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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研究背景

随着全球变暖、城市交通拥堵等问题日

益加剧，主要依赖汽车的传统出行模式的多

种弊端日益凸显。在城市交通相关政策和实

践中，组合出行被广泛提及。在出行行为研

究中，组合出行指出行者在一定时间内使用

多种交通方式完成出行。组合出行中出行者

往往使用公共交通和自行车，且这些出行者

更少拥有私人汽车，因此组合出行被视为一

种环境友好的出行模式。组合出行有助于促

进城市交通系统运行从私人拥有车辆模式转

变为共享使用模式，从而减少能源消耗和碳

排放。既有研究表明，组合出行的影响因素

包括社会经济地位、到达资源场所或公共设

施的便利程度、出行态度和对数字技术的熟

悉程度，较低水平的组合出行往往与某些资

源的匮乏相关，例如预算有限、身体行动

不便。

摘要：选取来自国际学术期刊的论文，以概述形式对城市交通理论方法、实证分析等学术研究成果进

行总结性介绍，旨在增强城市交通业界和学界对国际学术动向和研究热点的关注，促进学术交流。本

期选取的论文利用荷兰鹿特丹和乌德勒支出行调查数据构建复合交通类别组合出行指标，研究不同情

境下组合出行与感知交通充足性和可达性的关系。结果显示，组合出行常被视作一种负担，尤其是对

于依赖私人汽车出行的人而言，政策制定中应采取相应措施降低不利影响、提高组合出行的经济性和

便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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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组合出行的环境效益十分显著，但

