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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高校学生视角下校园物流驿站空间的设计研究 

王盼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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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高校学生对校园物流空间设计的需求作为出发点，通过对物流空间进行调研和分析，为校园师生和所有在校人

员提供更加便捷的空间。如今，高校学生已经构成了网络购物的主力军。面临学生的网购需求量日趋增长，校园物流空间的

建设，物流服务的效率，绿色物流设计成为了重点研究的课题。在校园中，物流空间逐渐成为重要的功能场所，也是学生前

往次数较多的场地。所以物流空间在校园中的作用越来越大，物流空间不仅可以呈现出整体校园的文化和氛围还可以让学生

和老师们更好地享受到校园提供的便捷。本文从学生对于物流空间的需求和物流空间与校园的关系两个方面进行了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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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and Research on Campus Logistics Station Spa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lleg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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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arting from the needs of college students for campus logistics space design, this article conducts research and analysis on 

logistics space to provide more convenient space for campus teachers, students, and all personnel on campus. Nowadays, college 

students have formed the main force of online shopping. Faced with the increasing demand for online shopping among students, the 

construction of campus logistics space, the efficiency of logistics services, and the design of green logistics have become key research 

topics. In the campus, logistics space has gradually become an important functional area and also a place where students visit more 

frequently. The role of logistics space in the campus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important. Logistics space not only presents the overall 

campus culture and atmosphere, but also allows students and teachers to better enjoy the convenience provided by the campus. This 

article elaborates on two aspects: students' demand for logistics space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ogistics space and camp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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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信息共享的快速发展，以

及我国网络用户数量的急剧增加，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在网

络上购物
[1]
。电商的发展也带动着物流的成长，物流的壮

大也随之带来一些问题，比如时间的把握和快件的安全，

都是需要考虑的问题。如今物流主要包括运输和存储两部

分，其中存储是物流状态的“静止”状态。 

与此同时，物流空间也成为了校园必不可缺的一部分。 

1 物流发展现状研究 

1.1 国内现状研究 

伴随着国外物流业的发展，我国物流业也呈现出自己

的特点：物流硬件投入增多，但仍有待改善；第三方物流

发展迅速，但占比还有待提高。 

电子商务、网购近年来的发展增幅在 50%-100%，是

最具发展前景的物流服务领域，大大促进了高端速递物流

业的发展，吸引许多商业企业进入速递物流领域。另外，

政府趋于重视现代物流业的发展，各部委发布《关于实施

支持跨境电子商务零售出口有关政策意见》
[
及后续的 56、

57 号发文，支持跨境电商的发展，为国内物流公司提供

了走向世界的契机。 

校园中包含许多功能区域，其中电商产业的高速发展，

让快件和宽带、食堂等一样正成为高校的基础服务。然而

相对于宽带和食堂，物流在校园里面的呈现形式比较弱。

学校的物流业务点繁多，加上人员的管理经验不足，往往

会存在一些安全性的问题。比如拿取快件的学生过多，就

会发生错拿、漏拿的现象。 

高校物流业务点环境杂乱，校园环境受影响；场地没

有统一规划，功能单一，与丰富优美的校园环境不匹配。

另外，高校的物流空间不注重绿色回收，快件的包装被随

意丢弃，而且有的快件包装需要用泡沫板固定，会造成白

色污染，不仅会破坏校园环境，还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1.2 国外现状研究 

从发达国家的物流发展现状看，物流业已经进入较为

成熟的状态。主要体现在以下的几个方面： 

（1）物流服务内容在拓展： 

物流服务已经逐步将加工、保税、仓储、金融、保险

及至报关、通关、商检、卫检、等业务统一进来，把整个

商贸流通过程作为一个完整的领域来进行通盘考虑和经

营，把整个商贸流通过程作为一个完整的领域来进行通盘

考虑和经营
[2]
。 

（2）物流服务过程的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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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物流企业需要履行配送和仓储职能，以加快货

