如果有想代取的学生私下交流，诸如此类的方式方法都缺乏有力的平台监管，

用户若遇配送员延迟配送、丢件的情况下无处投诉，双方既没有对方的个人信息，也不确定用户在使用

了一次之后会不会有二次下单的想法，作为专业的代取平台“校叮当”的出现正能解决这几大难题。 
“校叮当”上的二手物品交易相对于较为成熟的“闲鱼”、“转转”等二手 APP，“校叮当”的目

标用户是本校大学生，更便于同一校园中学生之间二手物品的交易，如二手课本、二手运动器材、二手

文具的交易，交易的物品年龄适龄于当代大学生，交易的达成率也会大大提升。“校叮当”上也有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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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职的推送，对比起品牌官网招聘、“青团社兼职”等 APP，“校叮当”发布的信息通过过滤筛选后的

兼职发布信息更实时、精准，不会存在大量以招聘为由而发布广告的虚假招聘信息来扰乱需求市场。 

6.2. 环境分析 

6.2.1. 基于 SWOT 方法分析 
“校叮当”的开发和后期的营销推广中都要及时把握住外部的机遇，同时针对于外部的威胁和自身

的优势要做出相应的调整，不断挖掘小程序的创新点，实现与同类竞品差异化的目标，为校园学生提供

多元化的便捷服务。 
S：由于诸如“校叮当”所涵盖的服务功能的 APP 以及小程序可替代性高且多，为从其他 APP 以及

小程序脱颖而出需总结竞品 APP 以及小程序的运营模式来改进“校叮当”的配送服务功能，将校园跑腿

服务和校园外卖配送两个服务功能的问卷准备投入到市场调研后，小程序以 O2O 的方式将商家与学生直

接联系起来，可追踪到每一笔在“校叮当”小程序上的订单完成情况，便于后续服务功能的进一步展开。 
“校叮当”小程序的开发与测试结合了问卷调研所得的反馈后敲定所涵盖的功能包括：代取快递、

代取外卖、二手交易平台、校园论坛、课程课表、物品快送、校园跑腿，为了进一步改善用户的体验我

们在“校叮当”中加入了目前现有校园小程序中前所未有的功能，为了尽量照顾到了每一位大学生的校

园需求，不能仅限于单独的项目，有更多的业务也是为了更好的持续运营“校叮当”，校园里的大学生

也对跑腿服务会有更多的要求，只有支持多样化业务场景的平台才能尽可能满足他们的需求。小程序的

开发设计参考到了问卷调研中学生对于校园服务越来越高的要求与标准，他们对于校园服务的需求已远

远不止于简单的代取服务，由于教学楼和宿舍区域的距离甚远，有些学生往往不会骑车，各类业务的跑

腿服务需求量较大，如代买物品、代打印、送复印资料等，各种场景与模式在高校内有着广阔的想象空

间，面对如此庞大的消费需求，“校叮当”相对于是一个独立的平台连接着骑手与学生，用户也可以通

过自己的市场调研或喜好进行自定义设计界面，完全适合于当代校园市场的高需求。 
W：小程序的细分技术中所涉及到的地理信息系统网络分析中最短配送路径行程仍是优化用户及配

送员使用体验的问题之一，配送员接单后小程序为其提供的一条最短路径能提高整体服务效率并实时定

位配送员派送过程中的地理位置，但目前“校叮当”中尚未有地理信息系统的支持。目前现有小程序“嗨

FUN 猫”也没有配送定位功能，更为成熟的外卖配送软件的定位系统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配送丢件等一系

