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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生活可持续发展中 为，研究共享经济发展的理论背景，调研儿童玩具在社区存在过剩闲置、处理

不佳等问题，分析市场上玩具共享租赁平台的案例，探索用户参与玩具共享的动机和影响因素，以闲置

物品再流通的共享消费模式为解决闲置玩具问题的方法。结论 提出了以社区为中心的儿童闲置玩具共

享的可持续消费设计策略，创建儿童玩具共享服务系统和玩具共享服务中心，从社区层面推广可持续消

费模式，对带动公众践行可持续消费具有重要意义，为社区的可持续生活方式提供新的思考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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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ldren’s Toy Sharing System in Community Based on Sustainable Design Perspective 

CHEN Chao-jie, ZHONG Hui-xian, HE Yi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510090,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study the idle toys in community family from the sustainable perspective, creatively de-
sign the resource management system of the community, and explore the design strategies to promote the community’s 
sustainable consumption with the goal of efficient use of idle toy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community. The 
sharing economy thinking was integrated into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community life to study the theoretical 
background of sharing economy development, investigate the problems such as excessive idleness and poor handling of 
children’s toys in the community, analyze the case of the toy sharing rental platform in the market, explore the motivation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users participating in toy sharing and solve the problem of idle toys in the sharing consumption 
pattern of re-circulation of idle goods. A community-centered sustainable consumption design strategy for children’s idle 
toys sharing is proposed, and the children’s toy sharing service system and toy sharing service platform are established to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consumption patterns from the community level,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drive the public 
to practice sustainable consumption, and provide new thinking and inspiration for the sustainable lifestyle of the community. 
KEY WORDS: sustainable design; resident participation; toy sharing; system design 

受 2015 年中国政府全面放开二孩的计划生育政

策的影响，中国儿童数量增长显著，家庭对儿童玩具

的消费也因此增多，呈现出基数大、持续增长、规模

化的特征。到 2018 年，全国玩具零售规模已达 704.8
亿元，同比增长 9%。然而儿童对玩具兴趣周期较短，

导致许多家庭面临新旧玩具闲置堆积、生活环境杂

乱、空间被挤压等问题。家庭是社区中的基本单位[1]，

利用可持续消费理念将社区变成连接人与社会的基

本单元，运用社区为中心的协同消费模式解决闲置玩

具，以此实现闲置玩具在社区内的转换，促进闲置玩

具资源被更合理、更充分地利用，鼓励人们追求品质、

健康和生态友善的可持续消费行为，推动可持续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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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方式自上而下地进入社区居民的生活中。 

1  社区儿童闲置玩具共享的研究现状 

共享经济（Sharing Economy），也叫协同消费

（Collaborative Consumption）[2]，它随着互联网的兴

起和物质主义时代的到来应运而生。最早由美国德克

萨斯大学社会学教授 Macus Felson 和伊利诺大学社

会学教授 Joe L.Spaeth 共同提出，他们以“协同消费”

描述了一种新的生活消费方式，并衍生出了“What is 
Mine is Yours”的思潮[3-4]。近年来共享经济呈现快速

发展的态势，从最初的汽车、房屋迅速渗透到金融、

餐饮、物流、教育和医疗等多个领域。2010 年，Bostman 
Rachel 把协同消费划分为三大类：一是基于共享和租

赁的产品服务系统（Product Service Systems），如

Uber、Airbnb、Zipcar 和 Zilok.com；二是基于二手转

让的产品再分配市场（Redistribution Markets），如

Craigslist、Neighbor Goods、闲鱼网和转转网等；三

是基于资产和技能共享的协同生活系统（Collaborative 
Lifestyles），如 Vanywhere（VANY）、Skillshar 和 Quora
等 [5]。在产品生产型社会向服务型社会的转变进程

