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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商业性活动，是指跟校园内学生

直接或间接联系的有学生参与的商业性活

动，其一般以盈利为直接目的。如学生代

理推销活动，学生自主创业，学生组织的

活动及演出拉赞助，商业人员作讲座报告

并推销相关商品与服务，商业“选秀”和

商家冠名等公关宣传类活动等。

随着素质教育逐渐推进和高校办学模

式多样化的不断探索，校园的商业性活动

也“争相斗艳”，在吸引了高校广大学生热

情参与的条件下，凸显多样性。一方面我

们推崇，在中国当前的教育制度下，这种

商业活动发展的趋势对学生综合能力的培

养大有益处；但另一方面我们又担忧，过

浓的商业氛围会给大学培养高素质人才、

发展高科技、提供高水平服务的三大传统

职能［1］ 蒙上一层浮躁的阴影，特别是对高

层次大学造成的影响就更引人关注。

为了解高校特别是高层次大学校园商业

性活动的发展现状及其对学生自身发展的影

响，并希望从中为校园商业活动未来的发展

提供一定的参考，我们组织了此次针对高层

次大学中具有代表性的2 1 1 重点高校大学生

商业活动现状的调查。这次调查抽取了遍布

全国的211 高校中的13 所，对高层次大学校

园商业活动的发展进行初步探讨。

1  调查内容及方法
1.1 调查内容

调查主要为以下两个方面:①我国 2 1 1

高校校园商业活动发展现状的调查；②我

国 2 1 1 高校校园商业活动对大学生自身影

响的调查。

1.2 调查方法

校园商业性活动调查研究主要采用问卷

调查法。问卷调查抽取了厦门大学、上海交大

等(其他高校为：东北师范大学、南开大学、中

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西安交通大学、

中国医科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国科技大

学、武汉大学、四川大学、中山大学)13 所211

高校为样本，抽取原则是按照地域(南方7 所、

北方6所；沿海6所、内陆7所)及学校类别(理

工农医类学校4 所，文史类学校2 所和综合类

学校7所)进行随机均匀抽取。共发放问卷1030

份，回收999 份；其中有效问卷924 份，回收

率为96.99％，有效率为92.49％。在有效问

卷中，男生532 份，女生392 份；大一229 份，

大二445 份，大三219 份，大四30 份。

2  211高校校园商业活动发展现状分析
目前，校园商业性活动的迅速发展已

是不争的事实，不仅因为其庞大的受众群

体( 全部大学生) ，而且拥有四成多( 4 0 .