列问题，“校叮当”若需在多种配送场景中取得突破需要不断创新配送算法技术，校园代取服务的接单

人配送过程中的复杂性是提升服务评价所需克服的难题，随着配送员目前手中的订单量不断增加，多个

订单的最优路线规划以及接单人派单的分配算法的复杂度呈指数级增加，当平台上生成的新订单后小程

序需要在几毫秒的时间内完成计算，配送系统的后续优化搭建的难度较大。目前“校叮当”小程序的订

单金额计算并没有参考到当天的实际天气情况而作调整，配送员的佣金要与配送场景的天气、路况挂钩，

这一方面对于空间算法的可实施性和稳定可靠性也有较高的要求。 
“校叮当”小程序的正式使用的前期阶段会出现缺乏兼职学生的情况，造成供需双方数量不平衡，

平台内部缺乏相关的校内快递专业人才，部分高校学生时间充裕，学习能力较快能够迅速掌握业务流程，

但他们在高校快递业务中更多得还是仅仅发挥了其劳动力的作用，分析高校快递行业的现状后可以看出

该行业处于基层的配送员占比较大，在管理层面以及一线技能方面的人才紧缺，只有拥有相关的专业人

才才能将高校配送资源进行优化合理配置，构建成为一体化的校园内部配送业务。 
O：疫情的爆发抑制了市场上校园代取服务的发展，同时也产生了学生足不出户的需求，校园中还

未有将代取、代购等多项服务整合的平台。“校叮当”所涉及到服务业务具有广阔的市场发展空间，新

的消费理念以及消费方式推动了电子商务和校园经济的结合为校园快递提供了良好的发展基础[5]。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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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角度来看，学生生活品质的日益提升导致了消费水平也同时提高，学生网购、点外卖的频率越来越高，

在校师生消费水平的提高也促使配送服务走进了校园，高校的配送服务目前仍是私人服务较多，收费的

不透明化和服务水平的难以保障是个人配送员无法保证的，“校叮当”正规划的收费明细和专业培训的

配送人员为“校叮当”在校园的推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嗨 FUN 猫”的每一笔订单服务费都是统一

的金额，不随代买早餐的数量而变化，统一的定价对于相对购买较少的用户存在着潜移默化的不公平现

象，而“校叮当”的阶梯级配送费的收费标准更为合理，通过当前市场上用户和配送员之间的供需状况

进行定价机制的调节，当发生恶劣天气或超重订单等特殊情况下在基础定价的基础上平台和用户额外提

供给配送员的补贴是“校叮当”区别于“嗨 FUN 猫”亦或是个体配送员的一大机遇，“校叮当”设计出

的动态调价模式保证了小程序的公平合理以及双方的使用体验。 
T：“校叮当”的服务面向于校园内部严重限制了平台的运营范围，目前校园共享快递代取平台的运

营市场仅是本校，且只针对本校的学生进行广告投放，市场涉及范围有限，不能更好地发挥平台的优势。

用户发布内容不详细准确或发布时间有误造成代取的时间差也会损耗配送员的时间精力，还有部分配送

员盲目接单造成晚领或占用用户时间的情况，容易出现物品晚领、错领等现象，会给平台的用户反馈造

成恶劣的影响。 

6.2.2. 基于 PEST 方法分析 
P：当前还未有明文规定去监管校园内部的代取配送、二手交易市场，“校叮当”的功能拓展不会受

限于各类政策的约束而影响运营，但也给与“校叮当”相类似的同类竞品提供了不法的机会，“校叮当”

则会严格鉴定约束用户和配送员的注册，为用户提供一个相对安全的交易平台。 
E：2016 年到 2021 年，我国餐饮外卖行业用户数从 2.56 亿提高至 4.90 亿，每年实现正向增速，同时

我国网购用户规模不断扩大，截至 2021 年 6 月，我国网络购物用户规模达已达 8.12 亿。需求大于供给的

现状为“校叮当”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机会，虽然餐饮业、物流业的迅速发展掀起了竞争热潮，导致与“校

叮当”相似的程序或软件层出不穷，但是疫情的爆发加剧了配送方面的问题，当前市场上缺乏能简化配送

问题的综合性程序或软件，校内学生会愿意去选择作为一款针对于校园内部服务的软件“校叮当”。 
S：学生在校的生活水平随着生活费不断增加而提高，外卖和快递已经成为每个在校大学生校园生活