中，协同消费和共享经济代表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在

新一代年轻人中蔓延，人们的需求从物品到体验再到

社会关系的递进，这是物权衰落的进程，也是当今全

球服务设计兴起的基础[6]，因此在设计学研究中，协

同消费作为设计理念体现在可持续设计、服务设计及

系统设计方面[7]。以实现用户为中心和可持续发展为

指导思想，运用服务设计促进共享行为：通过发现用

户需求并解决及优化共享流程，以此来带动用户参与

协同消费下的可持续生活方式。 
中国关于共享经济的研究大致从 2015 年开始，

研究层面包括消费者层面和平台层面，研究成果侧重

于用户参与协同消费的影响因素，包括从用户层面、

产品层面、社会层面和平台层面，分析用户参与共享

意愿的动机和影响因素[7-8]。从整体上看，虽然中国

对协同消费的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是目前尚处在

初级阶段，对协同消费的实践和研究还存在许多局限

和不足：（1）用户对协同消费的接受程度偏低[9-10]，

研究需要深入探讨如何更有效地引导用户积极参与

协同消费；（2）企业对闲置资源的管理和检测缺乏系

统有效的监管和审查机制[11-12]；（3）现有研究主要聚

焦于企业利益本身，而协同消费需要构建良好的生态

系统并与利益相关者实现价值共创[13]，但协同消费缺

乏对资源利用的生态系统设计。 

2  研究思路与方法 

系统设计通过研究协同消费的价值理论，探索儿

童闲置玩具在社区内共享的可实现路径。首先根据文

献研究和资料整理，梳理玩具闲置浪费问题的背景和

协同消费的研究现状；然后结合资料的搜集，展开对

儿童玩具闲置问题的初步调研，分析当前儿童玩具共

享平台的发展态势；接着又结合线上和线下访谈研究

社区家庭对玩具共享的需求，以此洞察用户参与共享

的动机和影响因素；最后运用协同消费方法将社区作

为“再分配市场（Redistribution Markets）”，重点将

社区作为玩具循环流通的中心，通过线上、线下社区

连接社区居民，从社区网络、参与者、物质基础、信

任机制等四个层面提出创新和优化策略，最终构建居

民协同参与的社区内儿童闲置玩具共享系统，以期为

社区背景下的儿童闲置玩具分享，提供更为人性化的

服务类型和服务方式。 

2.1  儿童玩具闲置的问题现状 

中国家庭对儿童玩具的消费受儿童成长需求、家

庭收入和消费意识的影响。儿童对玩具只能保持较短

的兴趣周期。在调研者家庭中，26%的儿童能保持一

周的兴趣；34%的儿童对新玩具能保持 1~2 周的兴趣；

19%的儿童对新玩具保持 3~4 周的兴趣，只有不到 1/3
的儿童对玩具保持长久兴趣。儿童对玩具的新鲜感周

期见图 1。 
由儿童对玩具的新鲜感周期可看出，儿童成长处

于一个不稳定的时期，对玩具的喜好跟随生理、心理

和情感需求不断快速变化着。为满足儿童的成长需

要，家庭对玩具的购买频次和购买价格每年都在增

长，使得家庭产生玩具闲置过剩和玩具消费高的现

象，而多数家长对旧玩具的处理也存在“放在家里占

地方，扔了可惜”的苦恼。目前家庭处理旧玩具的方

式主要包括赠送给亲朋好友，为孩子留作纪念和作为

垃圾处理丢弃，此外较少部分家庭会选择捐赠、二手

转换等方式。 

2.2  儿童玩具共享的市场现状 

随着儿童玩具闲置问题的凸显，近年来中国各地

开始出现了一些致力于儿童玩具共享的商业平台。作 
 

 
 

图 1  儿童对玩具的新鲜感周期 
Fig.1  Children’s freshness cycle to to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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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解决儿童玩具过度消费和闲置问题的探索途径，此

