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hade Zone

一、活動背景

1. 問題現狀及願景 (

期望解決香港因“太陽 + 暴雨”交替多變氣候帶來的出行不便及污染問題。香港是一個高度

發展的城市之一，城市對的資源及能源需求也十分大，隨著人口不斷增加，這種高消費的需

求模式只會有增無減。而雨傘作為生活中的日需品，但香港人，尤其是年青一代，並沒普遍

形成隨身攜帶雨傘的日常習慣，導致緊急情況下未有雨傘可用，選擇在就近的便利店重複購

買新雨傘，造成物資浪費和污染。為了響應現時倡導的重要普世價值——環保，我們希望透

過提供雨傘共享服務解決這一社會問題。雨傘共享的目的在於讓沒有隨身攜帶雨傘的人們在

常見的公眾地方可以隨時借用雨傘，減少過度的雨傘消費，讓資源得到循環使用，而又能為

人們生活帶來便利。

2. 背景資料與分析（ ）

2.1. 氣候背景：烈日多雨的氣候下，傘是必需品

香港屬於亞熱帶氣候，日照和降水充足。僅 2022 年一年，香港全天最高紫外線指數大於等於

6，需要採取打傘或塗抹防曬霜等防曬措施的天數就有 238 天，同時，香港平均每年降雨天數

可達 200+。尤其在五月至八月的天氣炎熱的同時，受颶風或熱帶氣流產生的間歇性暴雨常造

成出行的不便。在香港這樣的氣候條件下，傘是十分重要的日需品。

2.2. 污染問題：防晒、雨傘和雨傘膠袋的消耗污染

研究表明，夏季常用的防晒产品中含有的二氧化鈦等化學物質會對海洋微生物和珊瑚產生不

良影響，進而影響海洋生態。因此用伞来替代防晒霜防晒，可以一定程度上减少防晒霜带来

的环境污染。此外，日本公司早年研究發現日本每年消耗的塑膠雨傘高達 8,000 萬把，雖然

沒有官方數據，但是在香港，尤其是雨季，雨傘的消耗率的增加是必然的。在我們後續的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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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調查中，也有不少香港受訪者表示，在雨季時時常會因為突如其來的大雨而不得不就近在

便利店買傘，從而形成雨傘的囤積。這樣不僅造成了資源的浪費，同時對於個人來說，也是

一筆本不必要的支出。同時隨時攜帶雨傘出入公共場合，還會造成雨傘膠袋的過度使用。每

逢雨天，香港的商場和街上的垃圾桶總會出現「雨傘膠袋山」，根據環保組織綠領行動的一項

調查顯示，單是一個雨季，香港便消耗及丟棄超過 1,400 萬個雨傘膠袋。這些一次性的雨傘

膠袋通常難以回收，它們最終的命運不外乎被棄置於堆填區或丟棄在環境中，或被冲到河流

或海洋中，變成污染環境的「兇手」。而租用公共雨傘，將雨傘統一存放至大廈門口，可以一

定程度上的減少雨傘膠袋的使用，保護環境。

3. 中大師生用傘情況調查（問卷形式）（ ）

近半中大學生無隨身攜帶傘的習慣，同時也普遍存在雨季在便利店隨意購買並閒置雨傘的情

況。對於共享雨傘計劃，整體上師生為積極態度，同時雨天願意付費使用共享雨傘的意願遠

高於晴天。

3.1. 問卷設計

調查中大師生日常使用雨傘的習慣、閒置雨傘情況和共享雨傘使用意願和偏好。

• 面向人群：中大師生

• 問題內容結構：

共享經濟的概念認知 → 雨傘使用狀況 → 閒置雨傘情況 → 共享雨傘使用意願 → 收費

意願調查 → 校園活動情況調查 → 其他建議

• 重點關注：師生日常雨傘使用情況；共享雨傘使用意願偏好；實施意願征集

3.2. 問卷收集情況

• 5 天向全中大學生共收集 60 份問卷

3.3. 問卷收集結果

• 雨傘使用情況：

a）共享雨傘有潛在市場：不隨身帶傘情況較平常, 校内学生带伞与不带伞比例大致为

1:1；其中，不携带伞的主要原因为重和不方便。

b）雨傘使用偏好：雨天撐傘意願和頻率較晴天更高。

c）閒置雨傘情況嚴重：在調查中擁有 3 把以上閒置雨傘的人群佔大多數，而無閒置雨

傘的人群僅為兩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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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共享雨傘態度：

