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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校园与二手交易平台的融合创新研究

韩芩清Ǔ胡治芳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管理学院Ǔ福建Ǔ漳州Ǔ363123

摘Ȟ要：针对传统校园二手交易中信息不对称、服务僵化等痛点，本研究提出动态弹性架构与数据融通结合的创

新方案，通过动态适配策略与场景化分层服务，推动二手平台从交易载体向调度中枢转型。案例分析显示，美团校

园版与闲鱼“学生鱼”通过“权益+场景”生态闭环验证了方案的可行性。研究进一步提出架构优化、数据互通等对
策，推动二手平台深度融入智慧校园体系，实现资源循环与数字化治理的双重升级，为教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实

践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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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智慧校园数字化升级趋势，高校二手交易平台

体系化与场景化应用的协同创新成为资源循环的突破

口。针对传统二手交易中供需对接效率低、服务模式固

化等痛点，研究提出通过动态架构与数据互联互通相结

合的应对策略。以美团“学生专享”和闲鱼“学生鱼”

为实证案例，证实“场景化权益激励”模式的生态价

值。当前融合实践面临四类瓶颈：系统结构固化、服务

标准化难以匹配场景差异、数据不流通、外部资源对接

缺失。对此，研究构建模块化架构重组、需求分层响应

机制、数据中台贯通及产教联动的综合方案。结果表

明，智慧校园与二手平台的整合不仅是技术迭代，更驱

动校园生活生态的数字化重构。*

1��引言

教育部等六部门到2025年，基本形成结构优化、集
约高效、安全可靠的教育新型基础设施体系，并通过迭

代升级、更新完善和持续建设，实现长期、全面的发

展。建设教育专网和“互联网+教育”大平台，为教育高
质量发展提供数字底座。汇聚生成优质资源，推动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建设物理空间和网络空间相融合的新校

园，拓展教育新空间[1]。

传统校园商业迭代效率低，二手交易信息不对称。

据Transparency Market Researchinc预计，从2023年到2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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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全球二手市场将以13.6%的复合年增长率发展，到
2031年，市场规模可能会增加1.3万亿美元。年轻的消费
力正在成为二手市场的主力军，各大高校更是二手交易

高度集中的市场，急需建立规范化、透明化、智能化的

二手交易平台。

近期，部分电商公司针对学生消费群体设立了面向

学生的消费平台软件，如美团校园版，咸鱼校园圈，提

供了大数据与AI技术相融合的智能平台，高校应与其深
度合作建立完善的实施与监管制度。

2��智慧校园场景与二手交易平台融合现状分析

2.1  主要融合模式
智慧校园场景与二手交易平台融合的主要模式体现

为两大路径：

（1）垂直化二手交易平台构建。
智慧校园产业链包括：顶层设计、终端设备、基础

设施、平台服务、智慧应用、标准规范、安全支撑等多

个环节，为平台搭建提供底层技术支撑。基于以个性服

务为理念，各种关键技术的应用均以有效解决师生在校

园生活、学习、工作中的诸多实际需求为目的，并成为

现实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2]的特征，平台采用C2C/B2C
混合模式，重点发展寄卖与回收双轨机制。其中回收模