类共享平台以低价租赁相对高端昂贵的儿童玩具给

用户的方式，不仅迎合了儿童对玩具的求新求快的消

费心理，而且还减轻了家庭对玩具消费上的负担。此

外，玩具租赁租期结束后共享平台上门回收玩具，使

困扰不少家庭的孩子玩具存储难题得以有效缓解。尽

管此类平台具有上述优点，但是玩具共享平台仍然存

在“叫好不叫座”的问题，其原因包括：（1）玩具共

享的概念推广力度不足，致使家庭用户对玩具共享的

了解和接受程度偏低；（2）共享玩具虽然有专业的清

洁消毒工序，但是缺乏有效的监管检测机制，导致用

户对共享的玩具不放心、不信任；（3）共享玩具存在

折旧率高和易破损的潜在风险，针对此类问题共享平

台对玩具的损坏和赔偿机制存在不公开、不透明及标

准不统一等问题；（4）玩具共享平台没有解决家庭玩

具闲置的问题，用户通过线上租赁玩具，平台需要耗

费包装成本和人力运输成本将玩具寄送到用户手中，

以及收回租赁期满的玩具，从而产生了的额外产品包

装消耗和人力运输消耗，反而加剧了城市生活压力。

基于产品租赁模式的玩具共享平台案例分析，见表 1。 

3  社区为中心的用户研究 

当前，年轻父母群体主要是 80 后 90 后（也称千 
 

禧一代），是 3~6 岁儿童玩具消费的主要决策和购买

人群。以社区为中心的用户研究采取线上访问和线下

访谈相结合的调研方式，访问了惠州市中信凯旋城小

区的千禧一代家庭，总共得到了一百四十八个家庭用

户的调研信息。 
通过分析家庭用户访谈内容，提取共享意愿的关

键词条，构建用户参与闲置玩具共享意愿比例，见图

2。研究发现，64%的受访家庭表示能够接受闲置玩

具流通，原因包括：保护环境、经济实惠、尊重孩子

意愿、玩具分享的教育意义、满足孩子的新鲜感、节

省家庭空间等；30%的受访家庭有条件地接受闲置玩

具，其主要原因是对闲置玩具的安全保障和卫生问题

有所顾虑。此类用户表示，能接受熟人和特定类型的

闲置玩具；而 6%受访家庭则不能接受闲置玩具的流

通，这部分受访者更倾向于在家庭经济条件允许的前

提下为孩子购买全新的玩具。 
将闲置玩具共享意愿的关键词条以动机因素和

影响因素划分，统计用户访谈中动机因素和影响因素

提到的频次。得到玩具共享动机因素比例，见图 3，

以及玩具共享影响因素比例，见图 4。可以看出用户

对闲置玩具共享意愿的动机因素中“保护环境”、“经

济实惠”占比较高，而用户认为玩具共享“跟随孩子

意愿”、“具有教育意义”及“满足新鲜感”这三个因

素主要考虑了孩子的需求。影响因素中“卫生消毒” 

表 1  玩具共享租赁平台案例 
Tab.1  Toy sharing rental platform cases 

 基本信息 产品功能 商业模式及推广 优势 劣势 

 
盒里世界 

闲 置 玩 具 共 享 平

台，致力于用闲置

玩具为中国亲子家

庭创造价值，隶属

于四川大阅时代网

络科技有限公司 

用户可以直接看到智

能 柜 里 面 陈 列 的 玩

具，选择想要租赁的

玩具，微信扫码支付；

在租赁期到达以后，

直接在智能柜上归还

玩具 

基于微信公众号“盒

里世界”的微 信商

城；线下的智 能柜

（以社区为主 的线

下市场） 

“盒里世界”结合线

上线下，用户可通过

智能线下端帮助父母

实现给孩子随时带玩

具的需求，也可以进

小程序线上下单 

以线下玩具租赁

柜为主，玩具选

择少，玩具卫生

难保障 

 
61TOY 

成都荷花汇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旗下的

专注于高端益智玩

具的在线租赁平台 

手机下单，上门送取，

提供购买和玩具回收

的服务 

主打线上租赁；上门

送件、取件；玩具消

毒服务 

提供国外知名中高端

品牌玩具，用户可以

用低价格租到昂贵的

玩具给孩子 

耗费大量的运输

成本，人工消毒

成本，玩具折旧

率高 

 
玩具超人 

北京萌狮子科技有

限公司旗下进口中

高端玩具租赁平台 

线 上 商 城 按 儿 童 年

龄、玩具类型、玩具

品牌以及专家推荐进

行玩具选择；专人专

车上门取送件；医疗

级产品卫生消毒服务

线上中高端玩 具租

赁，联手蚂蚁金服旗

下的芝麻信用，将个

人征信体系引 入在

线玩具租赁 

多种在线下单渠道，

提供国外知名中高端

品牌玩具，用户可以

用低价格租到昂贵的

玩具给孩子 

耗费大量的运输

成本，人工消毒

成本，玩具折旧

率高 

 
玩多多 

北京心更远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中高端

玩具租赁服务平台 

线上租赁、上门送取

件；七道军工级消毒

流程工序；科学推荐

适龄儿童玩具 

联手蚂蚁金服，将

个人征信体系引入

的线上中高端玩具

租赁 

提供知名中高端品牌

玩具，用户可以低价

格租到昂贵的玩具给

孩子 

耗费大量的运输

成本，人工消毒

成本，玩具折旧

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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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用户参与闲置玩具共享意愿比例 
Fig.2  The proportion of user willing to participate  

in the sharing of idle toys 
 

 
 

