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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交通出行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研究居民出行方式的影响因素对引导居民出行有重要作用。本文基于

对洛阳市居民的深度访谈，构建出行方式选择因素影响模型，分析居民出行方式选择的影响因素。结果

显示，影响居民出行方式选择行为的主要因素包括不可控因素、出行特性、出行者属性、规章制度、交

通工具特性和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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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ransportation is closely related to people’s lives. Studying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residents’ 
travel mod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guiding residents’ travel. Based on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residents in Luoyang, this paper establishes an influencing model of travel mode choice factors and 
analyze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residents’ travel mode choic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main 
factors affecting residents’ travel mode choice behavior include uncontrollable factors, travel char-
acteristics, traveler attributes, rules and regulations, vehicle characteristics and poli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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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人的生活离不开衣食住行。随着经济发展越来越好，交通越来越发达，道路越来越宽敞，人们出行

可选择的代步工具日益发展、多种多样，也使得人们的出行更加便捷。交通运输部发布《加快建设交通

强国报告(2022)》(简称《报告》) [1]。《报告》对五年来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工作成效经验进行了总结，贯

彻落实党的二十大部署安排，谋划未来五年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思路方向。洛阳作为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

城市，其交通的便捷和高效对居民以及周边城市的影响甚多。然而常见拥堵、事故，影响了居民的正常

出行，因此，研究影响洛阳市居民出行方式选择的影响因素对调整出行结构、缓解城市交通拥堵、鼓励

绿色出行、提高居民出行安全性、便捷性、高效性有重要意义。 
在已有的众多文献中研究发现个人社会经济属性、出行特性、个人态度等因素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

居民出行方式的选择。Moses Mwale [2]发现年龄、性别、收入、教育、就业、汽车拥有量、旅行目的、

家庭构成、儿童存在和目的地可达性等社会经济和人口特征显着影响了出行方式的选择。孙轶琳等[3]以
京江浙居民 RP 调查数据为基础构建多项 logit 模型，研究表明，年龄、职业、家庭结构和出行时间等属

