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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大数据的时代背景下，人们日常生活都离不开手机，出门在外使用手机也是必然事项。然而手机电量

有限再加上共享经济的蓬勃发展，在需求与机遇下“共享充电宝”应运而生，大受好评。但随着时间的

发展，共享充电宝的口碑不如从前，甚至在疫情冲击下有不少企业接连倒闭。此次，本次调查旨在通过

问卷调查与数据挖掘，以大学生为固定调查群体，探究当下大学生对共享充电宝的使用现状以及看法，

进一步分析影响大学生对共享充电宝的消费意愿和费用满意度的因素，从消费者视角出发，提出有针对

性的建议，使得共享充电宝的发展方向更符合消费者的需求，同时，本次调研分析对相关企业发展也具

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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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era of big data, people are inseparable from mobile phones in daily life, and it is inevitable 
to use mobile phones when going out. However, due to the limited power of mobile phones an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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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ming development of the sharing economy, “shared power bank” comes into being under the 
demand and opportunity, and is highly praised. However,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ime, the repu-
tation of shared power banks is not as good as before, and even under the impact of the epidemic, 
many enterprises closed down one after another. This time, the survey by questionnaire and data 
mining, is fixed investigation group with college students, to explore the status quo of college stu-
dents’ use of shared charging treasure and views, further analysis influence college students to 
shared charging treasure willingness to spend and cost factors of satisfaction from a consumer 
perspective, targeted suggestions. It makes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shared power banks 
more in line with the needs of consumers. At the same time, this research and analysis also has 
certain reference valu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related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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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red Power Bank, Willingness to Consume, Cost Satisfaction, Multivariable Linear Reg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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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1.1. 研究背景及目的 

1.1.1. 研究背景 
自 2016 年共享单车打响“共享经济”的第一枪，共享充电宝、共享汽车、共享按摩椅、共享 KTV

等各种冠以共享概念创业的项目层出不穷，一时间万物皆可共享，而原本并不起眼的共享充电宝凭借其

外部性低、可替代性低等优势完成了从“伪风口”到“真需求”的共识反转，成了共享经济时代的幸存

者。目前，共享充电宝行业形成了“三电一兽” + 美团的市场格局，2020 年全国在线共享充电宝设备

量已超过 440 万。艾瑞咨询数据显示，2017 年~2020 年，共享充电宝的总用户规模呈上升趋势，从 2017
年的 0.8 亿人增长到 2020 年的 2.9 亿人，但增长速度却在明显放缓，年增长率从 104.9%降到 56.3%，再

降到 15.6%。虽然各家已经开始向三四线城市布局，但下沉市场的培育还需要几年的时间。 
虽然目前共享充电宝发展态势良好，但也暴露出一些问题，诸如价格暴涨，归还不便等，本文将在

接下来的调查及结果的分析中进一步探究大学生对共享充电宝的消费意愿以及看法等。 

1.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本文将通过分析当下大学生对共享充电宝的基本消费使用情况以及其对共享充电宝的看法，不同个

体特征与使用共享充电宝的相关性等问题，探究共享充电宝为大学生带来的益处以及当下共享充电宝出

现的问题，为共享充电宝未来更好更快更长远发展提出切实有效的建议，以达到共享充电宝能切实符合

消费者需求的目的，为消费者提供“高性价比”的便利，同时也能吸引更多的因为担心共享充电宝存在

的一些问题还未使用过共享充电宝的潜在消费者，让共享充电宝真正普惠民众。 

1.2. 文献综述 

1.2.1. 共享充电宝发展不足之处的文献综述 
从宏观层面看，林华春、程叶等人(2020)通过查阅资料分析得出以下结论：① 信息不对称：信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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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称这一问题有可能会导致道德败坏，共享充电宝市场上恶意破坏或偷窃等行为屡见不鲜；② 闲置问题：