图 3  玩具共享的动机因素比例 
Fig.3  Motivational factors ratio of toy sharing 

 

 
 

图 4  玩具共享的影响因素比例 
Fig.4  Influencing factors ratio of toy sharing 

问题是影响闲置玩具共享的主要因素。由此得出，环

保动机和经济动机是用户参与玩具共享意愿的主要原

因，而信任因素是阻碍用户参与玩具共享的主要原因。 

4  儿童闲置玩具共享系统设计 

4.1  设计策略 

根据用户调研和市场调研的结果，系统设计以协

同消费方法将网络平台作为现代技术的基本支撑，闲

置玩具作为共享内容，社区居民作为参与者和设立的

信任机制作为基本因素，构成玩具共享系统设计，见

图 5。儿童玩具在社区内共享的设计遵循以下原则：

（1）创建积极的共享行为，通过设计优化社区共享

服 务 ， 促 进 家 庭 用 户 享 受 更 好 的 玩 具 共 享 体 验 ；   
（2）社区网络与居民协同，通过社区网络建立安全

的玩具卫生监管检测机制，以及公开、透明和标准统

一的玩具损坏和赔偿机制，社区居民负责监督和完善

机制的运作与成效；（3）玩具交易以社区为中心，玩

具在社区内流通贴近居民生活，减少由于远程交易造

成的产品包装和运输成本浪费，避免城市污染。 
（1）社区网络：网络平台连接社区端口，通过社

区网络为玩具共享建立规则、信任和资源交易窗口；

同时网络作为连接通道，整合和管理社区家庭，为社

区家庭间提供沟通交流的机会，社区网络是玩具共享

设 计 的 核 心 条 件 ， 是 形 成 所 有 元 素 的 流 通 通 道 ；   
（2）闲置玩具：由家庭供应者发布于社区网络，需

求者通过社区网络获取玩具信息，闲置玩具由社区物

业公司和居民委员会负责监督管理与售后咨询，为参

与者家庭提供安全有保障的共享服务，闲置玩具是保

证共享设计持续运作的发生前提和物质基础；（3）居

民参与：参与者家庭以各取所需的姿态成为供需双方，

社区网络为供应方与需求方提供资源交易通道，交易参

与者家庭可以评价用户和共享体验，社区网络接受评价

后反馈给供应者和共享系统管理者，推动闲置玩具系统

的优化，参与者是共享的发起端和终结端，也是优化玩

具共享设计的源动力；（4）信任机制：信任是支撑玩具

共享设计的关键，玩具共享设计是参与者家庭在网络平

台上与陌生个体间的交易，供需双方需要承担一定的风

险，为保证交易能够顺利展开，共享平台需要为参与者

搭建结构性保障机制，为参与者家庭提供信任保证。 
共享设计信任机制的建立包含系统信任、产品信

任、人际信任。系统信任是用户对平台的信任，是一

种制度信任，因此平台需要用户提供的结构性保障机

制包括：支付安全保障、安全保障、用户背景审查、

产品服务保障、信息隐私保护等。产品信任是用户对

闲置玩具的信任，由于闲置玩具的卫生安全问题是影

响用户进行共享行为的最大因素，所以由社区物业和

居民委员会为用户提供玩具共享的咨询服务、玩具质

检服务、玩具存取服务和儿童玩乐空间等，平台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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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玩具共享设计系统构成 
Fig.5  Composition of toy sharing design system 

