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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探索通勤感知评价对出行方式选择的影响!以昆明市为例分析通勤满意度对不同出

行方式选择的解释力度%通过描述性统计和非参数检验!发现不同出行方式人群的职住关系(通

勤时间和通勤满意度等单个变量皆存在显著差异%建立多元
*P

H

4SR4D

回归模型进行分析!结果表

明!通勤满意度较高的群体更有可能选择步行和骑行通勤!而通勤满意度较低的群体更有可能选

择公交(小汽车通勤#相比采用步行和骑行通勤!通勤时间越长的群体选择小汽车(地铁(公交车通

勤的可能性依次增大#职住位置分隔程度越大!选择小汽车通勤的可能性越大%

关键词!城市交通#通勤满意度#出行方式#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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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城市交通高质量发展的不断推进!通勤者

越加在乎通勤本身带来的体验感和舒适感!对通勤

活动的整体感知评价不断影响人们出行方式选择的

意愿及行为"如何提高对通勤过程的满意度和主观

幸福感!从而优化出行方式结构!满足人民需求!实

现可持续的交通发展目标成为关注焦点"付学梅等

研究发现通勤者对某种出行方式的态度不仅影响他

们对该种方式的选择!还会影响对其他方式的选择)

张倩等把乘客心理认知作为交通方式选择的主要影

响因素)李红昌等以北京市为例!研究发现通勤者对

出行方式的潜在喜好或厌恶会显著影响其出行方式

选择)严海等研究表明主观幸福感对小汽车通勤群

体是否改变他们的出行方式具有显著影响)景鹏等

研究结果表明通勤者心理潜变量对其通勤方式选择

具有显著影响"这些研究分析了态度#心理潜变量#

主观幸福感和感知价值等主观变量与出行方式选择

间的关系!为研究通勤者主观感知变量对方式选择

行为的影响开启了新视角!但未探讨通勤者对通勤

活动本身感知评价产生的满意程度$即通勤满意度%

对出行方式选择行为的影响"该文以昆明市为例!

引入国外较常用的通勤满意度量表测度
%.C

名受访

者的通勤满意度!并将其划分为不满意#基本满意#

比较满意
&

个等级!通过描述性统计呈现不同通勤

方式群体的通勤满意度分布特征!运用非参数检验

法识别通勤满意度#通勤时间#职住区位分隔程度等

单个变量对出行方式选择的解释是否显著!并建立

多元
*P

H

4SR4D

回归模型综合分析这些变量与出行方

式选择的相关关系!揭示通勤满意度对出行方式选

择的影响!为提高通勤满意度的个性化政策制定提

供参考"

$

!

样本数据来源

于
"$"$

年
!"

月和
"$"!

年
!

月分别在昆明城

区
%

个具有代表性的区域商业中心开展随机抽样调

查!共收回
'&$

份问卷!剔除其中存在缺失信息的问

卷!获得有效问卷
%.C

份"问卷主要涉及以下内容(

!

%通勤满意度信息!借鉴文献,

'

-中的出行满意度

量表对通勤满意度进行测度)

"

%通勤者的出行方式

选择!主要分为公交车#小汽车$私家车#共享汽车#

出租车%#电单车#地铁和慢行交通$步行#骑行%五

类)

&

%通勤者的个人信息!包括性别#年龄#职业#收

入#受教育程度#工作位置和居住位置等"样本构成

见表
!

"

表
$

!

样本构成特征及变量赋值

变量 类别 赋值 样本量+个 占比+
I

满意度

不满意
! '% !&#'

基本满意
" "2" %!#.

比较满意
& !C" &.#C

居住位置

主城区
! ".'

!

.%#$

近郊
" !". ""#/

远郊
& !'2 &"#.

工作位置

主城区
! "'%

!

%$#$

近郊
" 2% !%#/

远郊
& !2C &.#.

$&

!!!!!

公
!

路
!

与
!

汽
!

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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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B/0!121!*34/

55

6*7%!*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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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变量 类别 赋值 样本量+个 占比+
I

职住匹配

隔一个区域
! !&' "%#$

隔二个区域
" 2& !%#!

同区域
& &"C

!

%C#C

实际时间

"$-46

以下
! "'' %$#%

"$

#

%$-46 " !C& &%#"

%$-46

以上
& 'C !.#&

性别
男

! &!" %/#2

女
" "&' .&#"

年龄

!2

#

".

岁
! !$C !C#C

"%

#

&$

岁
" !2" &&#"

&!

#

%%

岁
& "%2 ./#C

学历

高中及以下
! C$ !/#.

大学本科及专科
" .$$ '"#C

研究生以上
& %C !$#'

收入

%$$$

元以下
! "%$ .%#/

%$$$

#

'$$$

元
" !/! "C#&

'$$$

元以上
& !&2 "%#!

小汽车
有

! .$! '&#$

无
" !.2 "'#$

电单车
有

! &!& %'#$

无
" "&/ .&#$

&

!

描述性统计及分析

如图
!

