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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费自律
年轻人消费的新场景

付费自习室下沉到县域

艾媒咨询发布的《2023—2024年中国付费自习室
行业发展现状与消费趋势调查分析报告》显示，2022
年付费自习室用户规模达755万人，预计2025年有望
突破千万人。同时，付费自习室正开始从一、二线城市
下沉，在市县级城市增长趋势明显，用户大部分都是备
考的青年人。

一般而言，付费自习室大部分由居民楼的住房改造
而成，每个用户有一个占地不足一平方米的书桌隔间，
配备台灯、插座、储物柜等设备，划分静音区与朗读区，
以向用户“出租座位”的模式运营，一般有单人座位、双
人座位和联排座位3种，可以按小时、天数、包月或包年
为座位付费。很多自习室的空余位置都不多，地理位置
与学习条件较好的一些自习室甚至“一座难求”。

山西省太原市“拾光自习室”工作人员表示：“我们
一共100多个座位，目前办理长期座位的用户就有几
十名，现在每天到店人次已经远超座位数，有时候1个
座位1天能换3个人。”“我们自习室暑假刚开业，县城
里很多刚毕业或毕业一两年还没工作的年轻人，在这
里备考。”吕梁市方山县某付费自习室的工作人员说。

付费自习室的价格，对于没有经济来源的青年而
言并不便宜。例如，在太原市的6家自习室中，一个座
位包月的价格均在500元左右，是不少待业青年每月
一半的生活费。

“在家学不进去，在图书馆不能出声背书，每天占
座也很不方便，找个离家近的自习室最有利于学习。”
2022年毕业，正备战考公的小曹说，“家里不缺我这一
两年上班赚钱，很鼓励我在自习室全脱产备考。”

2023年大专毕业的小赵先去北京当了一年羽毛球
教练，今年7月辞职回家考公。“我是山西人，还是想留在
老家发展。自习室的费用是用我工作攒下的钱付的，在
这里能静下心来，花点钱能倒逼我学习。”小赵说。

追求“人在书桌”仪式感？

虽然付费自习室为备考青年提供了良好的学习环
境，也有不少人在自习室认真学习并成功“上岸”，但对
一些人而言，他们把这里当作逃避家人管控的“网吧”，
更多是在“表演式学习”。

有一些备考青年追求一种“人在书桌”的仪式感。
“我的实际有效学习时间很少。早上八点半来到自习
室，先给水杯灌点水，把电脑、平板和手机用支架支起
来，把喜欢的人偶摆在书桌上，坐下来玩一会儿，才开
始学习；学个二十分钟，十点多了，打开手机挑选中午
要吃的外卖，半个小时过去了，再学二十分钟，吃饭、休
息，下午又这样循环往复。”小曹说。

山西省大同市的小达于2022年本科毕业，一直在
付费自习室备战考研。“已经考了3次，每天两点一线，跟
社会开始脱节，有时候怀疑自己是不是生活在一个真实

世界。”小达说，他与父母的沟通交流也仅限于学习与找
工作，自习室给他提供了一个逃避现实的环境。“这儿很
多跟我一样的人，我看他们在玩，自己也安心玩了。”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全职考试青年中不乏一些名
牌大学生，因几次考试受挫而有了“能混几年是几年”
的心态。某双一流大学毕业生小李考研失败后在自习
室全职备考，但学习效果并不理想。“我觉得我的人生
好像从来没有轻松过，这段空窗期可能是难得的轻松
时光。”小李坦言，他现在已经进入了欺骗家长、欺骗自
己的状态，“他们可能觉得我每天在自习室学习很辛
苦，但我基本没怎么学习。”

旨在缓解内在的焦虑感？

受访专家普遍认为，“表演式学习”现象反映了当
前一些待业青年存在的焦虑与迷茫，他们试图通过营
造一种“我正在努力”的表象来减少对未来不确定性的
恐惧。

山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副教授丁剑表
示，“表演式学习”是典型的心理防御机制的表现，它反
映了待业青年内心的焦虑与负罪感。“这些年轻人并非
真正投入学习，而是试图通过维持某种外在的仪式感
或形象来缓解内在的焦虑感。”

专家认为，尽管这种“表演式学习”在短期内可以
为年轻人提供暂时的心理安慰，但长此以往会对他们
的心理健康、社会适应能力和职业发展产生负面影
响。对此，丁剑等专家给出以下建议。

首先应进行时间管理，提高学习效率。青年人可以
通过每日反思和记录学习进度的方式，真实了解自己的
学习效果，避免在无效的“表演式学习”中浪费时间。

保持适度社交和增强情感支持是对抗孤独、焦虑
的良方。自习室虽然是备考的好环境，但长期处于孤
立状态会加剧心理问题。青年们应积极寻求与家人、
朋友以及专业心理咨询师的交流，通过情感支持缓解
备考压力，同时保持适度的社交，避免脱离现实。

