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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共享经济兴起、付费自习模式成为讨论热潮，尤其是在高校生之间。为探究共享经济背景下，

高校生是否更倾向于选择付费自习模式以及高校生选择付费自习模式的趋势，本文基于行为决策理论下

的有限理性模型，以武汉高校生为调查对象，采用问卷调查法，以客户满意度为选择依据，从服务质量、

盈利水平、差异化程度三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研究结果显示，高校生并未显著地倾向于选择付费自

习模式，高校生更倾向于选择服务质量高，价格水平低并且差异化程度高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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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rise of the sharing economy and the paid self-study model has become a hot 
topic of discussion, especially among college students. To explore whether college students are 
more inclined to choose the paid self-study mod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sharing economy, 
and the trend of college students choosing the paid self-study mode, this article is based on the 
bounded rationality model under behavioral decision-making theory, with Wuhan college stu-
dents as the survey objects, using questionnaire survey method and customer satisfaction as the 
selection basis, and conducting in-depth research from three aspects: service quality, profit level, 
and degree of differentiation.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college students are not significantly 
inclined to choose the paid self-study mode. College students are more inclined to choose enter-
prises with high service quality, low price level, and high degree of different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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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互联网和传统产业不断融合并纵深发展，共享经济作为一种新型经济模式，正在广泛渗透到各

个领域。在教育领域，共享经济同样展现出强大的创新力。付费自习模式作为共享经济的一部分，在日

益增长的教育需求和就业压力下，近年来在高校生中逐渐兴起。这种模式通过迎合高校生氛围消费的热

潮和个体隐形焦虑的现状，提供共享自习室、图书馆等教育消费服务，打造了一个灵活、方便且经济实

惠的氛围共享空间和沉浸式学习环境。 
本研究从有限理性行为决策的视角出发，以武汉市为例，深入探究高校生在共享经济环境中选择和

采用付费自习模式的行为和趋势。通过对个体决策过程的分析，揭示学生在共享经济背景下选择付费自

习的倾向，以及影响他们决策的因素。为学生提供更好利用共享资源的建议，也为推动教育模式的革新

和发展提供有针对性的改进方向。 

2. 理论框架和文献综述 

2.1. 理论架构 

行为决策理论是针对于理性决策理论的不足和弊端而发展起来的用于研究个体在决策过程中的行为

规律的科学。该理论以探究个体的行为决策作为出发点，以经济学问题为研究背景，从心理学角度研究

个体行为决策背后的心理解释，分析影响个体决策的主要因素，揭示人作为个体做出决策时容易犯的错

误，从而使人能够认识到个体思维中的惯性误区，并以此进行相应调整和规避以便做出更好的决策[1]。 
有限理性决策理论于 1983 年著名的美国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赫伯特·西蒙在北京大学讲学时引入

我国。西蒙提出由“满意决策原则”替代“最优决策原则”。西蒙认为决策者会为自己制定一个满意标

准，当有一个决策方案达到满意标准，决策者就会停止选择而不愿意去寻求更好的备选方案。即在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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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决策会选择令其满意的决策方案而不一定是最佳的决策方案[1]。 
随着经济实验法的广泛应用和实证研究方法的发展，有限理性行为决策已经成为目前学术界的前沿

科学研究。有限理性决策理论关注个体在决策过程中的实际行为，强调个体在信息不完全、认知受限的

情况下做出决策的有限性。这与共享经济环境下高校生选择付费自习模式的现实情境相契合。在学业压

力和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有限理性决策理论为解释高校生选择付费自习的行为提供了合理的理论基础。

其次，有限理性决策理论对于揭示个体思维中的惯性误区和为决策者提供相应规避的途径具有实际应用

的价值。在共享经济的背景下，学生在选择学习方式时可能会受到心理和社会因素的影响，而有限理性

决策理论有助于识别这些影响并提供优化选择帮助市场更加准确地把握高校生的需求。 
因而，本文利用有限理性行为决策分析高校生选择付费自习模式的趋势并探究影响因素。 

2.2. 文献综述 

高校生付费自习选择和趋势的研究是当下一个热点，国内外学者都基于高校生的需求根据所在国家

的社会现状和发展环境对其进行了一系列研究。 
国外相关学者对付费自习模式的选择一般存在以下四个观点：第一，不同高校生个体对于付费自习

模式的需求存在差异，但相同的是他们希望有更多的自习空间和良好的学习氛围[2]；第二，许多高校生

认为付费自习模式不应局限于单一的空间和时间，不应仅仅是为特定的专业或者职业做准备，还要满足

高校生对于社交、情感、精神、身体的成长和发展的需求[3]；第三，培养安全的学习环境，促进协作同

伴学习，有助于进行专业学习[4]；第四，通过标准强化学习和监督(非监督)学习技术结合，以标准化、

学习氛围和连续行动空间释放出的环境激励信号可以强化实时学习的效率[5]。 
国内学者对付费自习模式的选择也做了相关研究，主要存在以下五个观点：第一，随着环境付费共享