所示!不同出行方式通勤群体的通勤满

意度样本占比存在明显差异"慢行通勤群体的比较

满意样本占比最高$

%"I

%!公交最低$

"!I

%!其他三

类通勤方式群体的通勤满意度样本占比分布相似"

相反!慢行通勤群体的通勤不满意样本占比只有

'I

!而这类样本在公交车通勤群体中为
"!I

"说

明公交车通勤给人们带来相对负面的感知评价!而

步行和骑行通勤给人们带来相对较高的满意度"

图
$

!

不同通勤方式下通勤满意度的样本占比

如图
"

所示!不同通勤方式人群的职住分隔程

度的样本占比存在明显不同"公交#地铁和小汽车

通勤群体中职住位置在同一个区域的样本占比只有

%$I

左右!同样的指标!电单车通勤群体为
//I

!而

慢行通勤群体高达
'2I

"说明通勤方式选择和职

住区位关系存在一定关联!职住区域在同区域的人

群选择慢行交通通勤的比例更大)而职住区位分隔

越远!选择公交#小汽车#地铁通勤的比例越大"

图
&

!

不同通勤方式下职住匹配的样本占比

如图
&

所示!不同通勤方式群体在不同通勤时

间段内的样本占比存在显著差异"选择慢行方式的

通勤群体花费的通勤时间多数集中在
"$-46

内!该

样本占比超过
2$I

)同样的指标!选择公交车#小汽

车#地铁通勤的样本分别只有
".I

#

&'I

和
&&I

"

.2I

公交车通勤者的通勤时间在
%$-46

以上!

.'I

小汽车通勤者的通勤时间为
"$

#

%$-46

"说明通

勤时间和通勤方式之间存在必然的联系!慢行通勤

所需通勤时间较短!公交#小汽车通勤消耗的通勤时

间较长"

图
'

!

不同通勤方式下实际通勤时间样本占比

为进一步分析通勤满意度#职住关系#通勤时间

&

个变量对通勤方式选择分布是否存在统计意义的

显著性差异!利用
L\LL

软件进行非参数检验$单因

素检验%"检验结果表明不同的通勤满意程度$

E

(

$#$%%

%#不同的职住区位分隔程度$

E

(

$#$/!

%#不同

的通勤时间区段$

E

(

$#$$!

%均能显著解释通勤方

式选择的分布差异情况!说明在分析通勤方式选择

行为时!有必要将这
&

个变量作为自变量整合进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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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模型中"

'

!

出行方式选择模型构建及分析

'%$

!

模型构建

多元
*P

H

4SR4D

回归模型为概率型非线性回归模

型!是研究无序多分类因变量与自变量之间关系的

多变量分析方法"

效用函数如下(

S

*8

>;

*8

?

+

*8

$

!

%

式中(

S

*8

为第
8

个出行者选择第
*

种出行方式的效

用函数)

;

*8

#

+

*8

分别为第
8

个出行者选第
*

种出行

方式效用函数中的固定项和随机项"

假设效用函数中随机项
+

服从二重指数分布!

则第
8

个出行者选择第
*

种出行方式的概率为(

E

*8

'

5@

A

;

*8

&

=+

/

8

5@

A

;

=

8

'

5@

A

&

I

I

'

!

,

I

?

*8I

$ %

5@

A

&

I

I

'

!

,

I

?

=

8I

$ %

$

"

%

式中(

;

=

8

为第
8

个出行者选择第
=

种出行方式效用

函数中的固定项)

?

*8I

#

?

=

8I

分别为第
8

个出行者选

择第
*

#

=

种出行方式的第
I

个特征变量"

'%&

!

变量参数标定

为研究解释变量对出行方式的解释作用!选取

通勤方式#居住位置#工作位置#实际时间#通勤满意

度和个人信息作为解释变量"解释变量的参数编号

见表
&

"

'%'

!

模型结果分析

多元
*P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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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模型结果见表
&

"

表
&

!

解释变量的参数编号

变量

居住位置

工作位置

职住匹配

实际时间

满意度

类别 编号 参数

主城区
?

!

,

!

近郊
?

"

,

"

远郊 参照组

主城区
?

&

,

&

近郊
?

.

,

.

远郊 参照组

隔一个区域
?

%

,

%

隔二个区域
?

/

,

/

同区域 参照组

"$-46

以下
?

'

,

'

"$

#

%$-46 ?

2

,

2

%$-46

以上 参照组

不满意
?

C

,

C

基本满意
?

!$

,

!$

比较满意 参照组

变量

性别

年龄

学历

收入

电单车

小汽车

类别 编号 参数

男
?

!!

,

!!

女 参照组

!2

#

".

岁
?

!"

,

!"

"%

#

&$

岁
?

!&

,

!&

&!

#

%%

岁 参照组

高中及以下
?

!.

,

!.

大学本科及专科
?

!%

,

!%

研究生以上 参照组

%$$$

元以下
?

!/

,

!/

%$$$

#

'$$$

元
?

!'

,

!'

'$$$

元以上 参照组

有
?

!2

,

!2

无 参照组

有
?

!C

,

!C

无 参照组

表
'

!

多元
*A

H

<;B<F

回归模型结果

变量 类别
!!!