现阶段共享充电宝迅速占领市场，无目标性地大肆投放，造成了大面积的充电宝和电力浪费；③ 区域性

投放问题：企业基本在收益小的地区很少甚至不投放共享充电宝；④ 内部竞争问题：企业内部签订合约

恶性打压第三方品牌进入同一商家；⑤ 定价权和分成权不明晰问题：品牌商处于相对弱势的谈判地位，

没有定价权，导致流量越大的商家处共享充电宝更贵[1] [2]。 
从微观层面看，邢晨等人(2019)通过问卷调查分析得出以下结论：① 质量问题：线下生产环节多由

下游代工厂或代理商进行共享充电宝的加工和生产，低门槛导致共享充电宝容易出现续航时间不足等质

量问题；② 信息安全问题：共享充电宝存在泄露个人信息的安全隐患[3]。 

1.2.2. 影响共享充电宝消费意愿及满意度因素的文献综述 
国内关于影响共享充电宝消费意愿及满意度因素的研究，多通过建立理论模型的方式得出消费者对

共享充电宝的消费意愿受服务成本的直接负向影响的结论。 
李钢等人(2008)建立了用户知识付费行为模型，并通过各种方法进行了验证，结果表明用户对共享充

电宝的消费意愿和感知行为控制直接影响其支付行为。 
丁丹等人(2021)建立了共享充电宝消费者支付意愿影响因素模型，结果表明价格感知、服务感知与收

入状况对共享充电宝消费者支付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内容感知则没有显著影响[4]。 

1.2.3. 文献综述小结 
① 虽然国内学者较为详尽地指出了共享充电宝发展的不足之处，但研究方法过于单一，不具备充分

的说服力；同时，目前这些问题依然存在，并没有发生显著改善。 
② 从影响共享充电宝消费意愿及满意度的因素来看，国内学者通过构建不同模型做了严谨详细的阐

述，但并未据此提出切实建议。 

2. 大学生使用共享充电宝情况现状及对其看法分析 

2.1. 大学生使用共享充电宝情况图表分析 

 
Figure 1. Group concern survey bar chart not used 
图 1. 未使用群体顾虑调查条形图 

 
由图 1 可知，调查大学生中的 28.46%主要基于共享充电宝的归还扣费问题，押金去向问题，信息隐

患问题，自身质量问题未使用过共享充电宝，为开拓市场，相关公司应主要攻克这几方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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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Ring diagram of charging propensity 
图 2. 计费倾向圆环图 

 
见图 2，出于经济效益考虑，大学生更倾向于共享充电宝使用按半小时付费或设置上限按小时付费

的计费方式，企业可以用作参考，在追求营利和顾客满意中找到平衡点。 
 

 
Figure 3. Bar chart of maximum price acceptance level 
图 3. 最高价格接受水平条形图 

 
由图 3 可知大部分大学生能接受共享充电宝每小时最高价格为 0~3 元，可以认为调查对象普遍希望

共享充电宝价格低一些。 
结合图 4 和图 5 数据所示的调查结果以及根据采访和问卷最后的开放性问题整理出的词云图(图 6)。 
关于共享充电宝的优劣区分以及问题识别能力，调查得知大学生主要认为共享充电宝及其市场存在

自身质量问题，信息隐患问题，价格上涨问题，归还扣费问题以及品牌种类多且乱的问题，企业应着重

完善这些方面：提升技术研发，提高共享充电宝质量，尽可能减少劣质充电宝数量；加强信息安全保障；

在人们能接受的范围内提高共享充电宝价格；加强共享充电宝建设，规范计费准则等；除此之外，企业

也应做好营销，让消费者知悉共享充电宝的改善。 

2.2. 影响使用共享充电宝时长、频率因素探究 

为探究影响大学生群体使用时长及使用频率的因素，本小组以使用时长、频率作为因变量，选用其

他因素作为自变量对其影响进行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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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The problem is worrying about the bar chart 
图 4. 问题担心条形图 

 

 
Figure 5. There are problems in the market recognition line chart 
图 5. 市场存在问题认可折线图 

