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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市共享书店盈利方式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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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职业技术学院,安徽 合肥 230001) 

【摘 要】：在“书香合肥”的大环境下，合肥市出现了全球第一个共享书店，随后更是遍布大街小巷，共享书

店的出现为市民提供了更好的文化服务。本文以共享书店的盈利方式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共享书店现行盈利方式并

对未来的盈利方式进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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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共享书店的产生 

1.1城市阅读空间 

2020 年中国数字阅读云上大会揭晓了“2019 年度十佳数字阅读城市”,合肥名列第七。合肥入选此次阅读城市要归功于合

肥市政府的城市阅读空间项目，按照“馆店一体、两业融合、功能多元、双轮驱动、构建网系、便民惠民”的思路建设的城市

阅读空间大力推进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2017年 6月，合肥市政府出台了《合肥市城市阅读空间建设实施方案》,计划到 2020年，建成 100个左右的城市阅读空间，

通过现代信息技术和体制机制创新，构建 15分钟阅读圈，把“书香合肥”打造成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文化品牌。截至 2020年底，

合肥市已经建设 113个城市阅读空间，为市民提供了更好的文化服务。 

1.2共享书店 

自共享单车开始，共享经济成为大热的话题，共享是绿色的、环保的、是民众倡导的大趋势，共享经济正在改变我们的生

活方式，一定意义上来说，共享书店是科技和时代进步的产物。那具体何为共享书店? 

2017年 7月 16日，安徽新华发行(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在合肥三孝口新华书店推出了全球首家共享书店。之后，新华集团旗

下的皖新传媒参与了城市阅读空间建设，将共享书店在城市阅读空间中进行了推广。 

共享书店是将实体书店中现有书籍资源利用移动网络平台与他人共享，也就是实体书店将店内书籍的使用权让给读者，读

者下载 APP缴纳押金就可以借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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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阅读空间拉近了民众与书店的距离，让共享书店走进民众的生活；共享书店的出现也更新了民众对书店的认识。 

2 现行盈利方式分析 

想要真正了解共享书店的盈利来源，我们首先要分清共享书店的类型。目前，合肥市共享书店有三类： 

(1)合肥市新华书店：包括三孝口新华书店在内的部分新华书店可以实现共享图书，但是有的新华书店不可以，比如安徽图

书城店。 

(2)皖新传媒运营的城市阅读空间：安徽新华发行(集团)控股的安徽新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皖新传媒)承接运营了合肥市部

分城市阅读空间项目，在这样的阅读空间里有两种性质的图书：一种是合肥市图书馆提供的，需持合肥图书馆借阅证借书；另

一种是新华集团提供的，这部分图书可以实现共享。因此，由皖新传媒运营的城市阅读空间可称作共享书店。 

(3)前言后记：前言后记是一家概念书店，聚集了书、咖啡、奶茶、音乐等多种元素，将书店、图书馆、奶茶店等融为一体，

意图将读书打造成一种生活方式，书店充满了浓厚的文艺范儿。实际上，前言后记也是隶属皖新传媒的，和皖新传媒运营的城

市阅读空间不同，这里所有的图书都是新华集团提供，都可以共享。目前，合肥市在运营的前言后记一共是四家。 

不论哪一类共享书店，使用之前首先需要下载“智慧书房”APP,注册登录后缴纳 99元押金，再通过扫描书后面的条码借书。

每次可以借两本总价不超过 150 元的书籍(教辅教材不可借阅),书籍可免费借阅 10 天，在规定时间内阅读完毕还可以获得鼓励

金，未按时归还的，按照每天每本书 1 元收取费用，最高不超过书的定价；还书时若发现图书损毁，会要求借阅者按照明细赔

偿或购买；若从借书转为买书，会享受一定的折扣。由于免费借阅期只有 10天，无形中增加了读者进书店的次数。 

单从共享模式看，共享书店的盈利主要来自押金收益、读者延期产生的费用以及“借转买”收益。书店通线上线下结合的

方式进行推广，借助社交平台利用现有用户吸引更多用户，如分享下载智慧书房 APP,分享的用户将再次获得 0.1-1元随机奖励，

用类似这样的方式将线上客户吸引到线下，从而增加客流量，最终增加收益。 

除了共享模式带来的收益外，书店还有其他的收益来源，三类共享书店共同的收益来自以下两点： 

(1)所有共享书店都在推出“阅+少儿馆”活动，目前共享书店中的少儿读物不可通过智慧书房扫码共享借出，必须购买成

长乐读卡或者尊阅畅读卡。成长乐读卡 399/年，全场少儿图书无限次借阅；尊阅畅读卡 699/年，所有图书无限次借阅。目前，

书店读者百分之五十以上都是青少年，书店推出该项活动一方面增加收益，另一方面也可增强青少年用户的黏着度。 

(2)所有共享书店会线上线下不定期举办各类读书活动或者儿童参与的手工制作活动，大部分活动是免费，偶尔会收取材料

制作费，用这种方式增加书店客流量，提高收益。 

不同类型的共享书店在盈利方式方面也有不同点： 

(1)新华书店：新华书店有很多商家入驻，会带来不菲收益。如三孝口新华书店一共八层楼，每层都有合作的商家，如面包

店、电子产品、化妆品、服装、文具、玩具、小吃、饮品、少儿培训机构等，几乎是一个以少儿为中心的小型商业生态圈。笔

者两次走访这家店，一次是周末，客流巨大；一次是非周末的中午，其他楼层一般，但四楼五楼的文学馆和社科馆依旧座无虚

席。四楼和五楼是 24小时书店，以前夜间还可租售帐篷，目前，由于疫情原因，已经暂停该项业务。部分楼层的座位是消费区，

即不消费不可在那个区域就座。共享模式增加了读者光顾的频次，商业生态圈的建立及优越的地理位置为这家店带来了很大的

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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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城市阅读空间：该类型的共享书店以公益性为主，鲜有商家合作，店中主要售卖的商品只是文具。笔者走访了多家城市

