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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办学校移动校园网用户粘性的分析与实践 
赖文刚 

（云南城市建设职业学院  云南昆明  651700） 

【摘  要】用户粘性，也称用户粘度，是指用户对某种事物的忠实程度，是衡量用户忠诚度计划的重要指标。现如今

移动互联网已经十分成熟，用户对智能手机的依赖性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互联网提供了以百万计的

APP，每天的衣食住行都可以依托各式APP进行，建立一套功能较为完善，扩展升级性良好的移动应用服务，
增加用户的依赖性，提高用户粘性，不仅是一个学校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各民办院校都需要解决的问题。

完善应用系统，让学生在学校网络上就可以享受到完整的移动化服务，形成覆盖学生全天应用的生态系统，

学生在校期间90%以上的学习生活服务都被相应的个性化功能覆盖，增强校园网对学生的粘性，增加在网时

长，提高学生对学校网络的满意度，从而达到提高校园网收益的双赢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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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粘性，也称用户粘度，是指用户对某种事物的忠

实程度，是衡量用户忠诚度计划的重要指标。移动校园网

的粘性，是指学生对于移动校园网的依赖性、信任感与良

好的体验结合形成的持续在网需求。依赖性越强，用户在

网时间越长，学生用户粘性越高。研究移动校园网趋势下

用户的粘性，其实就是在研究如何利用民办院校现有的网

络资源，提升校园网络使用率，减少网络资源的浪费，最

大化的提升网络收益。 
现如今移动互联网已经十分成熟，用户对智能手机的

依赖性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互联网提供了以百万计

的 APP，每天的衣食住行都可以依托各式 APP进行，建
立一套功能较为完善、扩展升级性良好的移动应用服务，

增加用户的依赖性，提高用户粘性是各院校需要解决的问

题。 
同时，终生学习、非正式学习成为学习的常态、利用

移动互联和智能手机 APP 进行碎片化学习成为主流的学
习方式，在校大学生也不例外，使用 APP 辅助学习不仅
方便也很时尚。 
在校内的这个应用场景内，利用移动校园网的高速稳

定，针对民办内的学生提供个性化的学习服务、生活服务、

社交服务等应用，就能与运营商网络竞争中形成差异化的

竞争优势。设计良好，并具有一定垄断性的应用服务，形

成学校管理服务更高效，提高学生满意度，学生获得高质

量个性化服务的双赢局面。 

1  背景 

据不完全统计，从 2012 年开始，高校学生的主要网
络交互设备基本从台式电脑向笔记本电脑过渡，2014 年
开始，开始向智能手机过渡，2016 年至今，入学的新生
当中，智能手机以 80%的占有率成为主流互联网设备。 

2014 年前，由于运营商数据网络覆盖程度低，资费
高，对比传统校园网通过有线形式建立，学校管控运营商

进入，处于无竞争状态。2014年下半年运营商 4G网络开
始全面商用，4G 网络的覆盖面越来越广，覆盖同样的区
域，4G 基站数量相当于 2G 基站数量的 3%、3G 基站数
量的 10%。目前的资费普遍下降到 4G 商用初期的
10%~15%，且覆盖难度远远低于 2G、3G。2015 年国家
总理李克强多次在公开场合要求运营商“提速降费”，4G
资费下降成为国家政策要求下的政治任务，2016 年，随
着商用阶段进入中后期，运营商硬件投入放缓，为资费下

调提供了商业环境，2017 年，4G 资费相比 2016 年下降
超过 50%，与校园网的资费差距快速缩小，形成了正面竞
争。 
智能手机和台式电脑、笔记本电脑相比较，有一些明

显的优势： 
1.1  联网方式不同 
台式电脑、笔记本电脑使用以太网接口接入网络，移

动手持设备时代主要以无线网络为主要网络接入。 
1.2  流量需求不同 
台式电脑、笔记本电脑时代网络流量需求比较大，移

动手持设备时代网络流量需求相对较小。 
由于这两方面的区别，运营商的网络流量已基本可以

满足智能手机对流量的需求。学校网络对学生的吸引力变

得越来越小。 
目前，要想提高和保持学校网络的竞争力，靠降价来

和运营商进行恶性竞争，对前期网络建设的投入不利，所

以，推动学校网络的内涵建设，提升学生对学校网络的依

赖性，提高校园网使用的频率，较为迫切。 
从已经大规模建设无线校园网的学校的无线网络体

验来看，锐捷网络公司这套无线解决方案是成熟稳定的。

各民办院校也可以考虑这套解决方案推进移动校园网项

目。 
民办各院校提供了部分校内的应用，但主要是以传统

PC 应用为主，有少量的移动应用，但功能和实际运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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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都不足以满足用户的现实需求。校内没有规范的数据