领域的兴起，消费者对共享经济的认可度和接受度增加，为付费自习模式的兴起提供了环境条件[6]；第

二，体现了学习型社会建设已具成效，社会展现出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精神[7]；第三，社会公共

学习空间资源的短缺紧张[8]；第四，付费自习模式门槛低、可复制性强、创意性强，可满足现在高校生

对于学习氛围和仪式化的追求[9]；第五，高校生的就业压力大，学校教育越来越无法满足高校生工作生

活的发展需要，利用闲暇时间努力提升自己，已成为高校生适应社会激烈竞争和克服个体焦虑的方式[10]。 
付费自习模式是共享经济随着“互联网+”时代发展在教育领域渗透的一个表现。付费自习模式正是

顺应时代发展建设学习型社会的积极产物。但是，当前国外学者的研究大多局限于自习付费空间本身的

分析，且不适用于中国的高校教育模式，不能充分解释中国的高校生对于自习付费模式的决策和选择。

国内学者的研究则很少从共享经济层面出发做细致研究分析，更多的把重点放在高校生的就业、生活压

力大、社会竞争激烈、公共自习空间的缺乏上。因此，对研究随着共享经济在教育领域的兴起，高校生

这一较大学习主体选择付费自习模式的行为和趋势是有必要的。 

3. 研究方法 

3.1. 研究设计 

问卷调查法 
问卷调查法，即研究者通过用控制式的测量对所研究的问题进行度量，从而搜集到可靠的资料的一

种方法。本次研究以武汉市为例，基于行为决策视角，依照各变量设计调查问卷，主要探究以下问题： 
Q1：共享经济背景下，高校生是否更倾向于选择付费自习模式？ 
Q2：影响高校生对付费自习模式选择的因素有哪些？ 
问卷将通过“问卷星”平台进行制作与生成，采用线上社交软件进行问卷发放。问卷设置有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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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为被调查者个人信息描述，第二部分为被调查者目前付费自习使用情况，第三部分是问卷主体，

包括各个变量的测量项，问卷采用半开放型形式。第三部分采用的是李克特的 1~5 级量表，本文将以统

计基本面描述作为假设判断依据。问卷回收后，将使用 SPSS 27 对数据进行信效度检验，判断数据可信

程度。 

3.2. 受试者选择 

本次研究是探究高校生对付费自习模式的选择，因此本次研究的受试者主要是武汉市内各高校在校

生，包括专科，本科，研究生等。问卷采用线上宣传的形式，受试者选择上符合随机性。 

3.3. 研究模型与假设 

根据行为决策理论中的有限理性模型，决策者追求理性，但又不是最大限度地追求理性，决策者只

要求“有限理性”，并且决策者在决策中追求“满意”标准，而非“最优”标准，所谓“满意”标准，

指的是决策者在决策过程中追求接近“最优”标准或相比“最优”标准，因此本文将以客户满意度作为

高校生付费自习模式的选择标准，采用统计分析基本面描述进行假设判断。 

3.3.1. 变量选择与研究假设 
付费自习模式作为共享经济的代表之一，伴随共享经济的发展而兴起。2019 年，我国共享经济市场

规模增速达 15.1%，付费自习室市场也迎来爆发，2019 年成为中国付费自习室的元年，仅一年时间，全

国就有约 5000 家付费自习室，市场规模快速扩大，多出现在经济发达的一线城市。付费自习模式的出现

适应了焦虑时代的生存需要，是当代忧患意识强，自我压力大的青年进行自我构建，自我奋斗，自我约

束和自我提升的归属[10]。因此，针对 Q1，本文提出了如下的假设： 
H1：共享经济背景下，高校生更倾向于选择付费自习模式 
付费自习模式下，影响客户满意度的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因素：自习室环境，自习室资源以及自习室

