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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我国城市快速路信息系统的实例——广州市内环路可变信息标志（Variable Message 
Signs，VMS）项目，研究了 VMS 的位置、信息内容及发布形式的设置。分析 VMS 对驾驶员行为的

影响，采用偏好陈述调查法（stated preference survey，SP）获取驾驶员对 VMS 的响应数据，并采

用统计方法对调查数据进行定量分析，根据分析结论提出广州市内环路 VMS 的设置策略，其研究

成果可以为我国其他城市快速路 VMS 的设置提供重要的参考。 

关键词：可变信息标志；驾驶员行为；SP 调查；设置策略  

 

Study on Setting of VMS for Urban Expressway Based on SP Survey  
ZHENG Xi-shuang ,1XU Jian-min 1 and LI Hong-bao1 2  

（1.College of Traffic and Communications,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641, 

China；2. Guangzhou City Center Transport Project Office，Guangzhou Guangdong 510030, China） 

Abstract : This paper presents a study on the setting of variable message signs (VMS) on the ring road of Advanced 

Traveler Information System (ATIS) for urban expressways in Guanghzou. The study includs the location, message content 

and types of VMS. In this paper, the impact of VMS on the driver’s choice is discussed, and the paper also employs a stated 

preference (SP) questionnaire survey on driver’s response to VMS, and uses a statistics method to analyze the SP data. 

Based on the analisis, the paper puts forward the strategy of setting of VMS on the ring road in Guangzhou. The results 

provide a important reference for the setting of VMS for urban expressway in other c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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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可变信息标志（Variable Message Signs，VMS）是智能交通系统（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Systems ，ITS）体系中信息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信息系统可通过可变信息标志、广播电台、网站、

PDA、车载导航系统和专用终端等方式进行交通信息发布。其中，可变信息标志作为最主要的信息

发布手段之一，在国内外道路上使用非常广泛。在我国的广州，正在实施中的 VMS 项目将覆盖城

市中心区的快速通道内环路。在北京、上海等国内其他大城市，VMS 也在快速路或其它道路得到了

使用，成为了上述城市快速路交通管理的有效手段[1]。 
随着交通管理者对智能交通系统的日趋重视，以及出行者对交通信息的需求水平不断提高，

VMS 在我国的应用将越来越广泛。如何正确设置 VMS, 充分发挥 VMS 的作用，已成为了广泛关注

的问题。国外发达国家在此方面已有不少的研究成果[2-6], 其中驾驶员对 VMS 设置的响应是研究的

热点，其研究方法主要以偏好陈述调查法（stated preference survey，SP）采集数据，并以数理统计

或离散选择分析法分析数据。在我国，由于 VMS 近年来才在许多城市建立起来，关于 VMS 的设置

及影响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7-8]。 
本文的研究工作依托广州市内环路交通监控系统项目而展开。内环路位于广州市城市中心区，

是广州市域主骨架路网体系中的最内一环。随着内环路 2000 年年初的建成通车，广州市中心区道

路交通压力得到了缓解。目前内环路已成为了广州市民出行的主要通道。据调查，70%的广州市民

基本上每天都使用内环路作为出行的主要路径。但随着汽车保有量和交通需求不断增长，广州市道

路晚高峰交通拥堵已十分严重。广州市为缓解内环路及地面道路拥挤，于 2005 年开始实施广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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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环路交通监控系统，其核心系统之一为 VMS 信息系统。 
在分析 VMS 对驾驶员行为影响的基础上，本文采用 SP 调查法采集驾驶员对 VMS 设置的响应

数据，并采用统计方法对调查数据进行定量分析，最后根据调查结论提出广州市内环路 VMS 的设

置策略。 

2.VMS 对驾驶员行为的影响因素 

广州市 VMS 信息发布系统对交通流的诱导将由各类 VMS 实现。VMS 按形式可分为文字式、

图形式、图形和文字混合式三种。文字式表达信息清楚，信息传递直接，但表达的信息内容受到 VMS
显示空间和驾驶员阅读时间的限制。相对于文字信息，图形式表达的信息量大，信息更容易为驾驶

员所理解，但其信息内容需要的响应时间一般比接受文字式信息的响应时间长。图形和文字混合式

一般是图形信息与文字信息互相解释说明，并配以不同警示颜色。目前图形或文字所发布的信息都

以绿色表示畅通、黄色表示缓慢，红色表示堵塞。广州市内环路 VMS 将通过各种形式直接向路网

上的驾驶员发布交通信息，经过该 VMS 位置的所有驾驶员在对前方信息预知的情况下，可以对自

己的出行行为进行优化调整，从而提高出行效率。 
驾驶员对于 VMS 信息的响应行为是心理响应的外在表现，具体可分为 3 个阶段：发现阶段、

认读和决策阶段、行动阶段[9]。借助于这 3 个阶段，VMS 对驾驶员行为的影响过程如图 1 所示。行

驶中的车辆从 A 点发现 VMS 信息板，在 B 点看清 VMS 并开始认读 VMS 信息内容，并对其进行判

断并决策，到 C 点认读和决策结束，从 C 点则开始操作行动。AB 距离称为发现距离，BC 距离称

为认读和决策距离 Dr，CD 距离称为消失距离，BD 距离为可视距离 Dl，可视距离 Dl 不能小于认读

和决策距离与消失距离之和（即 Dl 〉Dr+Dd），否则 VMS 信息板的内容不能保证被完全认清。 

 
图 1 VMS 对驾驶员行为的影响 

实际上，影响驾驶员行为的因素很多, 包括道路与交通方面的因素和驾驶员本身的因素。道路

与交通因素有：道路状况、道路拥挤程度、交叉口数量等。驾驶员方面的因素则更复杂, 包括驾驶

员的驾驶经验、个人偏好、出行目的和性质、出行距离等。另一方面，VMS 交通信息对驾驶员行为

的影响因素则包括了 VMS 位置、信息内容、发布形式、信息质量等[10]。由于 VMS 最终服务于驾驶

员，并对驾驶员行为产生影响，因此驾驶员对 VMS 设置的态度及需求，是管理者及设计者必须考

虑的首要问题。根据国内外的实践经验，问卷调查能够提供关于信息内容等 VMS 设置的反馈信息。 

3.VMS 设置的调查及分析 

3.1 VMS 的 SP 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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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 调查方法是通过向调查对象提供一些假设条件下的可选方案，请调查对象选择自己偏好，既