5 8 % ) 的大学生这样巨大的一个参与群体。

当前校园的商业性活动，无论从形式多样

性方面，还是地域或学校类别的差异方

面，抑或是其运行中存在的问题的方面来

看，都呈现出很显著的特征，综合考察这

些特征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和认识高校

校园商业性活动的发展现状。本章节的后

半部分将就这些显著特征从外因和内因两

个方面做出分析。

2. 1 特点一：形式相对集中而结构不尽理想

我们将学校的商业活动分为以下七大

类：①学生代理推销活动；②学生自主创业

(开店、公司)；③学生组织的活动及演出拉

赞助等；④商业人员作讲座报告并推销相

关商品服务等；⑤商业“选秀”和商家冠名

等公关宣传类活动；⑥兼职活动( 包括家

教、送餐、做服务员等)；⑦其他。其调查的

结果为：大学生校园商业活动主要集中在

兼职(84.96%)、推销(80.63%)以及学校组织

的活动和演出赞助(75.11%)等，如图1。

图 1 高校主要商业活动形式统计直方图

简单分析可知，最为集中的三种形式

活动中，以体力劳动投入为主，脑力智慧

性的投入显示出局限性。从商业活动对学

生有利影响的层面来看，商业活动形式结

构上不尽理想。另外，通过图可以发现，政

府和社会大力倡导的自主创业已经开始在

高校学生中发挥作用，虽然总体认可度相

对较低，但考虑到在校学生的特点，这仍

然是一个乐观的表现。

2 . 2 地域性和学校类别性差异显著

根据对调查结果的统计分析，从地域

方面来讲，南方沿海地区参与比例相对较

高——南经北政和沿海外向开放的地域特

征是影响学生参与商业性活动的根本因

素；从学校类别来看，综合类(45.12%)和

文史类(46.97%)学生参与校园内外商业活

动的比例远高于理工农医类——理工农医

类的由于专业性质，课业繁多，学习压力

较大课余闲暇时间较少，因此较少有人参

与商业活动。

南方高校中参与商业性活动的学生比

重高于北方高校的，沿海高校高于内陆高

校。原因：出于地缘优势和超前观念在南

方商业沃土和沿海经济开放区域的重要影

响，这些地区高校学生参与比重从理论上

还是直观上都会相对的高些。

高校中的商业性活动所涉及的商品和

服务的范围都比较广，综合的看，南方沿

海地区的高校商品服务的范围最广。这说

明，参与人数众多，竞争必然激烈，扩大

商品服务的范围也就是对市场的扩大，扩

大的市场又会容纳更多的参与者，更多的

参与者竞争又会更加激烈。

在商业活动的秩序方面，北方和内陆

的高校相对于南方和沿海地区更井然些，

可能是因为北方和内陆地区的高校管理规

范较好，而南方和沿海的高校由于地缘因

素和思想意识导致的商业性活动规模大、

范围广、形式多等状况进而增加了学校规

范管理的难度。

此外，从学校类别的角度来看，综合类

院校与理工类院校的差异最大。究其原因，

综合类院校在经济金融方面较突出，由于

专业性质的影响，学校有潜在的商业思想，

对于商业活动的各种形式都较容易接受且

富有更高的热情参与，一来可以实践理论

知识，锻炼商业头脑，培养敏锐的商业触

角，为将来涉足商业做铺垫；二来可以勤

工俭学。因此综合性院校的商业氛围相对

于其他两类要浓厚很多，无论是规模，覆

盖范围，形式种类都较其他两类院校来得

大，但同时也对学校的监管带来了难度。

2 . 3 特点三：规范管理与商业性活动发展

不够协调

当前校园商业性活动的发展状况并不

乐观，不论是在参与学生人数的比重，商

品和服务涉及的领域范围，还是商业性活

动的形式以及秩序，同学们给予的分数均

值普遍在 2.8～3.0 之间。谈及校园商业活

动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时，学生们大部分

(6 2 % )认为是“缺乏有效监督管理”，其他

诸如“供给商家效益低”、“参与商业活动

学生成本大于受益”、“涉及的商品和服务

的质量( 销售前后) 差”、“运行效率低”的

比例均不高于 4 0 % 。由此可见，秩序不够

好的原因，最主要在于缺乏有效的监督管

理。其实，不论学校是否有明文规范对其

进行管理，校园商业性活动的监管力度都

显得困乏无力。深入分析，可以发现监管

困乏源于: ①监管责任方不明确。大多数

高校校园商业活动现状调查与分析

杜晶 袁馨之 赵永斌 肖凌志 王国才
(厦门大学  福建厦门  361005)

摘 要：伴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商业发展大潮已经渗入高校校园，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开始接触并参与校园的商业活动。本文
借助调查问卷对我国高校校园商业活动的发展现状以及其对大学生自身成长的影响进行了探究，并较有针对性的提出了一些意见和建
议，希望有益于校园商业活动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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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商业性活动是由学生直接与商家联系