性对组合出行方式的选择有显著影响，学生、年轻及低收入群体市内游时更倾向于“公共交通为主的方

式”。胡松等[4]发现职业和月收入、性别，以及出行距离和性别分别为全体、低频公共交通通勤人群出

行选择行为影响最大、最小的观测变量。杜文峰[5]基于 SEM-Logit 模型分析旅客出行方式选择行为，发

现不同的出行方式中，旅客的偏好存在差异，但安全性、方便性和经济性是三个普遍重要的因素，且三

者之间存在高度相关性。颉磊等[6]通过建立巢式 Logit 模型建立考虑心理潜变量的混合选择模型，得出

出行费用、拥挤程度、步行距离对出行者选择各种出行方式产生显著负影响的结论。F.R. Ashik [7]发现

建成环境特征具有特定的非线性阈值限制，在该限制下，它们可以对降低私家车使用产生显著影响。洪

少枝等[8]同时考虑了出发地和目的地的建成环境对老年人出行方式选择的影响，构建考虑个体异质性的

混合 Logit 模型。王建军等[9]构建考虑出行偏好的出行方式选择预测模型，研究发现私家车与公共交通

之间的二元选择行为，会受到旅客对小汽车拥有状况、方便性、安全性、快捷性、舒适性的偏好程度、

家庭居住区位、出行距离的显著影响。李利等[10]研究考虑出行幸福感和个体异质性的绿色出行方式选

择行为，发现出行服务的环保性、经济性、安全性及出行过程中的出行平静情绪、出行活跃情绪、认知

满意度均对居民绿色出行方式选择行为意愿产生正向显著影响，出行幸福感等潜变量与居民绿色出行选

择行为关系方面有着更强的适用性和解释力。周雨阳等[11]定量分析出行者自我呈现意识和环保意识对

出行方式选择行为的影响，发现出行者在进行方式选择时更关注出行时间和出行方式自身的特性，若不

考虑方式特性，会高估出行费用对高自我呈现组的影响。王殿海[12]分别建立停车收费和出行奖励单独

实施和共同实施下通勤出行方式选择的巢式 Logit 模型，发现收入均是影响出行方式选择的重要因素，

收入越高，继续选择私家车出行的可能性越大。赵传林等[13]建立考虑信息影响的理性疏忽出行方式选

择行为模型，结果表明，相比于预测性信息，出行者更关注经验性信息。吴江玲等[14]认为对于有车出

行者来说，汽油价格的上涨对高收入出行者改变小汽车出行影响较小，收入与选择小汽车出行概率呈正

相关。 
此外，对于出行方式选择因素的研究还有不同条件下居民对出行方式的选择行为。Boqing Wang 等

[15]分析四种态度在订票不确定性条件下对城际出行方式选择行为的影响，结果显示，订票成功率是旅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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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的关键因素，乘客倾向于选择订票成功率较高的旅行选项。翁唐政[16]探索时空约束对游客出行方式

选择行为的影响研究，研究表明时间属性和空间属性的累积重要性要远大于个人社会属性。孔诗曼[17]发
现个人的环保态度、价值观和社会规范是决定绿色交通选择的关键，可达性差和成本高等外部条件会限

制游客较高的绿色出行意愿。陈波等[18]发现交通方式运输能力对旅客出行选择的约束具有普遍性。马书

红等[19]构建多项 Logit 模型分析家长接送学生时出行方式选择的影响因素，发现女性接送者更偏向于选

择非机动车接送，学生年龄越小，家长更偏向于选择非机动车接送，后续行程目的为上班的家长更偏向

于选择机动车接送。胡燕鑫[20]在 TOD 背景下探究轨道交通站点周边居民出行方式选择行为的影响因素，

研究发现提高轨道交通站点周边的容积率、道路网密度和到市中心的距离，能够促进居民的公共交通出

行。徐浩文等[21]发现城市空间均衡条件下，居民的小汽车出行需求量在交通走廊上呈现先递增后递减趋

势，高收入居民的汽车出行概率与居住区域地价均高于低收入居民。周睿予等[22]分析实施预约出行策略

后出行者在不确定环境下的出行方式选择，结果表明预约出行策略能通过系统时空调节弱化个体随机性

的影响，显著提高出行者的出行效益，提高公共交通出行率。 
为了追求更加具体细致的影响居民出行方式选择的因素，本文采用深度访谈法对受访者进行访谈，

在对话中分析影响居民出行的自变量，从而以更深层次的角度制定更有效、合理的政策来解决交通中的

诸类难题。 

2. 研究方法 

2.1. 访谈 

访谈是指访谈者和受访者交谈，以了解受访者的心理和行为的心理学基本研究方法，也是质性研究

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访谈可根据研究问题的性质、目的和对象不同分为多种形式，例如根据访谈进程

的标准化程度可分为结构性访谈和非结构性访谈，前者的特点是按固定或预先设置好的标准程序进行，

一般采用问卷或调查表；而后者是指没有定向标准的自由交谈。访谈中受访者的讲述根据自身经历和看

法亲口讲出，可信度会更高，且访谈者可以抓住对话中某一点进行更深层次的提问，比问卷更能挖掘出

关键所在。 
访谈以洛阳市居民出行方式选择为主题展开，选择常住洛阳市的亲友进行开放性、无预设地交谈，

所以本次访谈不设置提纲，仅从“您还记得最近一次出门是做什么的？”这一问题开始，询问受访者的

出行相关信息，并对受访者接下来的回答进行追问，探索受访者在事件中对选择出行方式的考量和选择

某种出行方式原因，且更多地从意义和感受上对受访者进行提问。 
 
Table 1. Research 
表 1. 调研情况 

类别 分类 人数 占比 

性别 
男 7 41.18% 

女 10 58.82% 

年龄 

18 岁以下 1 5.88% 

18~25 岁 11 64.71% 

26~30 岁 0 0 

31~40 岁 1 5.88% 

41~55 岁 4 2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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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年龄 55 岁以上 0 0 