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代经济”一词所分支出的各类服务涌现在了各高校中，如代买物品、代取快递

等，大学生群体也需要更为差异化的专属服务，而这一业务目前在校园中有着广大未开发的市场。“校

叮当”挖掘出了这些服务环节中的痛点，寻找到了盈利的空间。 
T：“校叮当”的后台会及时对用户信息、快件的收发信息、外卖的预定和配送信息、退货遗失等逆

向物流信息进行收集、存储、处理过程[6]。“校叮当”小程序运用了身份认证技术，严格监管新用户的

大学生身份以加强小程序的安全性，并通过 MYSQL 数据库对获对所获取的数据进行处理，从而根据大

学生所在的寝室区域、楼号等来智能推荐订单，使学生能轻松快速的掌握“校叮当”的使用。“校叮当”

通过大数据分析研发出一个仅针对于大学生这一群体的小程序，通过对大学生喜好的大数据分析后精选

出大学城附近的优质商家录入到平台，为在校大学生提供安心的外卖平台，抓取每一位用户的喜好数据

以此来推送最适合他们的商家，同时在我们的小程序上引进商家菜品点评功能，呼吁大学生在小程序上

发布照片以及感想，我们可在后台利用计算机算法分析用户的体验结果，进一步优化小程序对于商家的

选择，严格的筛选商家，提升用户的使用满意度。 

6.3. 其他主要方面分析 

近年来快递服务行业的迅速发展，社区内早已实现快递送货上门，但是校园内的快递配送却无法满

足“最后一公里”的取件问题，校园内人流量密集、进校的规章制度较为严格，校园代取服务平台的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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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会受到各方面的限制，但代取的安全问题仍不容忽视，个别个人接单的配送员信用等级还有待提高，

代取快递过程中丢件、损坏的责任归属问题需要一个平台来鉴定。因此“校叮当”为用户和配送员提供

了一个安全交易的平台，鉴定配送员的信用等级和诚信度，建立起双方信任的桥梁。为了避免同大企业

发生利益上的冲突，校园业务仅仅占据着市场上的一个小角落——校园，服务对象仅限于本校的大学生

和老师，对彼此生活习惯和校园内地理位置相对了解，在物流、服务、宣传、运输等方面较为便捷，人

力、物力等成本也相对较低，同时有利于小程序的不断完善及营销推广[7]。 

7. 结束语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各种服务平台层出不穷。对于大学生而言，校园生活十分繁忙，导致他们

无暇处理多项事务，例如取快递、取外卖、了解比赛信息、寻找兼职等，而它们都可以通过一个具有校

园跑腿、二手交易、校园论坛等多功能的服务平台来解决，即校叮当。“校叮当”不仅可以提高大学生

生活的便利性和效率，还具有一定的创新价值。 
比如，校园跑腿功能可以让学生们更加方便地处理各种事情。比如学生需要购买东西、寄快递、取

外卖时，仅需要在平台上发布需求，就可以找到跑腿者帮忙完成。这种方式既能够解决学生的需求，还

可以帮助其他学生获得一些额外的收入；二手交易功能可以帮助学生们更加方便地买卖物品。在大学生

活中，很多物品只是暂时需要，使用一段时间后就会被闲置。通过平台上的二手交易功能，学生们可以

将这些闲置物品卖掉，也可以在平台上购买到自己需要的物品。这种方式不仅可以节约学生的资金，还

可以减少浪费，对环境也有一定的保护作用；校园论坛功能可以让学生们更加方便地交流和分享。大学

生活中，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例如选课、考试、论文、实习等等，通过平台上的论坛功能，学生们可

以相互交流经验和建议，帮助彼此解决问题。同时，学生们还可以在论坛上分享自己的经验和见解，帮

助其他学生更好地适应大学生活。 
综上所述，具有多项功能的服务平台——“校叮当”小程序在未来的发展中，将会有更广阔的市场

和更广泛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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