a) 整體態度：對共享經濟有高認知且態度積極。

b) 使用意願：相較於遮陽，對遮雨的共享雨傘需求更大，願意付費使用的意願更高。

• 實施意願調查結果：

a）投放地點：整體上學生活動地點以中央校園較多，其中期望雨傘投放在 yia 和大圖

的人數最多。

b）擔保模式：相較於繳納租金，願意使用 sid 作為租借保證的人更多。

c）租金收費：大部分人不期望共享雨傘的租金高於 10hkd。

(完整問卷附在本文最末）

二、成功 & 失败案例分析（ ）

結合日本成功的共享雨傘「アイカサ」1案例，和中國內地失敗的「共享 e 傘」2、「便利蜂晴

雨傘」3案例進行總結分析成功和失敗原因，並學習優秀經驗和失敗教訓，應用在我們自身的

項目制定中。

1. 成功原因總結

• 租借流程便捷

• 收費模式多樣 & 收費合理

• 完備的管控舉措

• 投放回收地點人流量大

2. 失敗原因總結

• 押金高昂

• 租金收費不合理

• 無固定/充足回收點

• 人口基數大，部分人自律性不高，難以管控

1「アイカサ」」案例具體詳情參考附錄 1
2「共享 e 傘」案例具體詳情參考附錄 2
3「便利蜂晴雨傘」案例具體詳情參考附錄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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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活動簡介

1. 目標群體（ ）

主要针对中大学生及教职员工，视活动开展情况再考虑是否扩大群体范围。

2. 活動名稱來源及宣傳標誌設計（ ）

名稱：Shade Zone

來源：雨傘是一種提供陰涼環境阻擋一定程度的紫外線或者遮蔽雨、雪的工具。我們期望我

們的共享雨傘能為每一個人提供遮蔽、安全及陪伴，創造出『共享雨傘』提供『私人角落』的

概念和模式。（LOGO 設計圖4見附錄 4）

3. 活動時間線（ ）5

根據附錄 5 展示了本項目各項工作預計實行的排期。從圖表可見，至十一月下旬，本項目已

開展了有關共享雨傘受眾意見、本地可行性、工作人員分配等資料搜集，並在項目正式開始

實行前結束。本組成員已在十一月初開始對計劃進行宣傳，目前已確認雨傘生產商及所需成

本，在項目開始實行前兩星期便會購置完畢。

四、活動詳情（ ）

1. 前期宣傳 ( )

• instagram 建立賬號實時更新6

• 校內粘貼 poster

• massmail 宣傳

Instagram 賬戶與項目企劃同步更新，從介紹 project 的主題与内容開始，逐步針對問卷發現

的現狀与問題進行配套宣傳。例如，有关遮陽意識不高的情況，账号進行了防曬必要与防曬

污染的科普；对閑置雨傘的问题，賬號進行了雨傘消耗與相關污染的科普。隨著項目的不斷

推進，我們將會在賬號上不斷更新雨傘駐點、借傘方式等租借細節，同時使用者也可以使用

評論或私信直接表達與傳達他們的建議。截至目前，賬號已經有超過 100 位追蹤者，我們相

信隨著項目的推進，將會有更多使用者關注我們的賬戶，同時賬戶也會把我們的服務推廣給

更多潛在用戶。

4LOGO 設計圖見附錄 4
5時間表見附錄 5
6見附錄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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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階段性計劃

3. 校內試行具體流程

基本設置：雨傘鎖在傘架上，每把傘單獨編號，每個傘架 10 把雨傘。

站點設置：大學站、大學圖書館、YIA 和李兆基樓（其中大學站和大學圖書館因人流量較大

會設置兩套傘架）

借傘流程：掃描與傘瑣上的 QRcode，填寫表單，選擇“借傘”、輸入“基本資料”（包括 SID

和電話號碼具體借傘編號），取得密碼（密碼將顯示在“回覆說明”），開鎖後開始使用7

還傘流程：掃描 QR code，選擇“還傘”、輸入與借用時相同的“基本資料”，送出表單，鎖上

密碼、歸還完成

條款：

1. 用戶名下具體雨傘數量不能超過兩把

2. 如若雨傘快超時（2 天未還），會通過短信提醒並警告

3. 雨傘過期（3 天）強制支付雨傘費用 100hkd，通過 SID 與電話號碼進行追蹤、追溯

4. 如果有損壞行為或導致雨傘破損需賠款
7具體表單見附錄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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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第二階段借還傘系統

基本設定：每把雨傘上都有特定的編號和芯片，以供應用程式地圖搜索可用雨傘租借，同時

也保護了雨傘歸還的需求。

1. 手機 app/website 錄入信息，通過 data base 收集信息

2. 後台建立 server 記錄借還信息，並接入 database（server 和 database 信息同步）

3. setting system（eg. 超時警告/收費）並同步 server 和 database

4. 借還傘方式：可通過我們的應用程式看到附近或指定地點上目前可用的雨傘，可就近前

往取用。到達傘座地點，用智能手機掃描雨傘座上的二維碼，選擇借傘/還傘。

5. 借還傘系統方案一：可以直接與已有店鋪合作，購買完善後的租借系統

6. 借還傘系統方案二：自建網站及系統（報價 1 萬 5）8

5 物資準備

1. 長柄雨傘（包括傘面設計、傘柄設計）9(PENG Yujun)