物的运输和使用，物流业的服务流程向前延伸。由于生产

企业需要实行“即时供货”和“零库存”，以加速资金和

货物的周转利用，物流业将生产以前的计划、供应也逐渐

包括在自己的范围之内，使服务过程向前延伸。 

（3）物流服务区域扩大： 

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运输和信息系统的不

断创新，让距离变得越来越短，同时也相应地扩大了物流

范围。 

1.3 物流的绿色设计体现 

随着生态环境资源的退化，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威胁

越来越大。因此，越来越多的人非常重视环境的使用和保

护，发展现代物流必须优先考虑环境问题，从环境角度改

善物流系统，这需要形成共生的环境物流系统。 

1.3.1 绿色包装 

绿色包装是指采用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包装。实现

绿色包装的主要方法包括：鼓励生产部门采用尽可能简化

包装形式和使用可生物降解材料。在流通过程中，应采取

措施实现包装的合理化和现代化： 

（1）模数化包装：确定基本包装尺寸的标准是模数

化包装。确定模数包装标准后，进入流通领域的每种产品

必须按照模数指定的尺寸包装。 

（2）大型化和集装化的包装：简化装卸、运输、储

存和机械化物流系统，加快这些过程，降低包装单位，节

省包装材料和成本，有利于保护货物。如使用集装箱、集

装箱袋、平台等装载方法。 

（3）多次使用、重复使用或丢弃的包装的处理：使

用通用包装，无需专门安排退货使用；采用可多次重复使

用的周转包装，如饮料、啤酒瓶等；循环利用是指包装材

料在一次性使用后的使用，可以转化为其他用途或简单加

工用于其他目的；回收并将废弃包装材料转化为其他用途

或制造新材料。 

2 校园物流空间现状研究 

2.1 物流空间与校园的关系 

现如今，学校都遵循着自己的校园文化。随着科技的

不断进步，智慧校园的文化也逐渐被越来越多的学校采纳。

智慧校园文化是指基于物联网的校园工作、学习和生活的

智能综合环境。这种集成环境以各种应用服务系统为载体，

将教学、科研、管理和校园生活全面融合。 

物流是校园生活服务的一部分，智慧校园文化推动校

园生活服务的发展。智慧校园建设，是学校改革与发展战

略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智慧校园建设不仅仅是实现教学、

科研、管理及服务手段的现代化，更重要的是人才培养的

观念和教育理念的异常深刻变革。 

校园物流以高性能校园网为基础，实现电子管理、智

能运输、信息安全、绿色回收的全面整合，达到高效率的

目的，对各项业务流程进行规范，有效降低了人的主管作

用影响，是物流信息化发展的大势所趋。 

 
图 1  来源于网络 

2.2 校园物流空间基本模式概述 

现阶段，普遍的快递物流主要分为两种模式：一种是

与附近的商家和商店合作（或寻找合适的场所）建立营业

站，另一种是不建立营业站通过电话通知客户并在规定的

短时间内取包裹。在校园快递物流中，往往采用第一种方

式，物流公司往往与学校合作建立自己的经营场所
[3]
。 

2.3 校园物流空间特点及问题 

（1）校园物流站点杂乱、不统一 

就当下阶段而言，主流的校园快递物流包括顺丰、圆

通、中通、申通、韵达，以及邮政 EMS 等快递物流公司
[4]
。

它们建立的营业站点各自独立，并没有统一的规划。这种

现象导致了在接收或投放快递时产生了多种问题。比如，

学生取快件需要去到不同的地方，浪费时间和精力。 

（2）快件安全系数不高 

校园里物流站点的服务人员大多是校外人员，不受校

园规则的制约，因此对于快件的管理也是不以为意，多有

丢件、误拿等问题。他们的管理意识较低，对物流缺乏系

统知识的学习，比如快件的收发、整理和分类等经验。 

（3）影响校园环境 

在校师生数量多，购买的快件也是多种多样，学校缺

少统一的包装回收点，师生取完快件之后一般都是将包装

随意丢弃，造成了包装垃圾随意堆放，对校园的环境美化

和绿色设计的理念造成极大的影响，随意堆放的纸箱也对

校园消防造成威胁。 

3 校园物流空间设计中学生需求的研究 

3.1 对于校园物流空间的容量需求 

随着电商的不断发展，每年的“购物节”是快件最多

的时候。电商的发展方便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在以前买件

衣服需要出门，而现在只需要动动手指。但是电商的发展

也给予了人们一些不好的方面，例如给校园里的物流站点

带来了一定的压力。 

学生是运用网络购物的主力军，但快件的增多也给物

流站点带来了一些压力。由于空间容量会随着学生人数的

增加和网购功能的扩大而变得复杂，现在购物的方式越来

越简单，而承载快件的空间会越来越小。物流空间容量增

加，学生取快件的每个环节都有充分的场地可以运用： 

（1）取快件 

校园里的学生人数比较多，因此很容易产生“爆仓”

的现象，许多快件只能摆在空地上让学生自己查找，学生

拿快件的行为受到了阻碍，这样的服务方式可能会造成学

生的不满。例如江南大学的物流空间达到 1000 平米，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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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处于容量大的物流空间中，减少快件“爆仓”的情况，