无须花费大量成本，又可有效获取一些无法直接测量或观察的数据。SP 调查方法已成为交通出行行

为研究中一种重要工具，被广泛地应用于研究出行方式选择、路线选择、泊车选择等方面[11]。本文

采用基于问卷调查形式的 SP 调查法，采集驾驶员对 VMS 设置的态度、需求和响应。调查主要围

绕广州市城市中心区的出行路线——内环路及其放射线。 

 

图 2 广州市内环路及其放射线 
调查问题分为两类：驾驶员的社会属性和行为决策、VMS 的设置。前者包括驾驶员的性别、驾

龄、对道路的满意度、对拥堵产生原因的认知、对 VMS 有效性的评价、对 VMS 作用的期望、对

VMS 提供信息下行为的选择倾向等；后者包括 VMS 的位置、信息内容、发布形式等。其中，对于

驾驶员行为选择调查，这里设计了两种情况，一是 VMS 发布拥堵信息，一是 VMS 发布堵塞信息。

前者以黄色显示路段图形并配以文字说明，后者以红色显示路段并配有文字解释。针对上述两种情

况，驾驶员有两种选择：维持原来路线、选择其他路线。 
调查时间为 2005 年 4 月 25 日至 29 日，调查对象为广州市各公交公司、出租车公司、私人小

汽车等驾驶员。本次共发放调查问卷 400 份，本次调查共回收 314 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 78.5%。

本次调查对象对广州的交通状况非常熟悉，调查结果也显示他们很专心和敬业，所以调查结果应该

是比较真实、可信的。 
3.2 VMS 调查数据分析 

调查结果显示，90%的被调查对象为具有 3 年以上驾龄的老驾驶员，且 95％的驾驶员为男性。

此外，96%的调查对象对内环路出行表示满意。目前内环路 60％的拥堵出现在出口处，其 38％的原

因是出口通行能力较差。另外，调查对象认为由于内环路 47%的交通事故发生在出口处，由此可见，

事故是造成内环路出口拥堵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利用 VMS 重点解决内环路出口交通拥堵问题，

是改善内环路交通运行环境的关键。 
针对 VMS 的设置，79%的驾驶员认为 VMS 将会发挥作用，且 35%和 27%的驾驶员认为其作用

分别是减少交通拥堵和减少交通事故。而针对 VMS 的设置位置问题，73%的驾驶员希望在下内环

路之前，通过 VMS 提前获知前方道路交通信息，而最希望获取的交通信息内容，52%的驾驶员选

择拥堵信息。此外，驾驶员最希望获取的交通信息显示形式，图形和文字结合比例，基本上和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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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相同，而单独的图形比例最少，只占 9%。 
对于 VMS 对驾驶员行为的影响，VMS 发布车辆排队信息的情况，对驾驶员行为影响较小，69%

的驾驶员表示愿意维持原来路线。而 VMS 发布堵塞信息的情况，对驾驶员的影响较大，仅有 2%的

驾驶员表示将维持原来路线，其余的 98%的驾驶员倾向于选择其它路线。由此可见，交通堵塞现象，

驾驶员选择其他路线的可能性更大。而国内外的研究成果也表明，拥挤程度与驾驶员行为改变的概

率是正相关性的。 
主要调查结果如图 3-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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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广州市内环路VMS信息发布形式的选择    图 8 VMS提供不同信息情况下驾驶员的选择 
 

3.3 VMS 设置策略制定 
从上述分析可以发现，广州市内环路 VMS 的设置，将发挥其对驾驶员交通诱导的作用，从而

有效地缓解交通拥堵和减少交通事故。根据调查结果分析，可以对广州市内环路 VMS 的位置、信

息内容、发布方式的设置总结如下： 
（1）VMS 的位置应重点设置在内环路的出口上游，其次是入口上游、主线。 
（2）VMS 的信息内容应重点发布交通拥堵信息，其次是事故信息、施工信息等； 
（3）VMS 的信息发布方式主要应采用图形和文字混合式、文字式，其次是图形式。 
广州市内环路 VMS 的设置策略具体分析如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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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广州市内环路 VMS 的设置策略 

 

4.结束语 

本文研究了 VMS 的位置、信息内容及发布形式的设置。分析了 VMS 对驾驶员行为的影响，采

用 SP 调查方法，获取驾驶员对 VMS 的响应数据，并采用统计方法对调查数据进行了定量分析，最

后根据分析结论提出了广州市内环路 VMS 的设置策略。本文的研究成果对 VMS 的位置设置、信息

内容和发布形式设计，VMS 设置策略优化等，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在本文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开

展以下研究极为重要：一是利用数理统计或离散分析方法等更加有效的数据分析方法对调查数据作

详细分析，以便深入分析 VMS 对驾驶员行为的影响；二是在提供不同的具体的 VMS 信息内容和形

式下驾驶员路径选择行为的研究；三是在提供 VMS 信息情况下快速路及整个城市路网的效益分析

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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