另外，青年们应设立可行的、阶段性的目标，而非
给自己施加过高的压力，可沉下心来思考，根据自身实
际情况确定未来发展方向，并付诸行动。山西白求恩
医院精神卫生科副主任医师任燕提出，无论在哪里学
习，这些年轻人都应规律作息、保持运动、学习情绪和
压力管理。

近年来，付费自习室作为一种学习场所，
从2019年开始逐渐成为年轻人追求效率与
专注的学习场地资源，这股风潮让付费自习
室疯狂生长到近7万家的数量。一开始很多
人都以为只是一个小众的学习潮流，没想到
它居然席卷了大江南北。

因此，“自律经济”应运而生，成为帮助人
们提高自我管理能力的“热门生意”。作为一
种新型经济业态，“付费自律”背后反映出年
轻人怎样的消费趋势？

从线下付费自习室到远程监督，再到网络课程引流，
“自律”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形容词，而是充满潜力的商机。

说到我国国内付费自习室，对比国外的付费自习室
来说，市场尚未成熟，新兴属性明显。近5年，付费自习
室相关企业复合增长率达到73%，84.2%的相关企业属于
个体工商户，普遍经营规模并不大并且几乎都存在“痛
点”。

刚开始，付费自习室兴起时，门店数量少，基本都是
供不应求，即使月卡费用几千都有人争相购买，新模式吸
引了不少尝鲜者。但好景不长，很多人体验过一两次后，
就因为缺少持续动力而不再光顾，导致上座率成了大问
题。如果没有属于自己门店的特色和留住顾客的手段，
即使环境幽雅、设施齐全，也会出现门可罗雀的问题。

放眼望去，市面上的付费自习室大多都千篇一律，从
装修风格到服务内容都大同小异。这种高度的同质化，
让消费者在选择时缺乏差异化感受，难以形成品牌忠诚
度。有些商家甚至还省去自习室系统的费用，不用系统，
导致优势缺少，再加上被之前一个容易割韭菜的去K书
跑路欺骗，大家还是安分做自己的独立品牌会好一点，思
考如何在同质化竞争中脱颖而出才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别看自习室表面光鲜，其实背后的经营成本并不低，
如场地租赁、设备采购、日常维护等，每一项都是不小的
开销。再加上盈利模式单一，又比较依赖会员费，因此自
习室使用自习室系统来节省人力成本和日常水电开支是
必需的，要学会在控制成本的同时，提升盈利能力，提高
经营效率，成为自习室经营者必须面对的难题。

苏州大学传媒学院马中红教授建议，应增加公共图
书馆和社区阅览室的开放时间和座位数量，强化管理、减
少干扰、保证安全。同时，应鼓励企业或社会组织设立自
习室，政府可以给予补贴或优惠政策。此外，还应提高公
众对自习资源的认知和使用意识。

针对付费自习室走红这一现象，我们应该更加注重
公共学习空间的建设。创建良好公共学习空间，促进自
主学习。同时，满足个性化、多样化学习需求，推动全民
学习。这场“付费与免费的争议”让我们看到了整个社会
对于学习的渴望。在倡导全民学习、建设学习型社会的
当下，我们有理由相信，不断创新和完善公共学习空间，
将成为推动学习型社会建设的重要力量。

在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市场营销学系长聘副教授孙怡
夏看来，“自律经济”的兴起，归根到底是有这样的市场需
求。在“内卷”的大环境下，年轻人给了“付费自律”新的
机遇。但是目前的“自律经济”经营方式单一，如需持久
的发展之道还需要继续探寻。对此孙怡夏给出了一些建
议。提升产品的品牌性和打造产品差异化路线对发展自
律经济而言是营销新思路。

“自律经济”的商家也应将线上和线下打通。线上方
面，需要经营自己的私域流量，通过会员制等方式增强用
户体验，从而提高用户黏性。线下方面，要有社区经济思
维。例如付费自习室含有社区性质，周边客户是自习室
的主要目标群体，因此提供个性化的服务和社区氛围才
能够让客户更高频、更有黏性。作为场景服务新业态，

“自律”经济反映年轻人对更加灵活、高效、个性化的服务
需求不断增长的趋势。

在打造品牌效应方面，一些“出圈”的自律APP、付费
自习室品牌等已经开始向下游业态延伸，以APP吉祥物
形象等作为创意来源，衍生出一系列灵动可爱的文创周
边，如文具、水杯、帆布包、钥匙扣等。有些付费自习室还
推出在自习室办时长卡可以获得积分，然后通过积分免
费兑换周边的举措，进一步扩大品牌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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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律经济”的痛点咋“医”

自习者在上海一家付费自习室“小黑屋”内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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