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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概要】 

为期 3 周的信用体验活动试点在苏州大学顺利完成，与学生前期自主运营相比，诚信付款率从 52.4% 

提升至 75.6%，大学生的信用意识有所提高。本次活动直接参与大学生超过 400 人，微信宣传推文及分享 

间接影响了 1200 人次。截止 5 月 30 日试点项目结束，统计剩余商品的成本价值为 646.4 元及剩余运营金 

额是 1033 元，目前“无人小站”依旧在继续运营中。 

 

【活动目的】 

1． 鼓励大学生参与“无人小站”体验活动，体会“因为信用，所以简单”的信用理念； 

2． 通过信用体验活动使大学生意识到信用的重要性，促进发展校园信用和社会信用氛围； 

3． 根据第一期信用体验活动的试点情况，总结活动执行效果并完善执行方案，用于第二期大范围的活动 

推广。 

 

【活动总结】  

1.试点活动顺利完成并且可持续运营“无人站” 

本次信用体验活动自 4 中旬开始策划，经过各方伙伴沟通确定活动方案及前期准备，由苏州大学学生 

团队自 5 月 9 日启动执行，至 5 月 31 日结束为期 3 周的信用体验活动试点。苏州大学在本部和东校区的两 

个教学楼入口选点摆放“无人小站”的货柜，在 5 月 20 日举办了“信用签名”的路演活动以宣传“无人小 

站”和专项基金的信用理念。截至 5 月 30 日，剩余商品的成本价值为 646.4 元及剩余运营金额是 1033 元， 

将作为继续运营“无人小站”的物资和资金。 

 

2.大学生的信用意识大幅提升，诚信消费付款率从 52.4%提升至 75.6% 

    此次活动经过各方伙伴多次沟通精细了活动执行方案、执行团队的人员分工和物资准备，以及开展“信 

用签名”路演宣传活动，截止活动试点周期结束，执行团队统计的“无人小站”的商品付款率是 75.6%，较 

之前苏州大学自主运营诚信货柜时的付款率为 52.4%，有较大提升。 

 

3.本次活动直接参与人数超过 400 人，间接影响 1200  人 

本次活动的直接参与者超过 400 人，包括参与购买“无人小站”货物和 5 月 20 日参与“信用签名”活 

动的同学。执行团队主要通过微信订阅号发送推文宣传“无人小站”、“信用签名”活动和信用理念，共发 

布微信推文 3 次，共 909 人次阅读， 362 人次转发，103 人次点赞。在路演签名活动时，发放宣传单引导 

同学参与签名活动并关注“无人小站”，共发放传单 300 份，超过 150 名同学参与签名活动，135 人次扫描 

团队的微信二维码关注，共计 1200 人通过阅读微信推文和分享链接了解到此次信用体验活动。 

 

4.明确团队成员分工及物资维护，有序运营“无人小站” 

苏州大学的学生团队共有 14 名学生参与运营维护“无人小站”并开展“信用签名”活动，分工职责包 

括两个“无人小站”的日常进货和补货维护，签名活动的场地布置及活动开展执行，摄影摄像，宣传设计 

及微信订阅号推文。 

截至 5 月 30 日，“无人小站”销售的商品有 11 类，学生团队将商品销售情况分为 3 类统计，具体如下： 

（1）畅销：日常需求较大：纸巾，学习常用物品：签字笔、笔芯、草稿纸，晚自习同学需求：咖啡条； 

（2）较畅销：学习有一定需要：练习本、荧光笔、荧光贴，夏天有一定需求：湿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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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不畅销：大学生上课或自习时较少使用：橡皮，胶带。 

在为期 3 周的信用体验活动运营中，学生团队共进货商品的成本价为 1520.2 元，销售出商品价值为 

1404.5 元，获取利润 266.1 元，其中因不诚信行为损失 371.5 元，签名活动赠送商品 440.4 元，剩余的产 

品（成本价值 646.4 元）及 1033 元将作为运营资金继续运作“无人小站”（具体的进货记录和记账单请

见 下方【活动进货和账单记录】）。 

 

5.“无人小站”的留言簿反馈和“信用签名”活动分享  

在两个“无人小站”的货柜上都挂有留言簿供参与体验活动的同学留言分享感受或改善建议。同学对 

活动表现出积极的兴趣，有同学留言“小店非常好，继续努力！”，有留言希望在其他校区和教学楼也设

置 摊点，可以扩大 “诚信消费”的理念，让更多的同学可以看见并参与到活动中。但是因为校园活动举

办的 批复周期情况，学生执行团队决定将本次的两个“无人小站”货柜设置在校园本部和东校区人流量

较大的 两栋教学楼。 

在“信用签名”活动时，项目组成员实地到访了解到同学对“无人小站”和诚信活动支持和认可，有 

同学说“我是无人小站的顾客，非常支持这样的活动”，还有很多同学询问“无人小站”的信息，希望能更 

多的参与信用活动中。有同学后期在留言簿上也分享了关于签名活动的感受“周五（5 月 20 日）看见信

用 签名摊位，很棒，加油”，经过签名活动的宣传和学生团队良好地运营，“无人小站”诚信消费的现象提

升。 二期的信用体验活动建议可在“无人小站”开设前期举办相关路演宣传活动以提高“无人小站”和

信用理 念的的关注度，鼓励同学参与到诚信消费的信用体验活动中。 

 

6.“无人小站”的执行经验总结及改善措施  

苏州大学的执行团队总结“无人小站”运营经验，将作为二期开展信用体验活动做完善准备，具体经 

验总结如下： 

（1）一个“无人小站”的货柜需要 3-4 名同学负责运营，分别管理进货和日常货物销售记录等，以

协 调因个别同学上课时间问题无法及时进货补货运营小站。建议整个执行团队的所有成员可轮换岗位，

以提 高团队成员的工作兴趣性和积极性，可使各成员体会不同工作岗位的职责； 

（2）鼓励参与体验活动的同学进行电子支付，或提高货柜现金的收取频次，以减少活动经费的损失； 

（3）货柜摆放尽量放在人流大而且最好有监控的地方，或有保安的地方也是好的选择，以提高同学对 

自身信用的重视； 

（4）管理进货和货物摆放的执行成员需要根据留言簿中的货物建议适当调整，满足大部分同学的需求， 

以使更多的同学可以参与到信用体验活动中； 

（5）本次试点活动主要采用填写纸质版表格记录数据，可能会丢失数据或造成数据混乱。建议二期大 

范围学校推广时应采用电子表格模板记录进货和货物销售情况，以便后期对整体活动的统计和反馈。 

项目组计划根据本次活动的经验总结，准备在二期推广时制作信用体验活动的执行手册和负责人培训， 

使执行团队能更加有条不紊地开展体验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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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照片】  

 

 

 

 

 

 

 

 

 

 

 

 

 

 

 

 

 

 

学生正在诚信签名条幅上面进行签名 

 

 

 

 

 

 

 

 

 

 

 

 

 

 

 

 

 

 

 

 

 

 

 
 

同学正在扫码加微信了解信用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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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小站”的实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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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信签名活动后的留言簿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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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无人小站”留言簿上货品的建议 



芝麻信用专项公益基金 

7 

 

 

 

 

同学对”无人小站”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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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在“无人小站“选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