傘柄或傘面上標註標號，填表單時要填寫租借編號

2. 傘架（包括雨傘鎖設計）

第一階段傘架：傘架上放置密碼鎖和 QRcode10

第二階段傘架：自動化11

3. 維護系統（人力資源分配）

五、校內試運營階段預期問題與解決（ ）

1. 學生記住密碼並偷傘

解決方法：由於是校內計劃，我們更希望同學內做到自覺與自我約束，我們會定期更新密碼，

減少相應情況出現

8網站及軟件示意圖見附錄 8
9長柄傘設計圖見附錄 9

10第一階段傘架示意圖見附錄 10
11第二階段傘架示意圖見附錄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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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雨傘不被歸還

解決方法：定期檢查表單記錄，若沒有還傘記錄，或出現還傘記錄但為有對應的雨傘，我們

將主動聯繫最後借出的同學，檢查情況並進行後續跟進和罰款。選用長柄雨傘，其不便携帶

的外形使之不易被隨意塞在包裏而忘記歸還，因共享雨傘的目的是解決暫時的急迫的避雨需

求，所以我們認爲，至少在初階段，便携性并非必需。

3. 歸還的雨傘出現損壞，服務的細節不夠完善使用戶的體驗感較差，心理評價降低，

導致使用共用雨傘的人數減少，計畫無法持續推行

解決方法：

1. 在應用表單上設立反饋專區，若使用者取傘時發現雨傘破損可及時報告，負責人員收到

報告后可及時更換新傘；同時使用者可以重新借傘。

2. 保證設備的初始質量，如選擇非金屬材料的傘柄以防止雨水浸濕致使的金屬生銹扎手，

挑選潤滑好的款式提高開收傘的流暢度，並定期檢查雨傘的情況，發現問題及時更換與

補充。

3. 通過 database 追溯上一手使用者進行詢問和賠款。

4. 使用者想要歸還雨傘時發現雨傘架已放滿，因此無法歸還；或使用者想要使用時

發現雨傘均在其他駐點，無傘可借。

解決方法：

1. 問卷調查收集了較多同學使用的駐點咨詢，可提前協調不同駐點的雨傘初數量。

2. 在網站上實時更新每個駐點的雨傘數，讓使用者提前知曉並根據情況進行選擇。

3. 設計時適當增加雨傘架的儲存格數，使其略多于雨傘的實際數量。

4. 在雨天的繁忙時間段（如下午五點半至六點半）安排人力調配。大雨過後我們也會增加

一次對駐點的巡視，重新分配雨傘分佈。

5. 歸還時滴落的雨水落在傘架上使其感應失靈。

解決方法：配備雨水清潔器。

6. 雨傘編號填寫出現錯誤

解決方法：核對記錄，根據矛盾編號記錄尋找每把傘的最後借傘人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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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校内運營是否人力需求過多？人手應該如何協調？

主要的人手需求有兩方面

• 定期檢查表單記錄並對照駐點雨傘情況，工作量取決於是否是雨季和後台表單數量

• 定期巡視雨傘分佈情況，這一方面可以和表單記錄對照同時進行。

現理想方案為兩個星期進行一次檢查和巡視，主要四個駐點每個駐點由一人負責即可。

具體人手分配：

5 個人四個站點輪班，每星期對站點雨傘進行兩次巡視。考慮到暴雨情況下雨傘存在流動和

長時間借傘，我們考慮在暴雨結束後增加一次對雨傘的統一巡視與再分配。

未來計劃：如站點數量增加或雨季，會考慮招募志願者幫助協調雨傘數量。

七、未來可持續發展計劃和社會意義（ ）

雨傘共享服務的未來計劃要永續，那麼讓更多人使用它就非常重要。透過書院及大學想更多

人傳播分享，促成共享傳播而不是購買的文化，並讓社會上的每個人都使用它們，我們將走

上消除一次性雨傘的捷徑。重要的是未來共享而不是購買將成為常態。

1. 發展校園內更多存點

計劃未來拓展至書院外，與其他書院及大學溝通，尋找合適的可放置共享雨傘機器收納處的

地方，譬如各書院車站或寢室大堂，供更多人方便借用。

2. 外觀設計宣傳書院和更多雨具的選擇

申請到書院贊助金後在雨傘的外觀設計上增加書院的元素譬如綠色、環保標語等，宣傳書院

的展望。與此同時，考慮提供更多雨具，如適用於一或二人不同大小的傘、雨披或雨鞋。

3. 發展應用程式和開啟盈利模式/mini program

第二階段我們會開發自己的軟件，校內教職員學生和香港市民可下載應用程式/完成註冊和填

寫付款資訊後，就可以尋找到最近的共享雨傘存點，手機掃 qr code 借還傘。這一階段開始

我們也會進入盈利模式。

4. 通過新式材料再利用延長雨傘壽命達到循環目標

聯繫製傘多年廠商，避免使用金屬材料因此可避免生鏽和回收問題，選擇提供不易破損的雨

傘。根據日本成功案例經驗分析，環保類雨傘公司選擇特殊材料製作其使用壽命平均可長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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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以上。即使傘骨頭斷裂或傘布撕裂，也可以僅用一根骨頭或一塊布料進行修復。