 
检测闲置玩具的卫生安全情况，也可以作为一个临时

存取站，用户可将要交易的闲置玩具放在临时存取站

进行存放和取件。人际信任是供需双方彼此的信任，

闲置玩具交易达成后，需求方根据收到的闲置玩具状

况和交易服务情况对供应方进行评价，系统接收需求

方的评价之后给予供应方信誉值。供应方与需求方通

过闲置玩具交易的完成，彼此获得认识、联系和信任。 

4.2  儿童玩具共享系统设计 

本文基于共享经济的四个基本要素，以惠州市中

信凯旋城小区作为试验点，设计玩具共享服务系统，

见图 6。共享系统分为线上共享和线下交易的途径。

线上共享是参与者家庭通过网络注册作为玩具共享

的供需方成为社区共享用户，社区网络则对用户的信

息进行背景审查和保护，供应方通过网络发布闲置玩

具的共享信息和内容，需求方可浏览共享玩具的相关

信息并与供应方沟通联系，获取详尽的交易方式，供

需双方经过交流后可选择面对面交易或通过社区的

玩具共享活动中心进行存取，为共享用户提供线下交

易方式，从而避免增加包装和运输成本。线下交易则

主要为参与者家庭提供点对点的交易服务，为家庭供

应者和需求者提供共享触点服务体验，系统设计在社

区内设立玩具共享服务中心，由社区物业公司和居民

委员会协同负责管理，使玩具共享服务贴近社区，使

玩具共享理念在社区家庭之间传播。 

4.3  社区玩具共享服务中心 

儿童玩具共享系统设计在社区内设立共享服务

中心，服务中心主要为两类人群的行为习惯和需求考

虑，场所分区遵循功能多样、儿童享乐、互动性强的

原则，分为共享玩具交易区、玩具游乐区以及居民互

动区。（1）共享玩具交易区：参与者家庭可以在玩具

交易区进行玩具交易、通过网络共享的用户可以在玩

具存取区进行存放和取件；（2）玩具游乐区：为了给

参与者家庭营造更好的亲子互动和更加融洽的居民

关系，玩具游乐区为儿童提供相互融合、半开放式的

玩具互动体验场所；（3）居民互动区：该区域可为家

长看护孩子、居民间沟通交流提供空间，并通过为居

民定期举办玩具共享的宣传教育讲座的形式，在家

长、儿童和居民之间构建更加和谐的社区氛围，从而

使可持续生活方式在社区内传播。社区玩具共享服务

中心平面分布见图 7。 



第 41 卷  第 6 期 陈朝杰等：基于可持续设计视角的社区内儿童玩具共享系统研究 167 

 
 

图 6  玩具共享服务系统 
Fig.6  Service system of toy sharing 

 

 
 

图 7  社区玩具共享服务中心平面分布 
Fig.7  Planar distribution of community toy sharing service center 

 

5  讨论 

闲置玩具共享系统设计作为致力于促进闲置玩

具资源在社区内循环转换的可持续消费设计，它倡导

将传统的一次性消费转变为可循环再利用的消费，不

仅使产品使用满足了特定用户的需求，而且能有效应

对因能源损耗和环境污染对城市居民社区产生的环

境治理压力。通过设计的闲置玩具共享系统，更可以

通过社区邻里间的物品共享过程，增进居民间互相了

解、融洽共处，从而促进社区居民间关系的更紧密发 

展。然而本文受客观条件约束和局限，尚未展开量化

研究和实验，在系统设计的实际验证方面也存在不

足。希望在未来的研究中通过因子分析法对各个地区

复杂的城市社区资源消耗、物品闲置情况及社区居民

的需求层次进行综合数据分析，以此确定社区共享各

个指标的权重；同时运用社会价值系数方法，以玩具

再循环、节约经济、社区公平、邻里关系四个维度建

立指标体系，利用上述四个维度的正外部性影响和负

外部性影响，对社区内儿童玩具共享系统的社会价值

进行验证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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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语 

“追求可持续生活方式意味着逐步减少人们对地

球自然资源的消耗，以及保证人人能公平地享受商品

和服务”，在物质主义时代背景下，产能过剩和高消

费行为对生活环境与城市资源损耗带来了压力。因

此，通过对家庭玩具闲置、玩具共享市场发展及家庭

用户对玩具共享的动因机制研究，并以社区为共享中

心、儿童闲置玩具为物质基础，进行社区资源循环使

用的系统设计，借此推动社区成员践行玩具资源共享

和协同消费的可持续消费模式，为当前创建智慧、友

好、和谐的可持续社区提供研究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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