公交
!!! !!

小汽车
!! !!

电单车
!! !!!

地铁
!!!

,

@*

+

,

@*

+

,

@*

+

,

@*

+

居住位置
主城区

1!#%!%

!

$#$$%

近郊

工作位置
主城区

!#..$ $#$$' $#2"" $#$/&

近郊

职住匹配
隔一个区域

$#C'" $#$"&

隔二个区域
!#$"/ $#$./

实际时间
"$-46

以下
1.#/$$

!

$#$$$ 1"#C&.

!

$#$$$ 1"#"%.

!

$#$!. 1&#2.$

!

$#$$$

"$

#

%$-46 1"#C!$ $#$$! 1!#/$! $#$%" 1"#$'% $#$!!

满意度
不满意

!#.%C $#$!!

基本满意
$#C2% $#$.. $#22" $#$$% $#'.& $#$"C $#'$' $#$&$

"& !!!!!

公
!

路
!

与
!

汽
!

运
!!!!!!!!!

"$"!

年
C

月
!



续表
'

变量 类别
!!!

公交
!!! !!

小汽车
!! !!

电单车
!! !!!

地铁
!!!

,

@*

+

,

@*

+

,

@*

+

,

@*

+

学历
高中及以下

!#%'2 $#$$C &#!&! $#$$' !#C%' $#$$.

大学本科及专科
"#.C! $#$"& !#$$& $#$'"

收入
%$$$

元以下
1$#/2"

!

$#$'C

%$$$

#

'$$$

元

电单车 有
"#''/ $#$$$ $#%%" $#$//

小汽车 有
$#.%& $#$/. "#%C' $#$$$ $#'&! $#$&! $#'"/ $#$"&

!!

注(以慢行交通为参照类别)空白部分表示结果不显著"

!!

由表
&

可得
.

个多元
*P

H

4SR4D

模型分别为(

:P

H

;

!8

;

%8

>1.P/$$?

'

1"PC!$?

2

?$PC2%?

!$

?

!!

$P.%&?

!C

$

&

%

:P

H

;

"8

;

%8

>$PC'"?

%

?!P$"/?

/

1"PC&.?

'

1!P/$!?

2

?

!!

$P22"?

!$

?!P%'2?

!.

1$P/2"?

!/

?"P%C'?

!C

$

.

%

:P

H

;

&8

;

%8

>1!P%!%?

!

?!P..$?

&

1"P"%.?

'

?

!!

!P.%C?

C

?$P'.&?

!$

?&P!&!?

!.

?"P.C!?

!%

?

!!

"P''/?

!2

?$P'&!?

!C

$

%

%

:P

H

;

.8

;

%8

>$P2""?

&

1&P2.$?

'

1"P$'%?

2

?$P'$'?

!$

?

!!

!PC%'?

!.

?!P$$&?

!%

?$P%%"?

!2

?$P'"/?

!C

$

/

%

$

!

%通勤满意度变量的估计系数都为正!说明

相对于慢行$步行或骑行%通勤!对通勤过程不满意

和基本满意的人群选择公交车#电单车#地铁#私家

车通勤的可能性更高"其中电单车通勤群体通勤满

意度变量的估计系数分别为
!#.%C

#

$#'.&

!说明通勤

不满意和基本满意群体选择电单车通勤的概率更

大)对通勤行为基本满意的群体中!通勤满意度变量

的估计系数分别为
$#'$'

#

$#'.&

#

$#22"

#

$#C2%

!说明

这一群体选择地铁#电单车#小汽车#公交通勤相对

于选择慢行通勤方式的概率依次增大"

$

"

%通勤时间变量的估计系数均为负!说明相

对于慢性$步行和骑行%通勤!通勤时间越短!人们选

择公交#小汽车#电单车#地铁通勤的可能性越小)以

公交通勤群体为例!通勤时间变量估计系数分别为

1.#/$$

#

1"#C!$

!说明相对通勤时间为
%$-46

以

上!这类群体的通勤时间为
"$

#

%$-46

#

"$-46

之

内的可能性依次降低"这一估计结果符合预期!一

般而言!慢行方式花费的通勤时间较短!公交花费的

通勤时间较长"

$

&

%以选择慢行方式通勤为参照!职住区位分

离越远!通勤者选择小汽车通勤的可能性越大"这

一估计结果与现实情况相吻合!因为工作地和居住

地分离越远!人们为保持相对稳定的通勤时间!选择

更快速的通勤工具的可能性越大"

$

.

%居住位置#工作位置#学历#收入和家中有

无小汽车#电单车等个人及家庭属性变量对通勤方

式选择也存在显著的解释性"

+

!

结论
"

$

!

%慢行通勤能给人们带来较高的通勤满意

度!而人们对公交通勤的满意程度相对较低"慢行

通勤的通勤时间较短!公交通勤的通勤时间较长"

慢行通勤群体的职住区位多数都在一个空间范围

内!而小汽车#公交#地铁通勤群体的职住区位分离

现象明显"

$

"

%通勤满意度#通勤时间#职住区位及其分离

程度均能显著解释通勤方式选择的分布差异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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