式是指平台深度介入二手交易环节，回收卖家所出售

的物品，买断其所有权，经翻新、消毒、品相定级等环

节，再二次出售，赚取差价[3]。该模式结合校园中心区

域回收站布局，利用智慧校园无缝网络实现库存动态监

控，通过固定生活区特性降低物流成本，形成“技术支

撑-需求匹配-服务闭环”的协同体系。
以加强数据分析能力为核心搭建C2B2C模式垂直二

手交易平台。在C2B2C模式下，平台呈现强中心化，所
有的供需、交易、用户使用等数据均可收集和控制，但



2025� 第7卷�第4期·教育理论与应用

38

后续数据的使用，才是平台发展的关键[4]。通过构建垂直

场景专属分析模型，将数据资产转化为运营决策依据。

（2）产教融合协同机制建设。
校方可通过校企合作实现资产置换协议整合资源，

依托智慧校园基础设施-平台服务-标准规范产业链条，构
建前端回收网点+中央处理仓+末端配送节点三级物理网
络。这种机制延续了智慧校园以师生需求为核心解决实

际问题的建设逻辑，在优化校园循环配送体系的同时，

实现平台运行与素质拓展学分的双向转化。企业可以通

过与高校合作，参与课程设计和教学内容的制定，确保

培养出符合产业需求的人才[5]。高校与企业合作可在提

升专业学科应用场景的同时，进一步培养学生的就业技

能，高效利用校园智慧建设下互联互通的资源与技术。

2.2  典型案例分析
（1）电商校园个性化案例：美团“学生专享”
美团APP推出“学生专享”权益，大学生下载美团

应用程序以后在首页搜索“学生”，进入“学生专享”