服务[11]。根据行为决策理论，决策者在决策中往往只求满意的结果，而不愿费力寻求最佳方案，决策者

不注意发挥自己和别人继续进行研究的积极性，只满足于在现有的可行方案中选择，基于此模型，本文

认为付费自习室的服务质量，盈利水平和差异化程度将影响客户满意度从而导致客户的选择。针对 Q2，
本文提出了以下假设： 

(1) 服务质量 
服务质量是指企业在向顾客提供产品或服务的过程中所呈现的特征和特性，服务质量对客户满意度

具有重要的影响，良好的服务态度能够提高客户满意度，促进客户的再选择。传统的服务质量主要从五

个维度影响客户满意度：服务态度，服务速度，服务质量，处理问题能力及客户参与度。在付费自习模

式中，主要涉及的是企业的服务态度，当员工热情礼貌的对待顾客，顾客会感觉到尊重与舒适，从而提

高满意度。付费自习模式涉及到服务速度、处理问题能力的部分较少，本文暂不考虑。服务质量由自习

环境与付费自习的智能化程度替代，好的自习环境与氛围能让顾客感到舒适，快速的投入自习中去，提

高自习效率，达到客户自习目的从而提高客户满意度。付费自习的智能化程度对客户满意度也有一定影

响，智能化程度高的自习室，采用机器，蓝牙等设施，提高了客户体验感及服务效率，因此本文将付费

自习的智能化程度纳入服务质量中。付费自习模式的主要参与者为客户，因此不考虑客户参与度。服务

质量方面，本文提出了以下假设： 
H2：服务态度对高校生付费自习模式的选择有正向影响 
H3：自习环境对高校生付费自习模式的选择有正向影响 
H4：付费自习的智能化程度对高校生付费自习模式的选择有正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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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盈利水平 
对于企业来说，付费自习模式的目的之一就是盈利，而企业想要达到的盈利水平直接影响了付费自

习模式的品牌影响力，价格及地理位置等因素，因此付费自习模式的盈利水平是客户满意度的重要影响

因素之一。一般而言，在质量同等或相差不大的情况下，客户更倾向于选择价格便宜的产品，拥有价格

优势的企业更容易受到客户的选择与青睐。本文从付费自习的价格以及品牌两个方面考虑企业的盈利水

平，由于价格因素直接决定盈利水平，价格因素占主导，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H5：付费自习的价格对高校生付费自习模式的选择有反向影响 
H6：品牌对高校生付费自习模式的选择有正向影响 
(3) 差异化程度 
付费自习企业之间的差异也是影响客户满意度的重要因素之一，当企业服务质量，盈利水平相差不大

的情况下，企业的差异化便成了客户选择的重要标准。本文从增值服务，地理位置及营业时间第三个方面

考虑企业之间的差异化程度。当付费自习模式有如茶歇甜点，线上课程，住宿服务等增值服务时，客户往

往会更倾向于选择这样的企业，近年来，考研住宿自习室十分火爆，大部分高校生会通过线上课程进行学

习，因此，本文认为增值服务是影响客户满意度的重要因素之一。随着 24 小时便利店的兴起，越来越多

的 24 小时服务开始出现，24 小时出租、代驾、便民服务等都解决了当代社会人的燃眉之急，因此，在保

证安全性的前提下，24 小时自习室也为客户提供了许多便利。针对企业的差异化程度，提出了以下假设： 
H7：增值服务对高校生付费自习模式的选择有正向影响 
H8：地理位置对高校生付费自习模式的选择有正向影响 
H9：营业时间对高校生付费自习模式的选择有正向影响 

3.3.2. 变量测量 
为了验证前文提出的关于客户选择与否与选择因素的假设，本文根据李克特的 1~5 量表，从服务质

量，盈利水平和差异化程度三个方面进行了问卷调查，问卷主结构见表 1。 
 
Table 1. Main structure of the questionnaire 
表 1. 调查问卷主结构 

变量名称 量表内容 

付费自习模式的选择 

你目前的自习场所是哪里？ 

你有否愿意选择付费自习模式 

哪些因素会影响你对付费自习模式的选择 

服务质量 

服务态度对你选择付费自习模式的影响程度 

自习环境对你选择付费自习模式的影响程度 

智能化程度对你选择付费自习模式的影响程度 

盈利水平 

价格对你选择付费自习模式的影响程度 

你愿意为付费自习一天花费多少元？ 

品牌对你选择付费自习模式的影响程度 

你经常去的/你知道的付费自习的品牌有哪些？ 

差异化程度 

你希望付费自习有哪些增值服务？ 

营业时间对你选择付费自习模式的影响程度 

你希望付费自习的营业时间是什么？ 

地理位置对你选择付费自习模式的影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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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调查除了对假设进行量化调差以外，对高校生的基本信息进行了调查，并对影响客户付费自习