中心，添加越多服务功能就会形成越多的数据孤岛，服务

质量难以提高，数据挖掘工作无法开展，不利于智慧校园

的建成。 
提升学校网络内涵建设，通过内涵建设增强学生对网

络的依赖性、对网络的粘性，从目前情况来看，应该尽早

开展。 

2  调查数据及分析 

2.1  针对2909份问卷调查的数据统计及问题分析 
（1）你对当前学校网络的速度是否满意。问题分析：

旨在了解学生对学校网速的整体满意度。数据结果：85
人非常满意，占 2.92%，608人基本满意，占 20.9%，1010
人不太满意，占 34.72%，1143人很不满意，占 39.29%，
63人不太关注，占 2.17%。 
（2）你平均每天手机上网时长是多久。问题分析：

旨在了解目前学生每天使用手机上网的时长，对WIFI全
覆盖的必要性有一定了解。数据结果：173人不足两小时，
占 5.95%，1025人 2-4小时，占 35.24%，1030人 5-7小
时，占 35.41%，642人 8小时以上，占 22.07%，39人基
本不上网，占 1.34%。 
（2）你最常在什么地方上网。问题分析：旨在了解

学生经常上网的地点，方便后期有针对性的保障这些区域

的网络水平。并为上网地点提供相应应用提供参考。数据

结果：58人在教室，占 1.99%，37人在图书馆，占 1.27%，
11人在实验室，占 0.38%，2732人在宿舍，占 93.92%，
71人在其它地点，占 2.44%。 
（3）你最常用的上网方式。问题分析：旨在了解学

生目前使用学校网络（有线网络、无线网络）和运营商网

络的情况，掌握相应的比例。数据结果：604人使用有线
校园网，占 20.76%，530人使用无线校园网，占 18.22%，
1775人使用运营商网络，占 61.02%。 
（3）你最常用的上网终端。问题分析：旨在了解学

生目前在学校主要使用的网络交互设备情况，对设备比例

进行了解。数据结果：163人使用台式电脑，占 5.6%，876
使用笔记本电脑，占 30.11%，1853人使用智能手机，占
63.7%，17人使用平板电脑，占 0.58%。 
（4）你上网最主要的目的是。问题分析：旨在了解

学生上网的主要目的，对学生使用网络的主要需求进行了

解。数据结果：1896人查阅资料/自主学习，占 65.18%，
946人看新闻，占 32.52%，294人收发邮件，占 10.11%，
889 人购物等商务活动，占 30.56%，62 人网银股票等理
财活动，占 2.13%，943人文学文艺休闲，占 32.42%，1322
人互动交友，占 45.45%，1105人玩游戏，占 37.99%，381
人其他目的，占 13.1%。 
（5）你最常用的学习应用。问题分析：旨在了解学

生对学习类应用的需求，对应用粘性和学校网络资源信息

的提供具有借鉴作用。数据结果：由于此题是填空题，学

生所填写的应用主要是以英语学习的应用为主。 
（6）你常用的视频类应用。 
问题分析：旨在了解学生对视频应用的需求，对学生

使用视频应用的需求进行了解。数据结果：1160 人使用
Blibili，占 39.88%，1708人使用抖音，占 58.71%，1613
人使用快手，占 55.45%，747人使用爱奇艺，占 25.68%，
360 人使用腾讯视频，占 12.38%，235 人很少使用，占
8.08%，170人使用其它应用，占 5.84% 
（7）你最常用的社交类应用。问题分析：旨在了解

学生的一个社交应用需求，对学生使用社交应用的需求进

行了解。数据结果：2707人使用微信，占 93.06%，2359
人使用 QQ，占 81.09%，1295人使用新浪微博，占 44.52%，
105人使用腾讯微博，占 3.61%，45人使用陌陌，占 1.55%，
42人很少使用，占 1.44%，58人使用其它应用，占 1.99%。 
（8）你最常用的游戏类应用。问题分析：旨在了解

学生经常玩的游戏应用，对学生游戏类应用的喜好进行了

解。数据结果：1299 人使用王者荣耀，占 44.65%；121
人使用部落冲突，占 4.16%；180 人使用穿越火线，占
6.19%；319人使用棋牌类游戏，占 10.97%；414 人使用
消除类游戏，占 14.23%；525 人使用吃鸡类游戏，占
18.05%；946人很少使用，占 32.52%；246人使用其它，
占 8.46%。 
（9）你最常用的电商应用。问题分析：旨在了解学