 

 
Figure 6. Word cloud of survey participants’ voice 
图 6. 调查参与者呼声词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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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影响共享充电宝使用时长的因素探究——多变量线性回归 
以使用时长为因变量，性别、是否会自带充电宝、场合、是否能区分优劣、信息隐患、自身质量、

价格上涨、归还扣费、手机匹配、押金去向等 10 个因素作为自变量，建立多变量线性回归(建立回归得

到图 7，图 8)。 
 

 
Figure 7. Multivariable linear regression with duration as the dependent variable 
图 7. 以时长为因变量的多变量线性回归 

 

 
Figure 8. Multivariate linear regression model with duration as the 
dependent variable 
图 8. 以时长为因变量的多变量线性回归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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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分析可知：信息隐患问题，价格上涨问题，归还扣费问题，手机匹配问题，押金去向问题会对

每次使用共享充电宝的时长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性别、外出时是否会自带充电宝、使用共享充电宝最

多的场所、是否能区分出共享充电宝的优劣、自身质量问题不会对每次使用共享充电宝的时长产生影响。 

2.2.2. 影响共享充电宝使用频率的因素探究——多变量线性回归 
同样以使用频率为因变量，以性别、是否会自带充电宝、场合、是否能区分优劣、信息隐患、自身

质量、价格上涨、归还扣费、手机匹配、押金去向等 10 个因素作为自变量，建立多变量线性回归(建立

回归得到图 9，图 10)。 
 

 
Figure 9. Multivariable linear regression plots with frequency as the dependent variable 
图 9. 以频率为因变量的多变量线性回归图 

 

 
Figure 10. Multivariable linear regression model with frequency as the de-
pendent variable 
图 10. 以频率为因变量的多变量线性回归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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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分析可知：使用共享充电宝最多的场所、信息隐患问题、自身质量问题、价格上涨问题、归还

扣费问题、押金去向问题、会对每次外出使用共享充电宝的频率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性别、外出时是

否会自带充电宝、是否能区分出共享充电宝的优劣、手机匹配问题不会对每次外出使用共享充电宝的频

率产生影响。 

3. 大学生对共享充电宝消费意愿及满意度影响因素分析 

3.1. 消费意愿与费用满意度影响因素——路径分析与协方差拟合 

3.1.1. 市场因素对大学生共享充电宝消费意愿影响程度 
为进一步了解影响当代大学生对共享充电宝消费意愿的因素，我们采用路径分析法对共享充电宝市

场存在的问题如何影响大学生消费群体的消费意愿进行分析。 
 
Table 1. Path analysis 1 
表 1. 路径分析 1 

模型回归系数汇总表格 

X → Y 非标准化路

径系数 
SE z (CR 值) p 标准化路

径系数 
质量参差不齐 → 20、您对共享充电宝的消费意愿如何： 0.047 1.956 0.024 0.981 0.002 

品牌种类多且乱 → 20、您对共享充电宝的消费意愿如何： 2.196 1.799 1.221 0.222 0.087 

借还问题繁琐 → 20、您对共享充电宝的消费意愿如何： −2.735 1.360 −2.012 0.044 −0.123 

所定价格过高 → 20、您对共享充电宝的消费意愿如何： −2.209 1.562 −1.414 0.157 −0.093 

收费模式混乱 → 20、您对共享充电宝的消费意愿如何： −2.515 1.747 −1.440 0.150 −0.107 

 
从表 1 可知：借还问题繁琐、所定价格过高、收费模式混乱质量参差不齐这四个问题对于大学生对

共享充电宝的消费意愿影响的路径并没有呈现出显著性，说明以上四个问题对大学生对共享充电宝的消

费意愿并不会产生影响。 
但借还问题繁琐问题在大学生对共享充电宝的消费意愿标准化路径系数值为−0.123 < 0，并且此路径

呈现出 0.05 水平的显著性(z = −2.012, p = 0.044 < 0.05)，因而说明借还问题繁琐会对大学生对共享充电宝

的消费意愿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关系。当借还程序越繁琐，大学生消费者对共享充电宝的消费意愿越低。 
综上所述，我们所调查的五个市场因素中会对大学生消费意愿产生负向影响的借还问题繁琐问题，