学历 

初中及以下 4 23.53% 

高中 2 11.76% 

大学 7 41.18% 

研究生及以上 4 23.53% 

职业 

公务员 0 0 

事业单位 1 5.88% 

企业职工 3 17.65% 

学生 10 58.82% 

其他 3 17.65% 

月收入 
(生活费) 

0~2000 9 52.94% 

2001~5000 7 41.18% 

5001~9000 1 5.88% 

9001~15,000 0 0 

15,000 以上 0 0 

 
本研究遵循知情参与原则、最小伤害原则和匿名保密原则，通过拨打电话和微信语音通话的方式对

17 位受访者进行线上访谈并录音。实际访谈时间会根据访谈中对话可挖掘的深度适当调整，多为 20~30
分钟。本次研究对象受访者基本情况如表 1 所示。 

2.2. 转库 

转录[23]是指将口头录音的音频转化为书面文字的过程，是访谈的必要工作。语音转录为文字后，访

谈者可以对其进行梳理以便后续研究。 
经受访人知情和准许，对访谈的整个过程进行录音。录音使用手机通话的录音功能和微信通话的

录音功能。在访谈结束后尽快将访谈音频转为文字稿，将访谈内容从口头形式转录为书面形式，逐字

转录陈述。根据上述规则，转录时保留重复语句，删去访谈者“嗯”等无实意的语气助词，不添加暂停

和叹息之类的表达，确保语句通顺流畅，保留访谈录音和转录文件，每位受访者的转录内容均新建文

档保存。 
为了保证转录的信度，需要进行检验：两人同时听一段访谈录音，根据上述转录规则进行转录，若

两份转录文字差异很小，则可保证转录信度，进而分析访谈内容。 

3. 影响因素识别 

3.1. NVivo 软件 

NVivo 作为一款功能卓越的质性数据分析软件，其强大的能力能够高效处理并深入剖析多元化的数

据类型，涵盖文字记录、图像资料、音频文件乃至视频录像等，是质性研究领域不可或缺的辅助工具。 
转录完成后，在 NVivo.11 软件中导入受访者访谈的转录文本，建立案例后对文本进行关键信息的编

码。编码完成后即可确定编码之间的归属关系，完成开放式编码和主轴性编码两个步骤。图 1 即为 NViv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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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中访谈案例导入与操作界面。 
 

 
Figure 1. Interview case import and operation interface 
图 1. 访谈案例导入与操作界面 

3.2. 影响因素识别步骤 

对影响因素的关键词编码参考已有的出行方式选择文献中相近或相似的语句，文献外的编码源于访

谈原文中提炼的关键词。 

3.2.1. 一级编码 
围绕着研究主题，通读访谈文本，并对访谈文本逐字逐句编码，即开放式编码。在编码过程中，尽

量选择语句中的关键词进行概括，或提炼语句的中心思想并将其概括化，建立一级节点。经过筛选共得

到 81 个一级节点。由于篇幅限制，本文对每个范畴仅选择有代表性的原始访谈记录语句和初始概念予以

罗列，如表 2 所示。 
 
Table 2. Some of the first-level nodes are displayed 
表 2. 部分一级节点展示 

原始资料的代表性语句 一级节点 

天气不好然后天气非常热的话，就开车 气温 

台风天就不出门 台风 

下雨要骑电动车，穿上雨披 下雨 

有东西拿太多拿不住会坐出租车 随身物品 

去远的地方就打车，或者坐公交车回来 出行距离 

顺路就去接(朋友)，不顺路就自己去 出行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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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扔垃圾我不骑电动车；扔垃圾、晚上出去转着玩还有去菜市场买菜我都走路 出行目的 

