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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校学生之间的闲置物品交易是大学课外生活的一大主要活动. 由于校内当面交易方便、所交易物品重复

利用率高、价格便宜、节约环保等原因, 校园内的闲置物品交易受到大学生的青睐. 传统方式下, 校园内的闲置物

品信息发布通过校内“跳蚤市场”QQ 群实现, 这种方式无安全保证、无法整合信息, 且群内信息容易被忽略. 为了

带来更好的闲置物品交易用户体验, 该平台基于 QQ小程序搭建闲置物品信息平台前端、Flask+MySQL框架搭建

平台后端, 完整实现了闲置物品信息平台的各类功能, 其特色功能包括: 商品多维分类、商品推荐、留言提醒、降

价提醒、一键添加好友等. 平台通过 HTTPS及 RESTful API实现了前后端的加密交互, 并且引入了在校身份认证

的功能, 在完美契合各项功能需求的同时, 保证了校园闲置物品交易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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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pare items trade among college students is one of the main activities of college extracurricular life. Due to
the convenience of in-person trading, high reuse rate, low price,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and other reasons, the spare
goods trading on campus is favored by college students. The information of spare items in traditional schools is released
through QQ group, which has no security guarantee, information cannot be integrated, and information within the group is
easy to be ignored. In order to bring better spare items trading user experience, the platform builds the front end of the
spare item information platform based on the QQ mini-program, and builds the back end of the platform based on the
Flask+MySQL frame, which has fully realized all kinds of functions of second-hand trading information platform,
including multi-dimensional commodity classification, commodity recommendation, message reminder, price reminder,
one-click to add friends, and so on. The platform achieves the front end and the back end encryption interactions through
HTTPS and RESTful API, and introduces the function of school identity authentication, which perfectly meets the various
functional requirements while ensuring the security of campus spare items t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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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由于大学校园内闲置物品交易方便、大学生的

闲置物品有较高二次利用价值 (如书籍、文体工

具) 等原因, 高校闲置物品交易市场一向深受大学生

的青睐, 是大学校园内的一大主要活动. 目前大学校

园内发布闲置物品信息主要通过建立校园“跳蚤市

场”QQ群, 群员在群内以聊天的形式发布信息这样的

方式去实现. 这种方式受限于 QQ群的一些缺点, 存在

商品信息的覆盖人数有限, 很难对群内人员的身份进

行安全认证、无法对闲置物品信息做一个有效的分

类整合等问题[1,2].
QQ 小程序是一种无需下载安装、即点即用、用

完即走的应用程序. 它依附于国民级社交软件 QQ, 对
大学校园内的用户而言, QQ更适用于校园生活的一些

特定场景, 因此大多高校学生使用 QQ 频率大于微信.
同时, QQ 小程序可通过 QQ 下拉窗口、首页+、动态

玩一玩、空间小游戏、小程序中心、搜索、扫一扫及

社交通道 (聊天及空间分享) 这些入口轻松打开[3], 使
用起来十分方便. 利用 QQ 小程序可以一键将闲置物

品信息分享至 QQ 群、QQ 空间、QQ 好友以及微信.
在提高自己闲置物品曝光度的同时, 可以对小程序有

一个裂变式的推广, 以此可实现快速覆盖在校学生. 利
用 QQ 小程序, 可以有效解决现有在 QQ 群内发布闲

置物品信息方式下信息容易被刷掉、人员的覆盖面有

限、无法对闲置物品信息做一个有效分类整合的问题.
同时, 借助校园统一身份认证接口对用户做身份的认

证, 可解决现有方式下 QQ 群内人员鱼龙混杂无安全

保障的问题, 以帮助高校学生获得更好的闲置物品交

易体验, 打造高校特色闲置物品信息平台.

2   系统研究依据

2.1   系统优势

作为国内社交届二把手, QQ有着超过 8亿的月活

用户, 除去和微信重合的用户, QQ 最活跃的用户群体

以 95及 00后为主, 可弥补微信在人群覆盖上的短板[4].
QQ 的主要活跃用户年龄段就证明使用 QQ 的用户大

多都是在校学生. 同时, QQ 小程序具备方便便捷的优

点, 可以直接将小程序中的内容分享至 QQ群、QQ空

间、QQ好友进行曝光. 用户可以轻松地从 QQ群、QQ
空间中点击分享的内容进入小程序, 比微信小程序更

加适合于应用在校园场景, 具有出色的用户体验.