阅读空间，通过询问店员得知，书店商品的售卖量是很小的，收益微薄。 

(3)前言后记：目前，合肥市的前言后记有三家都驻点在大型商场，参加商场的折扣活动；书店有品牌奶茶店，主要售卖文

具、玩具、文创类礼品等，店内有座位，但不是付费座位，无任何强制性消费。笔者走访了位于合肥市长江中路银泰中心 8 楼

的前言后记，观察店内 2小时，进店人数不足 20人，或是逛一圈就出来或是在沙发上自拍，无消费人群，但服务人员态度一直

非常友好。 

共享模式使得大多数买书的消费者变成了借书的借阅者，由此销售额势必减少；由于店内的新书也是可以借阅的，即便归

还时没有破损，但长期被借阅会有折旧，影响销售，这也是不小的损失。对于前言后记及城市阅读空间，并没有开发其他的收

益性项目来支持书店运营。为保障书店可持续发展，增加盈利势在必行。 

3 未来盈利方式探索 

3.1开发读者、留住读者 

(1)让读者深入了解共享书店。 

前期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做了初步市场调研，有一题是关于是否了解共享书店的，在回收的问卷中，15.58%的民众填写非常

了解共享书店，完全不了解占 10%不到，其余均为知晓但不了解。在填写非常了解的问卷中，只有不足 50%准确填写了共享书店

特点以及哪些书店是共享书店。由此可知，大部分民众并没有真正了解共享书店。由此，建议企业方加大宣传，重点介绍共享

书店的特色及哪些类型的书店可以享受共享服务。 

(2)优化“智慧书房”APP,关注读者体验。 

笔者曾到罍街书店还书，但被告知该城市阅读空间正在改造，而当时改造信息并未在 APP 上显示(后期有显示);APP 上有附

近书店推荐功能，笔者想走访 APP 中显示的合肥地铁安农大点，但到达后发现已闭店改造，而相关信息一直没有更新。对周边

环境不了解的读者会通过线上 APP 引流至线下，若线上线下信息不一致，将十分影响客户体验，因此建议及时更新线上信息，

优化“智慧书房”APP。 

(3)加强与读者沟通，避免读者流失。 

罍街书店改造完毕后，笔者再次走访，但被告知共享功能不能使用，因为该店目前已不是皖新传媒运营，店员会建议去周

边的共享书店享受共享服务或者直接退押金。由于之前出现过共享单车押金难退的情况，因此部分读者会出现惶恐的情绪，若

读者不了解共享书店分布之广泛，大概率会选择退押金。据店员介绍，重新开张以来，退押金的读者比例较高。针对以上情况，

建议加强与读者的沟通，事关读者利益的行为及时并长时间在公众号、“智慧书房”APP 公布或者安排工作人员于过渡期在原驻

点说明情况，消除读者消极情绪。 

3.2创新盈利方式 

(1)开发“读书礼品卡”。 

在“书香合肥”的大环境下，读书已成为一种时尚。书店可以考虑开发“读书礼品卡”,将这种时尚变得更加流行。凭此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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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延长书籍借阅时间及借阅数量，“读书礼品卡”也可以作为礼品赠送，和相关礼品公司合作，增大销量。 

(2)前沿后记-引进商业及绩效激励。 

①一定程度上来说，前沿后记是商业性质的，通过询问店员得知，员工工资和店铺营业额相关性不大，因此可以考虑在书

店进行绩效管理，将书店营业额和员工工资挂钩。 

②在不干扰概念书店理念的前提下引进商业，如有人气的奶茶店等。如今的奶茶市场，各大品牌云集，竞争甚是激烈，不

知名的自创品牌很难吸引消费者，建议引入人气奶茶店共同合作。除此以外还可以引入其他商业，增加营业额。 

(3)城市阅读空间-改进阅读环境、引导深度阅读。 

城市阅读空间的公益性较强，不适宜过多引入商业，因此可以从提高客户进店频次及读书时间入手，增加书籍、商品等被

售卖的概率。 

①笔者走访了合肥二里街城市阅读空间“雨花书轩”,这是一家社区共享书店，风景宜人、户外阅读区可欣赏湖景，笔者走

访这里的时间是非周末的上午，户外阅读区依旧有人阅读，直到午饭时间才全部离开。因此，可利用阅读环境吸引读者，拉长

读者读书时间，提高读者进店频次。 

②当今快节奏的生活容易让人浮躁，以至于读书都在快进，书中内容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因此，可在书店倡导读者进

行深度阅读，阅读的同时在线上共享阅读笔记，共同思考。深度阅读不仅契合了城市阅读空间的理念，也增加了读者对共享书

店的黏着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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