周一周五我都骑电动车，周六周日很少出门 出行时段 

半个小时之内，我都是骑电动车 出行时间 

我们人多，去的地方又特别远，骑电动车不方便我们就打车 随行人员 

一般我出行先查查导航，再根据导航来说选择骑行，出租或者驾车 导航提供 

年龄再大的肯定会选择坐公交车 年龄 

特别累的时候，不想走路的时候就坐出租车 身心状态 

对一个上班族来说，天天打车，几十公里，那个费用咱有点负担不起 月收入 

都还挺自觉的。我下班的时候基本上那条路上就两三个人不戴头盔 责任意识 

坐公交车太麻烦了，还在等公交车，我嫌麻烦，我性子着急，我不想等 出行偏好 

因为不经常骑，如果家人要骑电动车上车的话，我就肯定办月卡 出行频次 

我使用最多的就是摩托车 交通工具的使用频率 

我晕车，然后这种公交的话基本上不考虑 晕车 

一般是有时间就出去，没时间就不出门了 时间空余 

路上挺堵，不管是哪条道都挺堵的。这边最近修路的地方挺多的 道路管控 

监察力度不是很高啊；戴头盔有时候管有时候不管 监察力度 

未满 16 周岁不能骑电动车上街 交通规则 

本来想骑摩托车的，但是吃饭的时候喝酒了，就骑电动车去了 喝酒 

限行开不了车就骑电动车 机动车限行 

交警说查到像带人这种违规情况也得罚钱 奖惩机制 

电动车方便嘛，不咋用等车。因为车也多，有时候堵车 堵车 

地铁的话太麻烦了，在这上楼梯再走那个阶梯的话腿疼 地铁进出站 

等公交的时间太长，没有地铁快捷 等公交车 

骑电动车太远的地方到不了，得根据你电动车的电量 电动自行车的电量 

我感觉哈啰的车更快一点，可能更稳一点 安全 

这附近公交地铁都挺不方便的 便利 

打车不实惠 经济 

有条件就开车，雨淋不到太阳晒不到，还有空调 舒适 

地铁还是少了点，每一次坐个地铁从学校到那边，还得骑个小电驴过去 地铁线路站点 

因为家门口没有那个公交站牌 公交站点设置 

青桔我感觉到处都能停，哈啰到处都不能停 共享单车或助力车停放点 

目前直达景区的这种公交、公共交通还没有覆盖的很全面 线路直达 

3.2.2. 二级编码 
通常称为主轴编码，旨在发现和建立一级节点之间的各种关系，将开放式编码得到的一级节点进一

步整理，根据类属关系合并到新建立的 29 个二级节点中。例如，将“年龄”、“月收入”、“有无私家

车”等归类到“个人属性”中，将“地铁线路站点”、“公交站点设置”和“线路直达”归类到“线路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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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规划”中。 

3.2.3. 三级编码 
即选择性编码，将二级节点再进一步整合归纳，同时建立三级节点，将二级节点逐一、全部归纳到

有类属关系的三级节点中，得到的 6 项关键性因素分别为不可控因素、出行特性、出行者特性、规章制

度、交通工具特性以及政策。 

3.2.4. 检验 
1) 理论饱和度检验 
理论饱和度检验用于质性研究中，检验所收集的信息是否足以用于目标主题的研究。当访谈中没有

出现新的信息时，即可认为信息饱和。本研究访谈到第 18、19、20 位受访者时，均未出现新的内容，所

以研究使用前 17 位受访者的访谈内容。 
2) Kappa 指数 
用于检验编码的准确性。需要至少两人以上对访谈文本同时编码，使用 NVivo.11 软件的“编码比较

查询”功能对编码结果进行检验。经计算得出 Kappa 指数为 0.94，说明编码具有优秀的一致性。 

3.2.5. 影响因素模型 
经由三级编码，最后得出影响因素模型如图 2 所示。 

 

 
Figure 2. A model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residents’ travel patterns 
图 2. 居民出行方式影响因素模型 

4. 模型阐述 

通过上述模型，我们可以看出影响居民出行方式选择行为的主要因素包括不可控因素、出行特性、

出行者属性、规章制度、交通工具特性和政策，因此下文将从这六个方面分析洛阳市居民出行方式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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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的影响因素。 