模式选择趋势的非量表的部分进行了调查，主要包括高校生目前对于付费自习模式的了解及使用情况，

构成了调查问卷的一二部分，见表 2。 
 
Table 2. Surveyor information and usage of paid self-study mode are collected 
表 2. 调查者信息及付费自习模式使用情况收集 

题项 选项 

你的在读学历 

专科 

本科 

研究生 

你的年级 

大一 

大二 

大三 

大四 

研一 

研二 

研三 

你每周的自习时间 

5 h 以下 

5~10 h 

11~15 h 

16~20 h 

20 h 以上 

你目前的自习场所 无 

你知道哪些付费自习品牌 无 

3.4. 数据收集 

问卷通过“问卷星”平台进行发布，发布时间为 2023 年 11 月 29 日至 2023 年 12 月 13 日，为期两

个周，共回收有效问卷 113 份。问卷调查基本情况见表 3。 
 
Table 3. Basic information of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表 3. 问卷调查基本信息 

题项 选项 份数 比例 

在读学历 

专科 12 10.5% 

本科 91 80.5% 

研究生 10 9.0% 

每周自习时间 

5 h 以下 25 22.1% 

5~10 h 29 25.7% 

10~15 h 31 27.4% 

15~20 h 14 12.4% 

20 h 以上 14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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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自习场所 

图书馆 43 38.1% 

教室 46 40.7% 

自习室 17 15.0% 

其他 7 6.2% 

3.5. 数据分析 

针对 Q1，问卷调查得出，113 份数据中，有 60 份表示愿意选择付费自习模式，占比 53%；有 53 份

表示目前有学习场地，不愿意选择付费自习模式，占比 47%，两种结果数量相差不大，愿意的调查者比

不愿意的调查者多 7 人，高校生并没有显著的倾向于选择付费自习模式。 
本文将采用 SPSS 27 对数据进行信效度检验。 

3.5.1. 总体分析 
信度是反映问卷数据有效程度的指标。信度系数越大，则说明得到的测量数据越有效。本文采用克

隆巴赫 Alpha 进行检测，一般认为，Cronbach’α系数在 0.6~0.70 之间说明信度可以接受，0.70~0.80 之间

说明信度良好，大于 0.80 则表明信度非常好。本文信效度检验值为 0.777，见表 4，表明本文调查问卷的

数据具有良好的可信度，各变量之间具有一定的相关性。  
 
Table 4. Overall data reliability statistics 
表 4. 总体数据可靠性统计 

可靠性统计 

克隆巴赫 Alpha 项数 

0.777 8 

 
各个变量的项统计情况见表 5，其中，服务态度、自习环境、价格、营业时间、地理位置的平均值

超过 3，表明其对付费自习模式的选择影响力度大，价格因素的均值最大，其对顾客付费自习模式选择

的影响最大。智能化程度及增值程度的均值在 2.5 以上，可认为其对高校生付费自习模式选择有一定的

影响程度。品牌的平均值低于 2.46 其对高校生付费自习模式的选择影响程度一般。 
 
Table 5. Statistics of overall data items 
表 5. 总体数据项统计 

项统计 

 平均值 标准差 个案数 

服务态度 3.62 1.144 113 

自习环境 3.95 0.999 113 

智能化程度 2.97 1.206 113 

价格 3.97 1.161 113 

增值服务 2.73 1.126 113 

营业时间 3.69 1.181 113 

地理位置 3.71 1.185 113 

品牌 2.46 1.118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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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总计统计图见表 6，删除品牌项后，克隆巴赫 Alpha 值高于 0.777，删除品牌项后，数据的可信度