2.2   改需求与可行性分析

从现有相关研究中可以看出, 已上线的具有闲置

物品交易功能的应用程序多以微信小程序或网站为主.
这类小程序功能过于繁杂, 且无法与现有的校园“跳蚤

市场”QQ 群紧密结合. 在大学校园内的闲置物品交易

多以校内面交、当面付款这样的背景下显得过于功能

冗余, 亦无法实现闲置物品发布者和购买者的便捷联

系, 以及高效的对商品信息进行曝光[5–11].
结合校园活动的特性及高校学生对校园闲置物品

信息平台的需求, 高校闲置物品信息平台的功能在包

括完整的用户功能、商品发布功能以及管理员管理功

能的同时, 结合现有的校园闲置物品交易方式与特色

以及高校学生的使用习惯, 设计完善平台功能, 满足以

下功能需求:
(1) 商品信息详情可以一键分享曝光, 借助 QQ 小

程序便于分享的优势, 为用户提供可以一键将商品信

息分享到现有校园“跳蚤市场”QQ 群、QQ 空间以及

QQ好友的入口, 提高商品的曝光率从而提高商品的成

交率.
(2) 提供模糊的商品搜索功能和专属校园的多维

商品分类展示, 帮助寻找需求商品的用户可以迅速的

定位到自己所需的商品. 同时利用旧书、电子产品、

求购商品、生活用品等这一类基于校园环境下的商品

分类标签, 帮助用户可以根据类别便捷的找到自己所

需的商品.
(3) 闲置物品信息平台需要有较高的安全性, 利用

校园统一身份认证接口对用户做身份认证, 有效解决

现有方式下 QQ 群内人员鱼龙混杂, 发布信息的真实

性无法考量的问题. 同时, 采用前后端分离方式部署开

发, 前后端之间的通信采用 HTTPS协议, 遵循 RESTful
API 设计规范, 可以有效保障用户隐私和通信之间数

据传输安全[12,13].
(4) 为用户提供可靠的服务, 部署云服务器时采用

Nginx 部署 Web 服务, Nginx 支持反向代理、支持热

部署、可以高并发连接、有较高的稳定性. 能够为用

户提供 7×24小时的连续、稳定的服务[14,15].

3   系统框架概述

3.1   QQ 小程序框架

QQ小程序框架与微信小程序框架相同, 在技术架

构上可分为视图层、逻辑层、组件、API几个部分. 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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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层负责页面结构、样式和数据展示, 用 QML, QSS语

言编写. 逻辑层负责业务逻辑, 调用API等, 基于 JavaScript
进行编写. 小程序开发采用 MVVM 软件架构模式 (如
图 1 所示), 极大地提高了开发效率和代码抽象度[16].
同时, QQ小程序对常见的一些视图层组件及逻辑层方

法进行了封装, 极大的降低了开发者的开发难度, 使 UI
风格统一美观、提升了用户的使用体验[7].
 

View

QML&QSS
JavaScript

View
Model

Model

Notifications

Data binding

DATA 层 API 中
获取的数据

Commands

 
图 1    QQ小程序MVVM架构图

 

3.2   Flask+MySQL 框架

Flask是一个使用 Python编写的轻量级Web应用

框架, 以 Werkzeug 和 Jinja2 为核心, 具有轻巧、简

洁、扩展性强、开发成本低等优点[17]. 因其轻便性,
Flask框架特别适合用在小程序的开发上, 可利用 Flask
框架生成 RESTful风格的 API, 如图 2所示. 一套接口

即可和 Web 端、小程序端进行交互. 同时, 亦可充分

保障数据的安全性[18].
 