4.1. 不可控因素 

不可控因素主要为天气，受访者共提到天气会影响他们出行方式选择 30 次，其中包括气温、下雨、

大风等天气状况。在高温条件下，非机动车和行人出行可能会受到较大限制，因为高温容易导致体力消

耗过快，增加中暑等健康风险，所以居民可能更倾向于选择有空调或其他制冷设备的交通工具，如小汽

车、公共汽车或轨道交通，以减少暴露在高温环境中的时间。在低温天气下，尤其是冬季，非机动车和

行人的出行同样会受到影响。低温可能导致路面结冰或积雪，增加出行的安全隐患。同时，为了保暖，

居民可能会选择更加封闭的交通工具，如小汽车或地铁，以减少寒冷对身体的侵袭，从而更少使用自行

车和电动自行车出行。 

4.2. 出行特性 

出行特性对居民出行方式选择行为具有显著影响。这些出行特性主要包括出行距离、出行费用以及

是否有随行人员等。 
出行距离也是影响居民出行方式选择的重要因素。在出行距离较短的情况下，居民多会选择灵活方

便的非机动车出行方式，如步行、骑行共享单车或电动车等。这些方式不仅低碳环保，还能锻炼身体，

提高出行效率。当出行距离较长时，居民可能会选择机动车的出行方式，如私家车、出租车或网约车等。

对于公共交通系统发达的城市，公交车和轨道交通也是中长距离出行的常见选择。 
出行费用是居民在选择出行方式时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对于经济条件较为紧张或注重节约的

居民来说，出行费用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他们可能会选择费用较低的出行方式，如公交车、轨道交

通或电动自行车等。对于经济条件较好或不太注重出行费用的居民来说，他们可能会选择更加舒适、便

捷的出行方式，如私家车、出租车或网约车等。 
出行人数确实是影响居民出行方式选择行为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并非唯一或决定性因素。它与其他

多种因素相互作用，共同影响居民的出行决策。当出行人数较多时，选择私家车或包车等私人交通工具

的成本可以在多人之间分摊，从而降低每个人的出行成本。这种经济性使得团体出行更倾向于选择此类

方式。如果出行人数较少，选择公共交通可能更为经济，因为公共交通的费用通常是固定的，不受出行

人数的影响。同样，在出行人数较多的情况下，选择能够提供更大空间和更舒适环境的交通工具成为更

合理的选择。这些交通工具能够满足多人同行的需求，并提供更好的乘坐体验。而在出行人数较少时，

选择公共交通或小型车辆可能更为便利，因为它们通常更容易找到停车位、避免拥堵等。 

4.3. 出行者特性 

出行者特性对居民出行方式选择行为具有显著影响。这些特性主要包括出行者的个人特征、社会经

济属性以及出行偏好等方面。 
性别差异在出行方式选择上有所体现。例如，男性可能更偏好于驾驶机动车辆，表现出更强的冒险

态度，而女性则可能更加注重出行的安全性和舒适度。不同年龄段的居民对出行方式有不同的偏好。年

轻人由于体力和灵活性较好，可能更倾向于选择自行车、电动车或共享单车等便捷、环保的出行方式。

而老年人和儿童由于身体条件限制，可能更偏好于步行或选择公共交通工具。身体条件也是影响出行方

式选择的重要因素。例如，残疾人可能需要选择无障碍设施完善的交通工具或出行方式。 
收入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居民出行方式选择的意愿和实际行为。高收入居民可能更有能力购买

私家车并倾向于选择小汽车出行，而低收入居民则可能更多地依赖公共交通或使用电动自行车出行。 
长期形成的出行习惯会对居民出行方式的选择产生重要影响。例如，习惯于使用公共交通的居民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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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更倾向于继续选择公共交通出行。受政策引导，老年人持老年卡可免费乘坐公交车；中小学生上下学

时段更多乘坐公交车；拥有私家车的居民乘坐公共交通的概率更低；晕车的居民较少选择公交车或打车

出行。此外，身体如有不适或心情不佳也会直接影响居民的出行意愿。 

4.4. 规章制度 

规章制度主要包括交通管理水平、交通规则和路况。 
交通管理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到城市交通的流畅度和居民出行的便捷性。当交通管理水平较高时，