因此我們可推出一款完全由塑料製成的雨傘“+TIC”(Plus-tic)（多層乙烯基織物壓在一起製

成的材料，這種材料具有防水和抗污染性）：這種產品具有很好的彈性，在暴雨中不易折斷。

它也不會生鏽，可以作為塑料垃圾丟棄回收。同時我們可為 +TIC 配備可更換的傘布，這樣

使它的框架可以更長時間使用。同時提倡循環再造的創意思維。

5. 共享概念的推廣，提高人們環保意識，增加對共享雨傘的長期需求

通過 IG 宣傳建立人們對共享可持續發展的認知，強調購買多餘雨傘就必然會導致消閒置、廢

棄、污染的因果關係，傳遞並不是阻止打傘，而是透過共享回收而不是購買來使用雨傘的理

念。培養消費者在突然下雨時等有需要的場景下才租傘，並按時歸還的習慣，從而減少一次

性雨傘的廢棄污染。

6. 通過共享經濟模式，減少一般消費市場所產生的資源浪費

共用雨傘的模式能通過租借雨傘的便捷性、更低的消費成本，將原有買賣雨傘市場的消費者

和需求轉化到我們的共用雨傘市場當中。這樣可以大幅度減少浪費的產生，促進對永續生活

方式的普遍理解，降低雨傘買賣市場中可能導致浪費的市場消費。

9



附錄

附錄 1：日本共享雨傘品牌「アイカサ」

租借模式：

租借：下載「アイカサ」應用程式並完成註冊/Line 上加入 iKasa 好友 尋找抵達租傘點 掃描

QRcode，即可取出一把傘；

归还：還傘則可在任何站點進行，與租借相同的步驟，點擊「還傘」後並掃描 QRcode 即可

歸還。

收费模式：租前無需付租金，單次 110 日圓一天（約 6HKD）；或每月 280 日圓（約 15HKD)，

可無限次使用且一個會員帳號可同時持有 2 把傘。若 14 日內不歸還或有遺失、毀損等狀況，

每把則須賠償 864 日圓（約 46HKD ）。

防丢损举措：

租借的傘上搭載 IC 晶片；

與全國的警察局合作，消費者若傘被偷，可請客服協助處理，アイカサ會與警察連絡，若傘

被交到警察局，也能協助送還；

雨傘本身不使用金屬材質，避免生鏽問題，延長使用壽命（平均每把傘使用壽命為 3 年）

投放回收地點：車站為據點，陸續與各區管委會、物業、學校合作，在社區、辦公大樓內直接

建置據點，達成「家中租借、車站歸還」的目標。

目前規模：該服務的使用者以每月增加 1 萬人速度成長，目前會員數已超過 30 萬人；アイカ

サ設置點已經擴及至 14 個都道府縣、約 1,000 個租借點，包含在東京都內已完成 392 個車站

設置。

附錄 2：中國內地「共享 e 傘」

租借模式：

租借：下載 APP/綁定微信 實名認證 繳納押金 29 元（約 30HKD），充值 9 元 (約 10HKD)掃

碼租借

歸還：沒有設置專屬傘架，只要路邊有傘架即可放置

收費模式：以每 30 分鐘 0.5 元人民幣的價格自由租用雨傘。

防丟損措施：收取一定押金；

於當地組織營運團隊，工作人員會根據總部所提供故障雨傘位置，以及日常巡查，追蹤雨傘

下落；

回收破損雨具為主，資訊來源以用戶回饋為主，雨傘傳遞則全靠使用者隨機流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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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放地點：無特定投放及回收地點。

目前情況：30 萬把傘 3 個月全消失。

附錄 3：中國內地「便利蜂晴雨傘」

租借模式：掃碼轉跳支付寶系統，通過支付寶借還

收費：押金 49，使用費用 2 元 30 分鐘，每 24 小時 8 元封頂

投放地點：指定便利蜂便利店

目前情況：尚在運行但詬病極多

附錄 4：LOGO 設計

附錄 5：詳細時間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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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6：宣傳頁面示例

附錄 7：具體表單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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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8：自建網站和 app 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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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9：雨傘設計圖

附錄 10：第一階段傘架示意圖

附錄 11：第二階段傘架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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