组织的活动，属于学生自发参与的社会活

动，学校对其没有明确的监管责任，同时

商业市场上的一般规则又无法完全渗透到

校园中，因此校园商业性活动时而的混乱

现象就是不可避免的。②参与校园商业性

活动的学生流动性大，分散性大，不便于

管理。参加校园商业性活动的学生一般都

是短期培训，直接上岗；上岗时间不长后

又会有新一批加入。这样的高速更替使得

管理的难度加大。

虽然目前校园商业性活动还存在很多

缺点，但并不妨碍其进一步发展的可能

性。在我们的调查中，30.09% 的同学还是

对其今后的发展抱以积极的态度，认为

“很有潜力“有待进一步开发”。当然不可

否认，仍有 18.07% 的同学认为其发展不容

乐观“没什么潜力，将逐渐消退”。

2 . 4 商业活动存在和发展源于内外因综合

作用

我们将商业活动存在和发展的主要是

外因和内因两方面综合作用的结果。外因

主要指市场经济商业主义的渗透[ 2 ]和整个

教育体系向素质教育的逐渐推进两方面；

内因包括商家受利益驱动，学校资源供给

不能满足学生的实际需要，学生群体需要

这个舞台锻炼自己三个方面。

调查结果显示：南方和沿海地区高校

在对市场经济浪潮的推动这一外部环境方

面的认可相对较低，而对商家利益至上和

学生自身需求的内部因素作用上相对更为

认可。究其原因是，南方和沿海地区相对

早的接受到市场经济浪潮的冲击，所以已

经适应了市场经济的大环境，在此基础上

就更加关注于内部因素的状况。从学校类

别的角度来讲，所有类别的高校都认为.