意味着交通信号灯的控制、道路拥堵的疏导、交通事故的快速处理等方面都更为高效。这不仅能够缩短

居民的出行时间，还能提高出行的安全性，从而鼓励居民更多地选择公共交通、骑行或步行等绿色出行

方式。有受访者表示，道路监管较严时，通行效率较高，会更愿意乘私家车或电动自行车出行。 
交通规则的制定和执行对居民出行方式选择行为起着重要的导向作用。合理的交通规则能够规范道

路交通秩序，保障所有交通参与者的安全和权益。如果交通规则不完善或执行不力，将导致交通秩序混

乱，增加出行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从而影响居民对出行方式的选择。一些交通规则如电动自行车挂牌、

戴头盔会抑制居民使用电动自行车出行的意愿，而喝酒和机动车限行会直接使居民放弃机动车出行。 
此外，路面的交通设施是否完好也是影响居民出行方式的因素。明确的道路标志和标线能够确保驾

驶员和行人在行驶和行走过程中遵守交通规则，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良好的人行道和自行车道设计能

够鼓励居民选择步行或骑行等绿色出行方式；公共交通站点的布局和设施完善程度则直接影响居民对公

共交通的使用意愿。 

4.5. 交通工具特性 

交通工具特性主要包括乘坐环境、线路站点规划、舒适性、便利性和经济性等。 
出行体验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出行方式。多数受访者在访谈中表示等公交车耗时耗力、地铁闷热且进

出站和换乘不便，希望能有所改善。公交车的进出站时间系统在站点尚未体现，公共交通尤其是地铁线

路站点规划未形成线路网，一些景区直达公交较少等问题也深受居民关注。受访者回答为什么选择该出

行方式时，便利性和经济性占了很大的比例，相应的收入越高的受访者越会考虑出行的舒适性。从上述

内容可以看出便利性、经济性和舒适性是受访者在考虑交通工具方面更关注的特性，也很符合居民择优

出行的心理。 

4.6. 政策 

政策原因主要为公交老年优待和政策宣传。上文提到老年人持老年卡可免费乘坐公交，这是因年龄

而受政策优待。公交老年优待政策鼓励了老年人更多地选择公共交通作为出行方式，从而减少了私家车

的使用，促进了绿色出行和低碳生活。而且通过为老年人提供优待，政策间接地促进了公共交通系统的

使用效率。老年人在非高峰时段乘坐公交，也缓解了高峰时段的交通压力，使公共交通资源得到更合理

的配置。 
也有受访者表示为响应国家鼓励公共交通的宣传，更多使用电动自行车和公共交通出行，非必要不

乘坐私家车。政策宣传不仅传递了政策信息，还通过宣传绿色出行理念、公共交通的便捷性和经济性等，

引导居民在出行时做出更加环保、经济的选择。 

5. 结束语 

影响居民出行方式选择行为的主要因素涵盖了多个维度，每一个因素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居民的

出行偏好与行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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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通过对受访者的访谈，编码得出影响居民出行方式的六大类主要因素，并分析每类因素对居民

选择出行方式的作用，从而更好地为政府、企业和个人提出建议：1) 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维护。提

升道路质量，完善公共交通网络，确保交通设施的完好性和便捷性，为居民提供多样化的出行选择。2) 
优化交通管理与服务。提高交通管理水平，加强交通信号控制、拥堵疏导和事故快速处理能力，提升公

共交通的服务质量和运营效率。3) 推广绿色出行理念。通过宣传教育、政策引导等方式，增强居民的环

保意识和绿色出行观念，鼓励更多居民选择步行、骑行、公共交通等低碳环保的出行方式。4) 完善规章

制度体系。制定科学合理的交通规则和规章制度，加强执法力度，确保道路交通秩序的有序和安全。同

时，根据城市交通发展实际情况，适时调整和优化交通政策。5) 关注特殊群体需求。针对老年人、残疾

人等特殊群体，制定并实施更加人性化的交通政策和措施，如提供无障碍设施、优惠票价等，确保他们

能够便捷、安全地出行。6) 加强政策宣传与引导。充分利用各种媒体渠道和宣传手段，广泛宣传交通政

策和绿色出行理念，提高居民对政策的理解和接受度，引导他们做出更加合理和环保的出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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