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夜幕降临，一家位于北京市海淀区
的付费自习室却灯火通明。一米见方的小隔间里，人们

或埋头苦读，或奋笔疾书，无不沉浸在浓厚的学习氛围中。附

近几所高校的学生常来这里刷题备考，一些上班族也选择下
班后前来学习充电。

近年来，主打“沉浸式学习”的付费自习室火了。不仅是

大城市，小县城里也办起了自习室，可谓“遍地开花”。截至

2022年，我国付费自习室用户人数增长到755万人，其中20
岁至30岁年龄段的年轻人占比超过50%。
作为共享经济新业态，付费自习室的出现和走红并非偶

然。为何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要花钱买自律，这是一种自觉还是

内卷？除了付费自习室，哪里可以提供安静的学习空间？在倡

导全民学习、建设学习型社会的当下，如何让学习成为一种生
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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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共享经济新业态，付费自习室能开得长久吗？

西部某二线城市的民宿老板小文坦言，他经营的两家自

习室中，规模较大的一家，人流量已经下降到了初期的

一半，“目前处于微亏损的状态”。“我曾到周边县市考

察，想在县里再开一家，但发现这条赛道的竞争已经很

激烈了，最终作罢。”小文言语中有些无奈。

与此同时，有不少学习者对价格很敏感，表示一天几

十块到上百块的自习费并非每个人都能承受，充分利用身

边的免费自习资源，才能让学习变得更加快乐和持久。

谈到自己去过的免费自习室，上海青年尚静如

数家珍，一连说出了徐家汇书院、杨浦区图书馆、黄

浦区图书馆等好几个名字，“周末想看书的时候就会

跟着网上的攻略打卡图书馆，发现上海的大街小巷

里藏着很多宝藏自习室。

家住北京市首都图书馆附近的小陈也认为，相

比付费自习室，自己更喜欢图书馆这类公共阅读空间，

最多时一周会去三四次首图。她表示，“图书馆里可以找

到一些绝版书，甚至民国文献、古籍文献，还有报刊、杂

志可供翻阅，这是商业自习室无法比拟的优势。”

李闯表示，“如果同样距离内已有免费的自习空

间，人们通常会权衡付费自习室是否值得。这跟年轻

人在消费领域寻找平替产品的需求相似，体现了他

们对品牌溢价、审美溢价的理性思考。”

马中红也建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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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者需要改变观念，认识

到学习不应局限于专门的时间和场所，学习应成为我们

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方式。”她表示。 据新华社

年轻人为何花钱上自习

靠近窗户，光线明亮通透的C5座位，是李珍在北
京一家付费自习室的固定座位。白色课桌上，配备了

护眼台灯、多孔插座和一个多层简易书架，在这个小

天地里，她正向着“梦中情校”冲击。上午9点准时落
座，中午吃饭休息1个小时，到晚上9点关灯离开，这就
是她每天的生活轨迹，“我不是在自习室，就是在去自

习室的路上”。

“双非”本科毕业后，李珍短暂工作了一段时间，

但由于收入和预期不匹配，她便辞职开始准备考研，

希望能够实现“鲤鱼跃龙门”。“我住的是合租房，房间

里连一张书桌也摆不下，于是我就想能不能在家门口

上自习。”李珍回忆说，她一连体验了好几家付费自习

室，最后在一家安静整洁、价格和距离都适中的自习

室办了卡。

如今，在全国不少大中城市，只要打开手机搜索，

就会发现付费自习室已遍地开花。数据显示，截至

2022年底，北京付费自习室数量居全国第一，有596
家。西安、上海、成都、广州付费自习室数量分列全国

第二至第五名，分别有533家、427家、357家、332家。
而前不久，“河北一县城开办超10家共享自习室”

的话题登上热搜，人们逐渐认识到，原来自习室并非

大城市的专利，全民学习并无地域之分。

在付费自习室学习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一则宣

传语这样写道：“你只管学习，其他交给自习室。”

走访中记者了解到，付费自习室基本分为键盘区

和静音区，有些分为沉浸式暗区和明亮灯光区，此外，

一些自习室还配备了讨论区和VIP小包厢，供顾客自
由选择。护眼台灯、人体工学椅、插座、WiFi、热水、储
存柜是标配，休息区里，打印机、冰箱、微波炉、降噪耳

塞、文具、饮品等一应俱全。

一般情况下，每家自习室针对新客户会推出超低

价体验套餐，吸引人们走进自习室，如果体验感不错，

可以购买小时卡、次卡或者长期卡继续学习。每逢考

试周或者购物节，会员卡还会打折促销，最后折合下

来每小时10元左右，每天几十元不等。
付费自习室的走红说明了什么？中国社会科学院

社会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李闯认为，“这是市场对现

代社会新兴学习需求和公共供给不足的一种适应和

回应。在学习空间的设计和规划中，应该充分满足不

同群体的需求，有助于构建一个更加包容和多元的学

习型社会。”

有人在微博发帖称：“不能理解付费自习室的

模式，为何要花钱在外面自习？”对此，网友给出了各

种理由。有人说，在家学习容易被手机、电视、床所吸

引，父母时不时还会来“送温暖”；有人说，自己学习

觉得很孤单，希望有小伙伴相互鼓励；有人说，人到中

年，家里人多事多，环境过于嘈杂；还有人说，在付费

自习室里花了钱，不学会有“负罪感”。

李闯曾多次前往付费自习室调研，安静的环

境、独立的空间以及完备的配套设施，给他留下了

深刻印象。“相比书店或咖啡馆，付费自习室提供了

一个更容易专注、有助于提高学习效率的环境，让人

能够更加沉浸在书本和工作中。”李闯说。

“我去的那家自习室基本上可以做到24小时营
业。晚上10点后，自习室就只剩一两个人，非常安静，
连翻书声都能听到。偶尔有打印材料的需求，可以通

过WiFi连接自习室的打印机，饿了可以在楼下便利
店买一些零食，这比在家学习方便多了，也不会打扰

家人休息。”李闯补充道。

除了沉浸感以外，社群感也是年轻人付费学习

的重要原因。

李闯将付费自习室使用者分为“闭关型学习”群

体和“社交型学习”群体。“前者专注于学习，通常会选

择一个角落，进入深度学习状态；后者则在学习之余，

更多地使用公共空间，以满足社交需求。这两类需求并

不是对立的，更像是一个连续的‘光谱’。”李闯谈道。

苏州大学传媒学院教授马中红对此表示：“付费

自习室提供了严格的静音环境，明确的区域划分既

让使用者能够被自习室浓厚的学习氛围带动和感

染，也让每个人拥有属于自己的‘私人空间’。不必担

心被外界打扰，也不用担心自己的学习行为对他人

有影响，自身与他人之间达到了一种默契的平衡。”

“面对当前的社会压力，年轻人希望能够通过提

升自身能力和学历来更好地适应社会需求，实现个人

职业规划和发展。为实现目标而选择付费学习，这一点

值得赞赏。”马红中说，“但如果付费自习只是为了‘赶时

髦’‘混日子’，那就需要尽快调节认知和状态。学习应当

是纯粹的，不应具有功利性目的和身心负担。”

付费自习室早已遍地开花 自我提升成年轻人内在需求

公共学习空间需进一步扩展

陕西省图书馆高新馆区内，人们在阅读和自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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