更高，因此可以认为，品牌对高校生付费自习模式的选择影响不显著。其他项在删除后的克隆巴赫值均

低于 0.777，因此可认为其他项数据的可信度良好。 
 
Table 6. Total statistics of overall data items 
表 6. 总体数据项总计统计 

项总计统计 

 
删除项后的标度

平均值 
项总计统计删除项后

的标度方差 
修正后的项与总计

相关性 
删除项后的克隆巴赫 

Alpha 

服务态度 23.49 24.627 0.588 0.735 

自习环境 23.16 25,439 0.613 0.734 

智能化程度 24.13 25.741 0.443 0.760 

价格 23.13 25.384 0.503 0.749 

增值服务 24.37 25.182 0.545 0.742 

营业时间 23.42 25.013 0.525 0.745 

地理位置 23.40 25.563 0.471 0.755 

品牌 24.65 29.159 0.182 0.800 

 
总体数据的 KMO 值大于 0.7，显著性小于 0.01，见表 7，因此可认为本次研究的数据可信度高，变

量之间具有一定的相关性。 
 
Table 7. Overall data KMO and Bartlett test 
表 7. 总体数据 KMO 和巴特利特检验 

KMO 和巴特利特检验 

KMO 取样适切性量数 0.751 

巴特利特球形度检验 

近似卡方 253.691 

自由度 28 

显著性 <0.001 
 
总体数据中，有 69.9%的受试者表示距离因素对于他们的选择有影响，有 74.3%的受试者表示价格因

素对自己的选择有显著影响，69%的受试者表示自习环境对自己选择有影响，50.5%的受试者认为服务质

量对自己选择有影响，仅有 17.7%的受试者认为品牌对自己的选择有影响。数据表明，距离、价格、自

习环境对高校生付费自习模式的选择有显著影响，服务质量对高校生付费自习模式的选择有一定影响，

品牌对于高校生付费自习模式的选择影响不显著。在受试者对于营业时间的选择中，有 62.8%的人表示

希望是 24 小时营业，营业时间对于高校生选择的影响程度较好。在希望提供的增值服务选项中，有 77%
的受试者表示希望提供咖啡茶歇服务，有 46%的受试者表示希望有住宿服务，50%的受试者希望有线上

课堂服务。在增值服务中，咖啡茶歇服务对高校生选择的影响最大。在愿意接受的价格选项中，有 81.4%
的受试者愿意接受的价格在 30 元以内，仅有 18.6%的受试者愿意接受 30 元以上的价格，表明价格对于

高校生选择的影响非常大。 

3.5.2. 数据分析 
基于本次研究的研究目的，在 53%的受试者愿意选择付费自习模式的前提，本文将重点研究影响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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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选择付费自习模式的高校生选择的因素。 
愿意选择付费自习模式的数据的信效度检验值为 0.632，表明数据具有一定的可信度，删除品牌项后

的克隆巴赫 Alpha 值高于 0.632，见表 8，表明删除该项后，数据的可信度更高，此结果与总体数据信效

度检验结果一致。 
 
Table 8. Total statistics of the number of items that are willing to be partial 
表 8. 愿意部分项总计统计 

项总计统计 

 删除项后的标度

平均值 
项总计统计删除项后的

标度方差 
修正后的项与总计相

关性 
删除项后的克隆巴赫 

Alpha 

服务态度 24.42 13.434 0.420 0.576 

自习环境 24.32 14.423 0.336 0.600 

智能化程度 25.42 13.366 0.314 0.606 

价格 24.20 14.129 0.312 0.605 

值服务 25.42 13.230 0.414 0.576 

营业时间 24.67 12.328 0.483 0.552 

地理位置 24.45 14.997 0.198 0.632 

品牌 25.68 14.661 0.166 0.648 

 
此部分数据变量的平均值与总体数据情况相差较小，自习环境，价格对高校生选择的影响大，均值

达到 4 以上，服务态度、营业时间、地理位置对高校生选择的影响显著，品牌对高校生选择的影响最小，

见表 9。 
 
Table 9. Statistics on willing items 
表 9. 愿意部分项统计 

项统计 

 平均值 标准差 个案数 

服务态度 3.95 0.928 60 

自习环境 4.05 0.811 60 

智能化程度 2.95 1.111 60 

价格 4.17 0.924 60 

值服务 2.95 0.982 60 

营业时间 3.70 1.078 60 

地理位置 3.92 0.889 60 

品牌 2.68 1.066 60 

 
在 60 份愿意选择付费自习的数据中，有 45 份认为距离因素的影响很大，占比 75%，有 76.7%的受

试者表示收费因素对自己选择的影响很大，有 68.3%的受试者认为服务质量对自己选择的影响重大，

56.7%的受试者认为自习环境对自己选择的影响很大，其中，仅有 21.7%的受试者认为品牌对自己选择的

影响很大，数据表明，价格、距离、服务质量对于高校生付费自习模式的选择有显著影响，自习场环境

对高校生付费自习模式的选择有一定影响，品牌对高校生付费自习模式的选择影响不显著。在价格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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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70%的受试者愿意接受的价格在 30 元以内，30%的受试者愿意接受 30 元以上的价格，表明高校生更