生对电商类应用的需求。数据结果：2665 人使用淘宝/天
猫，占 91.61%；1142人使用京东，占 39.26%；236人使
用当当，占 8.11%；142 人使用亚马逊，占 4.88%；760
人使用美团外卖，占 26.13%；109人使用闲鱼，占 3.75%；
213人很少使用，占 7.32%；112人使用其它，占 3.85%。 
（10）你最常用的校内资源及功能站点。问题分析：

旨在了解学生对目前校内资源及站点的一个使用情况，便

于后期合理规划和维护校内资源。数据结果：306人使用
名华慕课平台，占 10.52%；1575人使用一卡通消费、查
询、挂失功能，占 54.14%；815人很少使用，占比 28.02%。 
（11）你觉得学校的网费如何。问题分析：旨在了解

学生对学校网费的态度。数据结果：1958 人认为网费较
贵，占比 67.31%；636 人认为比较合理，占比 21.86%；
294人没太关注，占比 10.11%。 
（12）你平均每月在学校的网费是多少。问题分析：

旨在了解学生每月的网络消费情况，有助于下一阶段上网

资费的调整。数据结果：1059 人每月网费 30 元，占比
36.4%；416人每月网费 40元，占比 14.3%；509人每月
网费 50元，占比 17.5%；925人每月网费 60元以上，占
比 31.8%。 

2.2  分析结果 
2.2.1  网速较慢 
通过此次问卷，对上网速度不太满意和很不满意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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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占约 74%，比例较高，反映出学生对校园网的网速满意
率较低。需要学校整体考虑如何扩充网络出口带宽和增加

缓存、智能限速等方法提升校园网使用体验。 
2.2.2  手机上网成为主流 
每天平均使用手机上网在 5 小时以上的学生达到

90%以上，说明学生更喜欢使用移动终端上网，所以各学
校加速无线网络建设势在必行。 

2.2.3  校园内使用 4G网络的学生较多 
有 60%的学生使用运营商 4G上网，可以看出，各校

无线网络覆盖情况并不太好，特别是室外区域。 
2.2.4  学生更喜欢使用网络进行学习 
从数据中反应出，学生主要的网络应用排名为学习、

交友、娱乐（游戏和视频），为我们的校内应用的建设重

点提供参考数据。 
2.2.5  学生普遍认为网费较贵 
在运营商 4G资费不断下调的背景下，各院校的计费

策略不应该与运营商正面比价，应该更多的采用计时收费

方式，实现无感知计费策略，让学生在不知不觉中消费，

而不是一次性的收取网费。 

3  解决方案 

由校级层面部署手机移动应用程序，将已采购使用和

计划采购使用的应用进行整合补充，形成较为完善的应用

体系，进行使用。为了满足学生对应用服务的需求，提出

如下几方面应用建议。 
系统建议使用虚拟化技术下的数据中心结构来构建，

在充分利用硬件资源的情况下，可以使用公有云集中配

置，也可以采用公有云和私有云搭配的配置，构架有一定

灵活性，并具有很好的可扩展性，并可以利用原有系统，

避免重复投入造成资源浪费。 

 

（1）新生录取模块：从录取开始将应用程序二维码
或下载地址、网络使用说明、学生上网账号密码随录取通

知书一起邮寄给学生，学生拿到通知书后通过安装手机应

用程序，进行费用的缴纳和宿舍的选取。 
功能数据业务系统：招生系统、财务系统、公寓管理

系统。 
模块业务支撑部门：招生处、财务处、后勤处。 
（2）新生注册报到模块：在学生到校注册报到时，

将传统的迎新站点盖章注册报到的方式全面网络化，实现

通过手机应用扫码进行报到办理，学生通过手机应用连上

学校网络即可进行操作，从源头上吸引学生使用手机应

用。 
模块业务支撑部门：新生报到相关业务部门。 
（3）课程管理模块：为每个学生定制推送课程提醒，

包括上课时间、任课教师、上课地点等信息。 
功能数据业务系统：教务系统。 
模块业务支撑部门：教务处、学工处、网络中心。 
（4）手机扫码消费模块：通过手机扫码支付代替传