而其他问题并未呈现较大的影响关系。 
此外，我们还针对市场中存在的五个问题进行协方差拟合，拟合结果如下表 2。 

 
Table 2. Table of covariance 
表 2. 协方差表格 

协方差表格 

X Y 非标准估计系数
(Coef.) 标准误(Std. Error) z p 标准估计系数 

(Std. Estimate) 

品牌种类多且乱 质量参差不齐 0.681 0.063 10.774 0.000 0.673 

借还问题繁琐 质量参差不齐 0.510 0.065 7.842 0.000 0.445 

所定价格过高 质量参差不齐 0.474 0.061 7.777 0.000 0.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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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收费模式混乱 质量参差不齐 0.680 0.067 10.221 0.000 0.625 

借还问题繁琐 品牌种类多且乱 0.488 0.066 7.351 0.000 0.412 

所定价格过高 品牌种类多且乱 0.471 0.062 7.539 0.000 0.425 

收费模式混乱 品牌种类多且乱 0.643 0.067 9.582 0.000 0.572 

所定价格过高 借还问题繁琐 0.609 0.072 8.407 0.000 0.484 

收费模式混乱 借还问题繁琐 0.593 0.073 8.142 0.000 0.466 

收费模式混乱 所定价格过高 0.711 0.072 9.858 0.000 0.595 

 
从上表可知：市场中所存在的问题之间都呈现出 0.01 水平的显著性，故市场问题之间有着显著的正

向协方差相关关系(其相关模型如图 11 所示)。 
 

 
Figure 11. The covariance is modeled 
图 11. 协方差建立模型 

3.1.2. 充电宝因素对大学生共享充电宝消费意愿及费用满意度影响程度 
为更进一步了解影响当代大学生对共享充电宝消费意愿的因素，我们继续采用路径分析法对共享充

电宝自身问题如何影响大学生群体的消费意愿进行分析。我们此次选取共享充电宝自身质量因素为自变

量，共享充电宝消费意愿和费用满意度为因变量，建立路径分析，结果如表 3 所示。 
从表 3 可知：价格上涨问题(如：其价格是否会持续上涨)对于大学生对现阶段共享充电宝的费用满意

度此路径呈现出 0.01 水平的显著性，因而说明价格上涨问题(如：其价格是否会持续上涨)会对大学生对

现阶段共享充电宝的费用满意度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关系，可以认为当价格继续上涨大学生消费群体费

用满意度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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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Path analysis 2 
表 3. 路径分析 2 

模型回归系数 

X → Y 非标准化路径

系数 
SE z (CR 值) p 标准化路径

系数 

押金去向问题 → 22、您对现阶段共享充电宝的费用 
满意度如何： 

−0.453 3.669 −0.123 0.902 −0.006 

价格上涨问题 → 22、您对现阶段共享充电宝的费用 
满意度如何： 

−6.827 2.612 −2.614 0.009 −0.135 

手机匹配问题 → 20、您对共享充电宝的消费意愿如何： 4.426 4.277 1.035 0.301 0.054 

自身质量问题 → 20、您对共享充电宝的消费意愿如何： 1.675 2.991 0.560 0.575 0.029 

信息隐患问题 → 20、您对共享充电宝的消费意愿如何： −0.734 2.705 −0.271 0.786 −0.014 

3.2. 影响对共享充电宝依赖性因素——线性回归 

为分析是什么因素会对大学生对共享充电宝的依赖性产生影响，我们选取共享充电宝的效用项目作

为自变量，依赖性作为因变量，建立线性回归。结果如图 12 所示。 
 

 
Figure 12. Linear regression 
图 12. 线性回归 

 
从检验结果上看，质量参差不齐会对大学生对共享充电宝的依赖性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关系。但是