容易选择价格较低的付费自习室，价格对高校生付费自习模式的选择有反向影响。在营业时间因素中，

有 71.7%的受试者表示希望营业时间为 24 小时，仅有 28.3%的人希望付费自习室仅白天营业。此结论与

总体数据结论基本一致。 

4. 研究结果 

基于对问卷调查收集的总体数据进行了信效度检验以及基本面分析，由于本问卷数据不符合正态分

布，不适用于 t 检验，因此本文将从统计基本面描述进行假设判断。 
首先对于 Q1，有 53%的受试者愿意选择付费自习模式，47%的受试者不选择付费自习模式，两种数

据相差不大，因此没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共享经济背景下，高校生更倾向于选择付费自习模式，拒绝 H1，
在共享经济背景下，有一半的高校生会选择付费自习模式，没有理由说明高校生更倾向于选择付费自习

模式。 
尽管如此，有过半数的受试者愿意选择付费自习模式，仍然可以进行 Q2 的探究：影响高校生对付

费自习模式选择的因素有哪些？据前文分析得出服务态度、自习环境、智能化程度、价格、增值服务、

营业时间及地理位置的数据可信，依据表 10，这些变量的均值，中位数及四分位数来看，其对付费自习

模式选择有显著影响，而品牌因素部分数据可信度一般，去除品牌项后数据的可信度更好，见表 10，品

牌对于高校生付费自习模式的选择影响不显著，因此可以拒绝 H6，接受 H1、H6 以外的其他假设。 
 
Table 10. Charts 
表 10. 统计图 

统计 

  服务态度 自习环境 智能化程度 价格 增值服务 营业时间 地理位置 品牌 

个案数 
有效 113 113 113 113 113 113 113 113 

缺失 0 0 0 0 0 0 0 0 

平均值 3.62 3.95 2.97 3.97 2.73 3.69 3.71 2.46 

中位数 4.00 4.00 3.00 400 300 4.00 4.00 2.00 

百分位数 

25 3.00 3.00 2.00 3.00 2.00 3.00 3.00 2.00 

50 4.00 4.00 3.00 4.00 3.00 4.00 4.00 2.00 

75 5.00 5.00 4 00 5.00 3.00 5.00 5.00 3.00 
 
服务质量，差异化程度的变量对于高校生付费自习模式选择的影响均是显著的，因此可以认为服务

质量，差异化程度是影响高校生付费自习模式选择的因素。盈利水平下的价格因素对于选择得到影响是

显著的，而品牌对于选择的影响不显著，基于此情况，仍然认为盈利水平对于高校生付费自习模式的选

择具有影响，因为价格因素在盈利水平中占主导，价格因素的影响是显著的，而品牌对于高校生付费自

习模式的选择虽然影响不显著，但仍然有一定的影响，因此，可以认为影响高校生对付费自习模式选择

的因素有付费自习的服务质量，差异化程度和盈利水平。 

5. 讨论与分析 

基于行为决策下的有限理性模型，顾客在选择时是非理性的，以满意为选择的目标。付费自习室的

出现顺应了当今时代社会发展的需要，满足了当代人对于自习空间的需求。愿意选择付费自习模式的高

校生，均是自我要求高，有自习需求，进行自我提升，自我追求的高校生。调查发现，很多学生都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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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图书馆学习，因为图书馆有着很浓厚的学习氛围并且安静，大学生在这样的环境里学习可以不受外界

打扰全身心投入学习，而付费自习室刚好符合这一点。付费自习室的存在为年轻人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

学习地点，付费自习模式也被越来越多的高校生所接受，其不仅有安静的学习环境，良好的学习氛围，

还有便利的增值服务，学习资料的补充等等。也有人表示选择付费自习模式是一种花钱买自律，在家和

寝室不能够安心学习，容易被外界事物吸引，而图书馆是一个大的公共场所，位置常年爆满，因此自律

性不够的人愿意选择付费自习模式，在学习的氛围中更容易投身学习中去，再加上付费自习模式良好舒

适的环境，便利的服务等条件，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更愿意选择付费自习模式。 
根据调查问卷结果及前文分析所示，尽管只有 53%的受试者选择付费自习模式，但是作为一个近几