统一卡通刷卡支付。 
功能数据业务系统：一卡通系统、财务系统、后勤系

统。 
模块业务支撑部门：后勤处、网络中心。 
（5）考勤管理模块、网络互动教学模块：通过与教

务系统的整合，进行考勤管理。 
功能数据业务系统：教务系统。 
模块业务支撑部门：教务处、网络中心。 
（6）考试服务信息化模块：按专业给学生定期推送

相关专业知识信息，对专业要求的考试进行考试报名通

知，缴费通知和其他相关通知服务。 
功能数据业务系统：教务系统。 
模块业务支撑部门：教务处、二级学院、考试中心、

网络中心。 
（7）图书馆模块：通过应用实现图书馆图书的查询、

到期提醒、延期办理等功能，并实现电子图书的下载阅读。 
功能数据业务系统：图书馆管理系统。 
模块业务支撑部门：图书馆，网络中心。 
（8）后勤服务功能模块：整合后勤报修功能、失物

招领、消费查询等功能。 
功能数据业务系统：后勤管理系统、一卡通系统。 
模块业务支撑部门：后勤处、教务处。 
（9）资源共享模块：通过应用实现校内的学习资源

共享，其中包括专业必读资料、专业选读资料、专业前沿

论文和专业案例资料等子模块， 
功能数据业务系统：图书馆系统，论文库系统。 
模块业务支撑部门：教务处、图书馆。 
（10）社团模块：搭建社团信息发布获取平台，包括

社团介绍、社团新闻、社团活动、社团图库、所有社团和

我的社团等子模块。 
功能数据业务系统：学工系统。 
模块业务支撑部门：学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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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社交应用模块：搭建校园社交平台，提升学生
对校园网的粘性，包括校内朋友圈、我的专业圈、我的班

级圈和我的分享等子模块。 
功能数据业务系统：学工系统。 
模块业务支撑部门：学工处。 

4  衍生价值 

因为在系统设计之初就对所有应用系统开放了专门

的数据接口，未来新的应用服务功能都可以通过数据接口

进行开发和接入。这也为服务的增加和提升构建了良好基

础。 
校内 APP的功能模块有别于传统的市场化 APP，校

内 APP 有很好的个性化功能，依托的数据均为校内的业
务系统，数据的准确性更高，服务质量更好，并有较高的

垄断性，运营商是完全无法实现我们所描述的解决方案。

同时除了增加大的业务功能模块以外，依然可以根据学校

服务的需求进行扩充，因为系统架构的优势，添加模块非

常高效。 
通过WIFI网络节点功能拓展数据接口，可以将考勤

应用服务模块的考勤数据精细化，避开传统网络版考勤系

统的漏洞，实现完善的考勤数据收集管理，真正将考勤在

信息系统层面做到精准。 
我们研究的对象主要为学生用户群体，对教师用户的

提及较少，主要原因为教师对于校园网提供的功能依赖性

很难提高，除非通过行政手段实现，但这与应用服务最初

的设计思路是相违背的。未来可以考虑增加人力资源模

块，提供教师考勤及成长管理、成长指导功能。教师（教

研室）模块用于教研资料的共享，研讨，科研文档修改日

志功能。教师成长 MOOC系统，为教师成长提供慕课平
台，平台不仅为教师提供慕课课程，同时教师学习数据，

可以做为职称晋升的参考数据。通过扩展上述功能，增加

教师对校园网的需求。 

5  结论 

随着运营商 4G、5G网络覆盖难度的降低，覆盖范围
的扩大，同时伴随国家政策与硬件投入的放缓，资费下调

幅度巨大，学生网络接入消费逐渐向 4G、5G倾斜，对投
入大量资源建设的无线校园网运维的院校信息化建设较

为不利，迫切需要符合国家政策，并合乎学生利益的解决

方案。 
基于上述背景的分析，明确了需要通过利用无线校园

网的技术优势，各院校可以考虑建设发展一套基于信息中

心平台的移动应用 APP，及 APP所需功能模块的具体细
节。 
确认了以公有云为数据中心和大型业务系统为支撑，

以私有云移动应用服务器为载体，通过移动应用服务器收

集数据，公有云数据中心为核心的数据运行平台。提供校

内相关学习生活服务。 
通过无线网络管理系统，及时处理网络故障并增设性

能及兼容性较好的网络缓存设备整体提升网络服务体验，

增加学校网络使用人数，提高用户在网时长，稳定用户，

并将 4G/5G用户逐渐吸引回学校网络上来。 
在稳定的网络条件下，设计并构建一套围绕学生全天

学习生活的网络应用服务系统，将所有生活、学习、考试、

消费、门禁、阅读等服务集成到 APP内。 
完善应用系统，让学生在学校网络上就可以享受到完

整的移动化服务，形成覆盖学生全天应用的生态系统，学

生在校期间 90%以上的学习生活服务都被相应的个性化
功能覆盖，增强校园网对学生的粘性，增加在网时长，提

高学生对学校网络的满意度，从而达到提高校园网收益的

双赢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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