MySQ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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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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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Flask+MySQL生成 RESTful API架构图

4   系统设计与实现

4.1   系统数据流分析

小程序中的数据主要包括商品数据、首页通知数

据和用户个人数据. 用户在小程序端的交互与管理人

员在后台系统中的交互是系统数据的来源. 用户通过

小程序请求商品信息并向服务端发送个人信息, 进行

发布商品、留言、收藏、在校身份认证等操作. 服务

器端收到用户的请求后, 在控制层进行数据的合法性

校验及处理. 并将处理结果返回至视图层, 由视图层渲

染展现给用户. 当买家用户在相应商品底下进行留言

后, 服务器端会将留言的内容以小程序服务通知的形

式反馈给卖家, 使卖家得以及时回复. 当卖家需要对商

品信息进行修改时, 可以对已发布的商品进行编辑、

删除操作. 系统管理员可实时监控用户行为, 记录相关

操作并进行管理.
4.2   系统功能介绍

闲置物品信息平台分为 QQ小程序用户端和Web
管理员后端, 以 RESTful API 为通信桥梁. 通过需求调

研, 针对华东交通大学在校大学生对商品展示、商品

发布、与商品主人的联系方式等方面的需求制定以下

功能, 如图 3所示.
其中基础功能包括: 闲置物品、闲置书籍、求购

信息的发布、删除以及编辑功能、商品的收藏与取消

收藏、商品的搜索与推荐商品的展示、用户授权登

录、用户修改个人头像及用户名、用户分享小程序、

联系客服、意见反馈、商品信息的监控和统计、发布

轮播图信息、用户使用状态的管理等功能.

特色功能包括: 用户在校身份认证、以及通过认

证状态判断使用权限、多维度类别展示商品信息、一

键分享商品信息、相似商品推荐、留言及留言回复、

新留言提醒、一键添加商品发布者或留言者为 QQ 好

友、给收藏商品用户发送商品降价提醒等功能.
4.3   特色功能介绍

(1) 校园身份认证: 校园身份认证功能通过使用

Python 的 requests 模块模拟登录校园教务处验证学生

的账号密码是否正确以实现. 通过该功能可以确保使

用用户为高校师生, 充分保证用户在平台上查看的商

品信息的真实性, 保障用户不受骗. 未进行校园身份认

证的用户在发布商品信息和查看商品发布人的联系方

式或进行留言时, 将跳转至校园身份认证页, 如图 4所

示. 在校园身份认证页输入教务处账号与密码点击确

认即可进行认证, 如图 5所示. 随后账号密码将被传送

至教务处登录接口, 登录成功, 即可完成认证. 该模块

关键代码如下 (Python):
s = requests.S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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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_url = '教务处登录态验证接口'
m = hashlib.md5()//对密码进行 md5加密

b = password.encode(encoding='utf-8')
m.update(b)
password = m.hexdigest()

form_data = {'UserName':username, 'Password':
password}

r = s.post(url=post_url,headers=headers,data=form_data)
if(r.text==“succcess”) return 1
else return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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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闲置物品信息平台功能示意图
 

 
图 4    提示认证

 

(2)商品推荐: 基于校园闲置物品信息平台的特性,
该系统通过相似性推荐算法为用户推荐商品. 相似性

推荐定义: 对于新用户 A, 没有他的历史行为数据, 在
他点击了某一商品 item-X的场景下, 可以将与 item-X
同一类别下的相似商品推荐给新用户 A[8]. 根据校园需

求, 该系统以一级标签+二级标签的形式制定商品类别

标签. 同时, 在进入小程序的首页即显示推荐信息, 如
图 6所示. 该模块核心代码如下 (Python):

rank = dict() #记录给 user 的推荐物品 (没有历史

行为的物品)

action_item = userviewdata #获取用户 user最近浏

览的商品信息的类别

for item,score in action_item.type:

for j,wj in sorted(self.W[item].items(),key=lambda

x:x[1],reverse=True)[0:K]: #取出与 item类别相同的物品

if j in action_item.keys(): #如果该物品已被浏览,

则不推荐

continue

rank.setdefault(j,0)

rank[j] += score * wj #累计物品 j与 item的相似度

*兴趣评分, 作为 user对物品 j的兴趣程度

(3) 商品降价提醒: 当商品发布者修改商品的价格

时, 系统会对商品价格的变化做一个判断, 若商品降价,
系统通过订阅消息给收藏了该商品的用户发送商品降

价提醒, 如图 7所示. 这样能有效的帮助用户以便宜的

价格买到商品, 提高闲置物品交易平台的成交率.
(4) 一键添加好友: 该功能利用了 QQ 小程序的特

性 API实现, 可直接从小程序中添加对方为好友: 当用

户在闲置物品信息平台中看到自己心仪的商品时, 可
以点击商品详情页的“添加好友”按钮, 如图 8 所示. 小
程序会自动拉起添加卖家好友的申请页面, 如图 9 所