在个人层面上，出行者会在何种情境下将其

视为一种便利抑或一种负担尚不可知。既有

针对组合出行的研究主要聚焦其出行特征和

影响因素，结果表明组合出行给出行者带来

的体验是否是积极的取决于其发生的具体情

境。此外，既有研究对出行者选择组合出行

的原因尚未得到统一论证，即出行者是自由

选择还是不得已而为之，同时组合出行对可

达性的影响也同样有待考证。基于此，《组

合出行具有优势吗？不同情境下组合出行与

感知交通充足性和可达性的关系研究》一文

主要聚焦于两个研究问题：1)识别不同出行

情境下出行者选择组合出行的意愿；2)组合

出行意愿与感知交通充足性和可达性的关

系。该论文从出行者体验角度出发，填补组

合出行的研究空白，为相关的交通政策制定

和规划提供参考。

研究方法研究方法

首先，该论文对组合出行的分类测算、

影响因素识别以及对个体层面的影响进行综

述。对荷兰两个主要城市的 1 009名居民开

展调查，其中 494名来自鹿特丹，515名来

自乌德勒支。针对调查样本中 13种主要交

通方式的使用频率，剔除使用频率过低的两

种方式，而后根据交通方式的相似性和在荷

兰的使用情况划分 5种复合交通类别：主动

交通(步行、自行车和电动自行车)，城市公

共交通(公共汽电车、有轨电车和地铁)，城

际铁路，小汽车(驾驶人或乘客)，其他(摩托

车、出租汽车和网约车等)。

其次，基于复合交通类别熵定义了复合

交通类别组合出行指标，用以衡量调查样本

的组合出行意愿。该指标综合考虑了不同交

通方式衔接的便捷性、两级分类(聚合等级

和子模式等级)以及使用频率的变化特征。

不同复合交通类别的使用频率以单个出行者

一年内使用该类别的天数进行衡量，结果分

为 7个等级，天数分别对应 365，180，52，

30，12，5 和 0。既有研究结果显示，个人

技能(拥有驾驶执照和使用网络获得出行服

务的能力)、车辆拥有情况、交通系统可达

性、出行限制 (例如出行中需要使用助行

器)、对交通方式的认知和城镇化程度等因

素对组合出行的意愿和体验影响显著。因

此，该论文从调查数据中提取一系列变量对

出行情境中这些影响因素进行评价。

最后，通过回归分析识别与组合出行相

关 的 因 素 ， 并 通 过 逐 步 回 归 (stepwise

regression)模型评价其带来的影响，同时分

析了汽车相关因素与组合出行的交互效应对

感知交通充足性和可达性的影响。该方法能

够揭示个人的组合出行结果是否依赖于出行

情境，有助于理解哪些因素促成或限制了组

合出行。

研究结论研究结论

1）组合出行与出行情境中多种条件和

限制有关。无驾驶执照的出行者更倾向使用

组合出行，这表明组合出行可能是这些出行

者被动选择的替代出行方案；家庭拥有私人

汽车与组合出行呈正相关关系，这表明组合

出行可以成为这类人群出行情境优化的自由

选择；有轨电车的使用对组合出行有正向影

响，这表明更便利的公共交通系统可以促进

组合出行；使用助行器的出行者更倾向于选

择组合出行。

2）社会人口特征影响组合出行。年龄

与组合出行呈显著负相关关系，除了年轻人

较多选择组合出行外，退休人员的出行方式

也非常多样，频繁使用自行车、小汽车和公

共交通，这可能是因为荷兰退休年龄以上的

出行者可以享受公共交通折扣；男性比女性

更倾向使用组合出行；高城镇化水平情境通

常伴随更低水平的组合出行；失业人员的组

合出行意愿低于全职工作者。

3）出行者感知的出行相关成就(例如快

捷安全的自行车出行和准时可靠的地铁通勤

出行，以下简称“感知成就”)是感知交通

充足性的重要组成部分，用于衡量个人在出

行过程中既能满足日常活动需求和生活标准

又能保持健康和安全的程度。总的来说，组

合出行对感知成就没有明显影响。在车辆所

有权和使用权变量中，只有公共汽电车使用

权对感知成就有正向影响，这表明将公共汽

电车引入生活街区有助于满足居民日常出行

需求；居民感知到的驾驶便利程度和公共交

通服务水平均对感知成就有显著正向影响；

使用助行器对感知成就有负向影响。组合出

行对感知成就的影响主要取决于出行者是否

体验到驾驶行为带来的便利性，对于能够轻

松驾驶汽车的出行者，组合出行对感知成就

有负向影响；而对于不能轻松驾驶汽车的出

行者，组合出行对感知成就影响非常小但效

果是正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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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出行者感知的出行不利因素(以下简

称“感知劣势”)是感知交通充足性的另一

个组成部分，用于衡量出行中耗费过多成本

(时间和费用)的程度。总体来看，组合出行

意愿越高，感知劣势越大。个人技能可以降

低感知劣势；拥有自行车可以明显降低感知

劣势；驾驶小汽车出行带来的轻松感可以降

低感知劣势；低收入家庭的感知劣势更高；

与子女一起生活的出行者感知劣势可能更

高；兼职人员和退休人员的感知劣势更低，

可能因为这类人员时间安排更灵活且不需要

在特定时间(例如高峰时段)出行。

5）感知可达性可以衡量出行者对到达

日常需求活动地点难易程度的感觉。总体而

言，组合出行对感知可达性有负向影响。驾

驶的便利性和高质量的公共交通均与感知可

达性呈正相关关系；公共交通订阅服务(例

如购买地铁月卡、公共交通年卡等)往往带

来较低的感知可达性；使用助行器的出行者

感知可达性较低。相比没有汽车的出行者，

拥有家庭汽车(而不是专属个人汽车)的人更

多地使用组合出行往往会导致更低的感知可

达性，即家庭汽车对出行者组合出行体验的

感知可达性有显著负面影响，这是因为家庭

成员间需要分享使用小汽车，导致个人使用

小汽车的机会相对较少，不得不依赖其他交

通方式。

研究展望研究展望

为了研究出行者对组合出行的体验，该

论文构建了复合交通类别组合出行指标来衡

量不同出行情境对组合出行意愿的影响，以

及不同出行情境下组合出行对感知交通充足

性和可达性的影响。主要研究结果如下：

1）组合出行可能是出行者自由选择的

结果，也可能是由于无法使用汽车或其他交

通方式的被动选择，因此对于组合出行的研

究应结合社会经济和建成环境考虑不同的

情况。

2）组合出行通常被出行者视为一种负

担，因为选择组合出行的出行者往往会感受

到更少的交通充足性和更低的可达性。总体

而言，即使在高度城镇化的情境下，出行者

选择组合出行的日常出行成本更高、到达活

动目的地过程中会遇到更多不便。对于那些

依赖汽车出行但由于使用受限而被动选择组

合出行的出行者来说，由此带来的不便更加

明显。因此，当前阶段的组合出行并不具有

吸引力；为促进多种交通方式组合出行和减

少汽车使用，政策制定中应全面评价组合出

行对不同人群的负面影响，并采取相应措施

降低不利影响，同时提高组合出行的经济性

和便利性。具体建议包括完善换乘设施、提

高公共交通与非机动交通方式的衔接性，以

及提供涵盖多种交通方式的优惠出行服务等。

该论文最后给出未来研究的扩展方向：

1）使用样本陈述以及不同时期的出行

记录等出行信息比较组合出行意愿在不同维

度(例如出行频率、组合方式、出行距离和

时间等)上的差异。

2）针对组合出行设计更详细的调查问

卷，更好地理解出行者选择组合出行的原因。

3）利用不同指标探讨组合出行中不同

交通方式组合带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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