品牌种类多且乱，收费模式混乱，所定价格过高，借还问题繁琐并不会对大学生对共享充电宝的依赖性

产生影响关系。 

4. 建议 

4.1. 提升共享充电宝技术研发，提高共享充电宝质量 

很多用户都反映共享充电宝存在充电慢的问题，甚至比平时自己充电慢数倍[5]，而现如今快充技术

已经十分成熟，当今手机的续航能力也十分可观，如果企业只考虑自身利益，共享宝充电宝充的速度还

不如掉电快，相信企业很难发展壮大，企业一定要充分新技术实现快充，消费者才会有更多意愿去使用

共享充电宝而不是与共享充电宝渐行渐远；共享充电宝发热问题也应当引起企业注意，倘若真出现意外

事故，损害的将不仅是消费者的利益，更是整个充电宝行业的一大危机；开发更加靠谱便捷的小程序，

目前许多共享充电宝使用的都是公众号页面以及繁琐的小程序，给用户租借带来一定不必要的麻烦，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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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开发更加快捷方便的小程序，这样一来不但方便了用户，而且势必增加借出量。 

4.2. 加强共享充电宝信息安全保障，扫除用户担忧 

共享充电宝是否会泄露个人信息，也是用户的关注点。如果要通过共享充电宝窃取手机信息，最可

能实施的方法是在内部装上特殊的芯片，目前手机的电源口和数据传输口是一体的，电源线往往也具备

数据传输线的功能，当充电宝连接线接上手机后，内置的芯片就可以通过电源线给手机植入木马，再通

过木马盗取手机内的信息。在目前的充电宝之中，有许多开放状态充电宝，处于相对开放状态的充电宝

谁都可以借走，这就给不法分子带来可能拆开装入特殊芯片的可能。对此企业制作充电宝时应做成一体

充电宝，严防不法分子拆开，或者制作成无线充电宝，使其无法实现数据分享；其次借取充电宝还需要

二维码，企业还应注重二维码的保护，严防不法分子替换，企业内部应设置管理人员定期检查充电桩和

充电宝，同时通过技术层面对信息安全进行保护，如及时修补信息网络出现的漏洞，在充电宝之中植入

检测软件等，以防止不法分子窃取用户隐私信息。 

4.3. 严控共享充电宝价格，赢得用户忠诚 

共享充电宝涨价是用户关注到的一大问题，虽然目前仍在用户可接受的范围内，但如果继续涨价，

用户极有可能不买单。其涨价，是因为存在“刚需”。有专家指出，随着 5G 时代的到来，5G 手机的耗

电量更大，再加上手机各种大型应用以及短视频、下载的高强度需求，共享充电拥有可观的市场空间[6]。
另一方面，在激烈的竞争厮杀后，“剩者为王”的局面，使得共享充电宝有更强的底气涨价。然而，快

速涨价很可能透支共享充电宝的发展空间。不少消费者在开放性问题中回答道，持续涨价之下，只能逐

渐降低充电宝的租借频次，养成自带充电宝的习惯。另外，快充技术的发展以及手机电池续航能力的增

强，也在缓解用户的电量焦虑，削弱用户对共享充电宝的消费意愿。一味地“涨价吸金”，背后是企业

急着赚钱、投资人忙着上市、商家乐得额外增收。如此一来，好不容易培养起的用户习惯很可能被毁掉。

希望相关企业能正视这个问题，构建新的增长路径，在数据、流量、场景上进一步深耕，而不是只用“涨

价”这一招实现利润增长。 

4.4. 合理设置充电桩位置，真正便利用户 

不少用户反映共享充电宝存在找不到归还充电桩的问题。企业铺设共享充电宝前充分调查市场需求，

根据数据反馈做出试点，确保用户借到共享充电宝之后也能便利快捷地归还，不给用户增添不必要的心

理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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