示. 方便买家与卖家联系. 为小程序用户提供出色便捷

的用户体验. 该模块的关键代码如下 (JavaScri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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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起添加好友授权申请

qq.getSetting({
success(res) {
if (!res.authSetting['setting.addFriend']) {
qq.authorize({
scope: 'setting.addFriend',
success() {
}})}}})
//添加好友按钮

<button open-type="addFriend" open-id="{{
content.openid}}">添加好友</button>
 

 
图 5    校园身份认证界面

 
 

 
图 6    推荐信息展示界面

 

(5) 留言相关功能: 留言相关功能包括用户留言、

新留言提醒及留言回复功能. 买家用户可以对商品进

行留言, 之后卖家会收到新留言提醒, 并对买家用户的

留言进行回复, 如图 10 所示. 系统借助小程序服务通

知消息实现新留言及时的告知提醒. 该功能适用于校

园生态, 使买家和卖家可以便捷的进行联系.
 

 
图 7    关注商品降价提醒

 

 
图 8    添加好友按钮

 
 

 
图 9    点击“添加好友”按钮后拉起的好友申请

 
 

 
图 10    留言功能

 

4.4   QQ 小程序用户端功能介绍

QQ 小程序端以商品展示模块、商品发布模块、

用户模块 3 个主要模块组成, 各大主要模块又包含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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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小模块, 各模块与云服务器通过 HTTPS RESTful
API进行通信, 各模块之间具有高内聚性和低耦合性.

商品展示模块可获得有效的所有商品信息, 并根

据条件筛选后呈现给用户, 如图 11所示.
 

 
图 11    商品展示模块

 

当用户点击某一商品时, 即可查看商品的详细信

息、进行收藏、留言、添加好友等操作; 发布模块用

于用户发布闲置物品, 用户可按照旧物、旧书、求购

物品进行商品的信息的发布, 如图 12 所示. 用户模块

可用于 QQ 一键登录、进行校园身份认证绑定校园信

息、显示用户已发布及已收藏的信息, 并对这些信息

进行编辑 (已发布信息)或删除的操作, 如图 13所示.

小程序用户端可结合原有校园“跳蚤市场”QQ 群

一同使用, 当用户在小程序内发布信息后, 可一键分享

至 QQ 群中曝光, 如图 14 所示. 同时借助了 QQ 小程

序的添加好友、模板消息、订阅消息的特性, 为用户

带来了良好的闲置物品交易体验.
 

 
图 12    商品发布模块

 

 
图 13    用户模块

5   系统应用效果

平台使用腾讯云标准型 S5 (4 GB系统内存、2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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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器、2 Mbps带宽)云服务器提供云服务, 使用 CentOS
7.6系统部署开发环境. 将图片等静态资源文件存入腾

讯云对象存储服务中. 并备案域名申请 SSL 证书部署

HTTPS服务, 用于保障信息数据的安全.
截止 2020年 1月 12日, 小程序共有 5182名用户注册,

如图 15所示. 已发布物品 579件、商品总浏览量 37 766
次, 如图 16所示.
 

 
图 14    商品信息分享

 

 
图 15    累计用户 (数据来源: 小程序助手)

 

 
图 16    商品数据统计 (数据来源: 后台统计)

6   结语

基于 Flask 框架与 QQ 小程序的校园闲置物品信

息平台可供各个高校推广使用. 该平台可有效规范校

园内的闲置物品交易, 协助校学生会监管校园内的闲

置物品交易市场. 同时, 该平台的推广使用可帮助在校

大学生将自己的闲置物品方便的转卖于他人或帮助在

校大学生以合适的价格买到大学生活中需要的物品或

书籍, 有效的避免了旧物或旧书的浪费, 大力提倡了在

校园内落实旧物利用、环保节约的生活理念. 在校园

内提升学生的环保理念, 使其可以从个人做起建设节

约环保型社会. 从而推动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 实现美

丽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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