学生们可以根据信息提示找到自己的快件。 

（2）扫快件 

大多数高校取快件的方式是通过扫码进行。通过调研

发现，学生取快件的高峰期的时间是中午十二点到下午十

三点、下午五点到六点，学生取快件人数过多，避免不了

排队。为了更有秩序又高效地取快件，在物流空间中设置

了多个扫码点。将取快件的学生进行分流，更快速和高效

地完成扫快件的动作。 

（3）拆快件 

大多数的高校物流空间没有注重卫生方面的问题，物

流空间的环境杂乱。物流空间可以设置拆快件的区域和快

件包装材料回收处，一方面满足了学生拆快件的需求，另一

方面可以实现包装的重复利用，缓解快件包装过度的现象。 

（4）寄快件 

据调研发现，高校的物流空间容量小，需要寄出的快

件只能堆积在物流空间外面，不仅影响学生行走，而且有

一定的消防隐患。校园物流空间可以设置一个区域作为寄

件区，满足学生寄件的需求。 

 
图 2  为人员行为分析图 

3.2 基于学生需求的校园物流空间优化设计要点 

3.2.1 将“学生需求”作为设计思考点 

本设计是基于学生需求而设计的校园物流空间。在调

研的过程中会主要关注学生对于物流空间的要求和想法。

学生主要关注快件的安全问题和空间的容量问题，因此要

保证物流空间的容量，不用因为“爆仓”的问题，快件被

丢在外面，并且内部的快件柜设置编号，可以根据编号和

区域找寻自己的快件，并进行扫码验证，减少错拿、漏拿

的现象。 

3.2.2 解决校园物流空间存在的问题 

存在的问题： 

（1）空间狭小 

通过调研发现，多数高校中的物流空间狭小，货架的

距离过近，学生行动受限。尤其是午间休息，学校师生都

趁着这段休息时间蜂拥而至地去拿快递，狭小的物流站人

满为患，像这样的人流高峰时期很容易造成拥挤的现象。 

（2）环境杂乱 

许多高校存在将学生的快件随意摆放在空地上的现

象，这样的方式容易造成快件丢失的情况，让学生对校园

物流空间缺失信任感。同时，物流空间也会映射出校园的

管理和环境的美化问题。 

拟解决方法： 

（1）合理规划空间  

物流空间的面积扩大，在物流空间设置多个区域，方

便学生完成取快件、扫码、拆快件等系列行为。物流空间

扩大，给足快件的存放空间，减少“爆仓”现象。快递站

点杂乱是多数高校目前存在的问题，将物流空间进行合理

规划，能够有效的规范学生日常取快件的行为。室外可以

增添学生休闲的区域，丰富整体空间。 

（2）基于校园网络管理 

完善网络平台，学校可以统一管理并收取相应费用，

通过划分快递区域来提高安全系数，因此学校有义务利用

校园技术和人才来完善快递物流网络平台。整合学生数据，

形成区域范围内的“大数据”。学生信息与物流信息同步，

学生的个人信息在提货时校核，比以前的方式准确得多。

这可以避免诸如错误拿取快件、遗漏取件和虚假索赔等问

题，即使发生这种情况，也很容易检索。划分相应区域，

按编号查找包裹，有序高效地避免排长队集中在一个区域

的问题
[5]
。 

（3）绿色回收 

在大力建设生态文明的今天，校园环境状况无疑是培

养当代青年人环保意识的重要保障，校园环境潜移默化地

渗入到青年一代人的心里。构建绿色物流，需要物流快递

各环节的参与，以及学生的配合
[6]
。将校园驿站变成在物

流领域践行低碳循环经济的“毛细血管”，通过在物流空

间附近铺设绿色回收箱，推动绿色快递包装回收，让绿色

回收成为社会新风尚。 

3.3 本部分小节 

校园物流空间的改善是学生需求的体现，学生的需求

体现出物流空间存在的问题。发现问题就需要去构思解决

问题的方法，让物流空间更全面地去发挥自身的功能性。

校园物流空间在校园中逐渐成为重要的场所，也是学生前

往次数较多的场地。 

4 结语 

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信息共享的快速发展，以及我

国网民数量的急剧增加，带动了我国电子商务行业的快速

发展，学生的生活质量得到了显著提高，网上购物成为学

生消费的主要形式。但是高校的物流空间存在着一些问题

需要去改善，比如：空间狭小，造成人群拥堵；快件太多，

造成堆积；安全系数不高，造成物件丢失等。在校园中，

物流空间逐渐占据了重要地位，随着电子商务行业的快速

发展，快件和宽带、食堂一样，正在成为高校的基本服务。

但是大多数的物流空间只是与快件相关，没有体现出校园

文化，因此物流空间也可以向外延伸一些功能形式，和整

个校园的环境融合得更加协调。 

在新时代下的社会，价值体系与审美经验将重新被定

义，这与当下的校园文化的走向密不可分
[7]
。物流空间作

为社会化的产物，亦同样需要不断革新，以顺应时代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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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物流空间体现出校园文化的不同，同时让人与物的距

离更近，突破了传统的物流空间的设计，达到了新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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