页面，完成学籍信息认证后，便可享受专属于学生的福

利，例如每月外卖优惠代金券，1分钱骑共享单车，景区
学生优惠价格。大大便利了学生群体校园生活，提高了

学生消费意愿，可持续推动校园消费多场景服务升级迭

代，与饿了么“校园版”单纯价格补贴策略不同，美团

学生优惠构建了“权益+场景+服务”的生态闭环。
（2）二手交易案例：闲鱼校园圈

2024年9月闲鱼推出了为学生群体打造的交流版“学
生鱼”，在频道内设置了热帖、兴趣交流、拼团等特色

功能板块，页面设计针对年轻群体使用习惯，满足了学

生群体社交+购物需求。学生群体天然具备高频次物品更
替需求，校园物品每年形成大量闲置。闲鱼开创的“鱼

塘”社区化运营思路，恰好与高校特有的地理聚集性相

契合——以宿舍楼为单位划分虚拟交易圈层，利用校园

物流体系实现“课间取货”的便捷流转。这种模式突破

传统二手平台单纯追求流量转化的局限，转而构建具有

情感粘性的微型循环生态。

3��智慧校园场景与二手交易平台融合遇到的挑战

前文案例验证了融合模式的可行性，当前智慧校园

与二手平台协同仍面临四类挑战：

（1）系统架构与动态需求不同步
现有智慧校园系统多采用中心化架构，预设标准化

的交易流程与数据接口。但校园二手交易存在显著场景波

动性（如开学季教材流通量激增、毕业季大件物品集中置

换），固定化流程无法弹性适配季节性需求峰值。系统缺

乏模块化设计能力，难以通过功能组件的快速拆解重组响

应个性化需求，导致学生被迫绕过平台进行线下交易。

（2）服务同质化与场景差异化不适配
当前校园二手交易市场存在服务模式与场景需求脱

节的痛点。多数平台仅将C2C自由交易与B2C质检服务机
械叠加，未针对高校特有的密集型场景建立分层服务体

系。电子产品交易领域，现有系统简单照搬社会平台的

验机报告模板，忽视了高校场景的设备使用特性。例如

教材回收需嵌入课程学分关联机制，电子产品需绑定实

验室设备使用记录，而现有系统往往采用通用型商品发

布模板，导致高价值物品交易缺乏可信度支撑，低频长

尾物品流通效率低下。

（3）数据相对封闭
智慧校园的教务数据、空间数据尚未与二手平台形

成数据闭环。学生无法通过课程时间智能匹配取件时

段，二手教材流转难以与选课系统联动推荐，地理围栏

技术未被用于构建“教学楼-宿舍”定向交易圈层，导致
平台孤立于校园核心业务流。例如，闲鱼、京东等二手

交易平台无法具体适配校园内部信息环境，在数据整合

上存在明显的滞后性。

（4）缺乏与电商平台合作
校园二手平台尚未与电商平台建立战略合作，形

成商品生命周期闭环。学生无法实现“以旧换新抵扣

券”“闲置变现直充校园卡”等跨平台服务，新品购买与

二手流转数据割裂，导致消费行为碎片化。电商平台的物

流仓储、质检标准、信用评价等成熟体系未被有效复用，

平台运营方需重复建设基础设施，加重资源投入压力。

4��智慧校园场景与二手交易平台的融合创新

（1）动态架构适配策略
针对校园二手交易场景的季节性波动特征，采取以

弹性架构为核心的动态适配方案。美团“学生专享”的

模块化运营为参照，将交易流程拆分为认证、质检、物

流等独立微服务单元，利用技术实现资源快速调配。例

如，开学季教材交易量激增时，系统自动增强教材模块

的服务器集群规模，使用闲鱼“学生鱼”的宿舍圈层划

分逻辑，通过地理围栏技术定向推送供需信息；结合美

团校园版“宿舍取件柜”的路径规划模型，优化“宿舍-
快递点”的配送效率。

相较于传统平台的固定化流程，动态框架适配引入

规则引擎动态配置服务组合。管理员可根据场景需求灵

活选择“信用担保+线下自提”或“平台质检+快递到
寝”混合模式。

（2）场景驱动型服务分层
校园二手交易场景的多样性催生了差异化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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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构建需求。本研究基于校园核心场景特征，提出基础

服务与增值服务协同运作的双轨机制。基础层保留C2C自
由交易模式，支撑日用品等标准化商品的快速流通。分

层设计突破了传统平台功能堆砌的局限。服务体系的场

景化重构，本质是将交易行为与校园生态深度融合，通

过规则创新与数据联动，推动二手平台从商品集散地向

校园资源调度中枢转型。

（3）数据融通与智能推算
校园二手交易场景的数据价值挖掘需突破平台与校

园系统的数据孤岛。以美团“学生专享”的权益生态为

参照，平台通过API接口打通校园教务系统与电商平台的
业务数据流，构建“时空-业务-社群”三维融合体系。例
如，在教材流转场景中，系统实时抓取教务选课记录的

课程代码与教材ISBN信息，结合闲鱼“学生鱼”的历史
成交价格数据，生成动态估价模型。当学生发布二手教

材时，平台自动匹配选课人数超额的课程需求，通过地

理围栏技术定位同教学楼或宿舍区的潜在买家，并推送

课间自提路径规划建议，使用美团校园版宿舍取件柜的

物流节点缩短取件距离。

（4）模式创新与生态重构
相较于传统校园二手平台的单向功能移植，本研究

提出的融合方案在模式与生态层面实现双重突破。以美

团“学生专享”的权益叠加模式为例，其核心局限在于

功能模块的静态堆砌，而本方案通过动态架构重组与数

据融通，推动服务从被动响应向主动预测转型。

生态重构通过跨平台资源整合实现突破。例如，闲

鱼“学生鱼”的兴趣社群联动校园治理数据，可构建

“熟人社交+信用背书”的循环生态，打造校园资源流通
的高速公路。智慧校园场景与二手交易平台创新融合可

解决数据不连通的问题，此模式还采用京东物流节点与

美团地理围栏技术，优化“宿舍-快递点-跨校仓”三级路
径规划。

5��结论

智慧校园与二手交易平台的融合创新，本质上是以

数字化手段重构校园资源流通的底层逻辑。本篇通过动

态架构适配、场景化服务分层、数据融通与生态协同四

维框架，系统性破解了传统二手交易中系统僵化、服务

同质化与数据孤岛的核心问题。垂直化平台深度绑定教

学场景数据，通过对接教务系统获取课程教材信息与选

课动态，构建“需求预测-智能回收-精准分发”闭环，实
现资源流转与教学周期的精准匹配；同时依据商品特性

分层设计规则，针对高价值物品嵌入实验室认证功能以

增强可信度，对标准化商品简化流程提升流通效率，形

成差异化服务体系。通过使用智慧校园的物理空间数据

与物流节点信息，平台划分“楼栋微循环圈”并优化取

件路径，推动“时空-业务-社群”的精细化运营。这种创
新模式突破了静态功能堆砌的局限，依托动态架构重组

与数据融通，使二手平台从单一交易载体转型为校园资

源调度中枢，为教育新型基础设施的实践创新提供了兼

具商业价值与社会效益的可持续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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