年兴起的行业，有一半的高校生愿意尝试，这是一个很不错的发展状况。而影响高校生对于付费自习模

式选择的原因主要有付费自习模式的服务质量，盈利水平以及差异化程度。高校生更愿意选择服务质量

高，价格水平低，有差异化服务的企业，比如提供线上课程，咖啡茶歇等服务，都可以增加企业的竞争

力，更容易被高校生选择。 
付费自习模式是“共享经济”和“学习热”趋势下的发展产物，付费自习模式的发展又能促进“共

享经济”和“学习热”的发展。在如今的学习型社会，付费自习模式提供了学习空间，学习环境，学习

资源等服务，推动了全民学习的热潮。付费自习模式的出现为有学习需求的顾客提供相应的学习条件和

学习氛围，不仅能够使顾客享受“沉浸式”的学习空间，还能通过“他律”式的监督，提升学习效率，

最重要的是缓解城市公共资源不足的问题[12]，对于共享经济和教育的发展都有深远的意义。 

6. 结论 

6.1. 结论 

本文主要通过调查问卷对高校生进行调查分析，研究发现，共享经济背景下，高校生并没有更倾向

于选择付费自习模式，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付费自习模式是对于当今学习空间空白的补充，弥补了城市

空间资源不足的问题，付费自习模式是有很大发展前景的，相信未来会有更多人愿意选择付费自习模式。

共享经济背景下，付费自习模式的服务质量，盈利水平，差异化程度都会影响高校生对于付费自习模式

的选择，高校生更倾向于选择服务态度好、质量高，价格水平低并且差异化程度高的企业。 
由于付费自习模式的经营特性，不是所有群体都是目标顾客群体，因此本次调查研究主要面向学习

需求最大的高校生。本文采用问卷调查法，基于问卷调查法的问题具有封闭性，缺乏互动性，可能对被

调查者的主观感受与观点了解不够深入。 

6.2. 实践建议 

(1) 政府层面：制定相关政策，增加公共学习服务空间供给 
共享付费自习模式的兴起，是学习型社会建设初具成效，对于公共学习空间服务资源供需不平衡的

反映。随着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政府应该增加公共学习空间的建设、提高公共学习空间环境

的质量，创新满足多类群体需要的公共空间。同时，作为近几年的火热行业，准入门槛低，技术含量少，

缺乏政府的监管措施。政府应当在打击付费自习室违法改造和保障消费者财产安全和人身安全方面出台

相应政策和监管措施，解决付费自习模式的诸多问题。 
(2) 行业层面：统一行业标准，纳入公共服务体系 
随着进入付费自习模式的品牌越来越多，付费自习行业应当向规范化发展。目前，自习室的地理位

置，收费情况以及服务内容等都没有详细规定，市场上现有品牌良莠不齐。因此，行业应当联合政府，

深入开展调研，明确当前存在的问题，联合相关部门共同出台市场准入和行业规范，加强公共安全设施

https://doi.org/10.12677/ssem.2024.132021


孙冰鑫 等 
 

 

DOI: 10.12677/ssem.2024.132021 176 服务科学和管理 
 

建设，明细行业收费标准，引导付费自习室稳健发展。同时相关部门应考虑将付费自习室融入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和文化产业，列入文化惠民项目，使政府力量与社会力量、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

之间形成优势互补[13]。 
(3) 企业层面：精准定位服务群，打造差异化战略 
当今社会，高校生，青年，社会人士对于学习都有一定需求，但是需求程度不同，同时客户的消费

能力，偏好，需求时段等都存在差异，比如高校生考试周需求大，但是消费能力较低等。企业需要精准

定位服务的目标人群，根据客户群体的不同，制定相应的发展战略及目标。目前，付费自习行业同质化

严重，而想要在同类行业中脱颖而出，就必须有差异化战略来吸引客户并提高客户黏性。本文研究发现，

企业之间的差异化程度是影响客户选择的重要因素之一，想要吸引顾客，必须要有个性化服务，如咖啡

茶歇饮品，线上课堂，考研住宿服务等增值服务，提高盈利性，同时区别于其他企业，提升自己的竞争

优势，打造独特的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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