“学生群体需要这个舞台锻炼自己”的内

部因素是校园商业性活动存在和发展的主

要原因，其比例分别达到 69.70％、73.40

％、72.00％；其次在商家受利益驱动这方

面也达成了共识。

分析认为，近几年，随着素质教育在

国内逐渐推进，在学校的教育引导和社会

发展的大环境下，当代大学生清楚的明

白，大学的首要任务仍是学习，但学习并

不是唯一任务，他们迫切需要一个平台来

锻炼和提高自己各方面的综合素质。因

此，在我们的调查中，近 3 / 4 的同学都认

为校园商业性活动为自己综合素质的提高

提供了一个契机，这是他们选择参与校园

商业性活动的主要因素。与此同时，我们

也不能忽视当代经济浪潮的发展趋势对大

学校园市场所产生的影响。大学校园市

场，不同与一般的市场，其具有自身的特

殊性：大学生消费者群体庞大，具有其特

殊性，其消费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盲目

性、从众性、不稳定性，易受到商家宣传

的影响；大学校园市场在一定程度上会受

到学校的监管和控制，不象一般的商业性

市场那样，公平性和竞争性的体现并不明

显；大学校园市场常常以学生团体作为代

理机构，利用学生廉价的劳动力，并且掌

握消费者的心理及其需求的特点来开拓市

场，嬴取利润。因此，在“挡不住的市场

潮”推动下，越来越多的商家受利益的驱

动，瞅准校园这片市场，同时也为更多的

同学参与校园商业性活动提供了机会，从

而导致目前的“双赢合作”[ 3 ]。

3  211高校校园商业活动对大学生自身影
响及分析
3 . 1 权衡初衷与结果折射积极影响的一面

大学生参与校园商业性活动的目的多

种多样，总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兴趣

爱好；经济需要；专业学习的实践；锻炼

自身的综合素质；从众心理等等。

通过调查，参加过校园商业活动中

9 3 . 8 7 % 的同学认为“部分达到了参与的

初衷”，6 3 . 2 0 % 的同学认为参加这些活动

虽说对正常的学习、生活有影响，但可以

基本权衡好。南方和沿海地区高校的学生

表示出对权衡活动、学习和生活相对有更

高的自信心，这一定程度上反映，学生参

加商业性活动有助于提高“权衡取舍”和

调节自我，合理安排时间和精力的能力，

也就是说参加商业性活动对学生有比较强

的积极影响

3 . 2 与学术氛围的矛盾衬出其不容忽视的

弊端

从宏观上来说，学习和商业性活动的

利弊取舍发展到学校就成了学术氛围和商

业氛围的矛盾。庆幸的是，从整体上来讲

近一半的同学(45.13%)认为这种矛盾在当

前并不突出，学校基本可以权衡好学术氛

围和商业氛围之间的联系。

但是，南北差异昭示商业性活动与学

术氛围存在矛盾。

南方校园商业性活动发展较为轰轰烈

烈，或者说商业气息十分浓厚，使学生在

重新审视大学校园时发现商业性活动是把

双刃剑，它在满足了学生锻炼自我的需求

的同时影响了大学本该以之为主体的学术

氛围。北方高校校园商业性活动的发展程

度还相对比较低，对学术氛围的影响不是

很大，学生的担忧也比较小。

从学校类别来看，文史类学校的同学

更是对校园商业性活动褒奖有嘉，其中有

30.33% 同学选择了校园商业性活动“理论

联系实践，活跃了学术氛围”(40.90% 的同

学选择“没多大影响”)；相比之下，综合

类院校对校园商业性活动对学校的学术氛

围的影响怨词稍多。

通过上述结果，在结合前面对校园商

业活动现状的调查，可以看出：在商业氛

围较浓的校园里，暴露的问题也较多。深

入分析，可以看到，虽然对于参与校园商

业活动的同学来讲参与的过程对其能力的

培养和自身社会经验的丰富都具有积极的

影响，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看，那些并未

参与但是置身在学校商业氛围的同学却带

来了诸多不便。因此从学校的角度来讲，

应该加强对校园商业活动的监督和规范，

从活动时间、活动地点、活动参与人员的

限制等诸多因素考虑。

3 . 3 校园商业性活动对大学生自身发展是

一把双刃剑

在论及商业性活动对大学生自身发展

的主要影响时，更多的人把目光集中在

“提高社交能力”(73.38%)和“积累工作经

验，增加阅历”(62.01%)上。不可否认，大

学——是当代青年从象牙塔迈向社会这充

满竞争和压力的世界的主要通道。在大学

期间参加这种商业性活动，可以促进同学

了解社会，接触社会，提高自身在社会的

为人处事、与人交流沟通的能力；同时也

可以积累工作经验，为日后找到一份好的

工作奠定坚定的基石。当然我们也不能忽

视在参加校园性商业活动中对经商能力和

社会适应能力的培养的作用。分别有 4 6 .

3 2 % , 4 7 . 9 4 % 的同学认为其在这两方面的

作用也至关重要。

综合考虑利弊：还是有 31.93% 的同学

认为校园商业活动对大学生自身发展利大

于弊；2 8 . 6 8 % 的同学认为其利弊均衡。

总体上商业性活动对学生自身发展的

影响略微乐观一些，但是比较而言，在商业

性活动发展程度比较高的南方和沿海地区

的得分相对偏低些，说明商业性活动给学

生带来一些有益的促进之外也带来了很多

不利的影响，致使南方和沿海地区的学生

对商业性活动对自身影响的评价略有下降。

4  讨论
通过对校园商业性活动调查结果分

析，我们看到校园商业活动已经渗透到全

国个大高校，其波及范围之广和受众群体

之多不容小视。从学生角度来讲，大多数

大学生都很青睐校园商业活动，不仅为他

们的生活带来了便利，而且提供了一个自

我锻炼的机会，为平淡的学习生活增添了

几份色彩。与此同时，也迎合了当前提出

的素质教育的需求，为学生人生价值的实

现开阔了更广阔的空间。

学校的监管和规范是校园商业活动得

以正常和健康发展的必要因素以及客观条

件。更重要的是学生自身要根据自己的能

力适当的选择和参与商业活动，抱着一种

锻炼和学习的理性态度，具体说来：①要

认清自我，合理选择参与校园商业活动的

形式；②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和法制观念，在

参与商业活动之前对此活动要有深入了解，

如活动是否合法，活动是否履行了正常手

续，是否需要签定协议或合同等等；③明

确自身参与校园商业活动的目的和意义，

不可盲目参与，感情用事；④合理安排时

间，处理好学习和工作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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