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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教育资源分配不均条件下居民出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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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中关村第三小学及石景山实验小学的实地调研，采用问卷调查、数据统计分析、数据模型、现场访谈等方式，发现教
育分布不均导致的交通问题，并提出了改进建议，为未来北京交通出行建言献策，从教育资源分配管理上力求提供有利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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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在道路上的位移和频率越来越大，

北京自 ２008 年奥运会后大力发展公共交通服务，本着缓解首都
交通压力的初心却至今未能有较大改观，交通出行已成为居民生

活中的重要一环，在交通出行的构成中，人作为主导地位根据自

己的出行心理和出行习惯通过各种交通方式达到出行的目的，人

的出行心理是在内心与外界交流中发展形成的。

北京优质教育资源的不均衡导致部分南城儿童不得不跨越

城区来北部求学，虽然私家车保证了安全和舒适，但时间的耗费

是无法挽回的。而对于就近上学的儿童，这类问题就可以避免，

他们的月公共交通花费低于 50 元，既经济实惠，又能保证安全
性。我们通过对北京不同出行人群的探讨，利用各种调研手段分

析其出行时间、出行选择与出行心理，及公共交通设施客观条件

（见图 1），研究人群在较大出行压力背景下的出行特征。基于上
述分析，本文通过设计和发放调查问卷，以安全性、舒适性、便捷

性、高效性、经济性为切入点获取城市居民在交通出行中的心理

数据，利用主成分分析方法，研究交通出行中居民主要关注的因

素，为城市交通发展提供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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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调研方法及流程图

1 家长择校因素分析
通过调研我们了解到师资力量和地理位置成为家长择校的

关注点，石景山区实验小学位于西五环外，跨区域流动人数相对

较少。学校坐落在居住区内部，方便周边孩子上学，且学校靠近

一号线，交通设施较完善；中关村第三小学，地处中关村科技园区

核心地带，学校地处居住区、商业区内，附近公交站点分布密集，

距离地铁十号线大约 1 km。

2 人群出行心理分析
我们将人群分为三类，从预调研和正式调研中的数据采用自

然观察法、问卷调研法和个案法，分析不同案例的公共出行，了解

不同人群的心理。

儿童群体出行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和特殊性，家庭成员的意见

对出行方式选择往往起决定性作用。被访的儿童日均出行率为

1. 8 次，他们的行为轨迹单一，多是“家—学校”两点一线式；早上
的出行时间与北京早高峰重叠，对于需要搭乘公共交通出行的儿

童来说，封闭车厢的拥挤对于他们的身体和安全是极为不利的，

这也是我们调研的切入点。

北京已进入老年型地区，且这类人群正以较高速度增长。老

年人人群有明显“羊群心理”，决策趋同化和从众行为严重。他们

的出行目的主要是购物、休闲健身和看病，所以他们的出行时间

也多集中在 6：00 ~ 1２：00。其中有带小孩能力的老年人多集中在
放学前半个小时出行，由于老年人自身身体素质较弱，不适宜远

距离出行，他们多选择步行或者短距离的公交出行。被访者中老

年人平均出行率为 ２. 03 次 ／ d，与北京老年人平均出行率为
２. 03 次 ／ d持平。老年人群体出行首要考虑经济性，多选择公交
或者地铁，又因北京市政策对老年人公共出行优惠幅度很大，所

以他们的花费多在 150 元 ／月以下。
年轻人人群思想、行为独立，对于公共交通出行会更多地考

虑运输的便利性；此类人群收入差异较大，经济性也会成为其考

虑因素。对有小孩的群体而言，安全性是首要因素。其实困扰北

京年轻人出行最大的障碍就是“住职分离”，而对于想择校的家长

群体来说“住—校—职分离”更是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个群体是

北京早、晚高峰的主力军，出行时间多集中在 6：00 ~ 8：00 和
17：00 ~ ２0：00，被访者中年轻人的出行率平均为 ２. 34 次 ／ d，上班、
购物、休闲健身是最主要的出行目的；对于有孩子的年轻人接送

孩子，学校是仅次于单位的目的地。

3 相关人群行为及路径分析
1）时间短，距离短———老年人出行行为分析。
由于老年人身体状况、收入水平及生活需求的特殊性，出

行行为与工作人群有明显区别。部分家庭由老年人接送孩

子，故老年人的调查结果两极化明显：75％的老人只在小区附
近活动，２5％的老人会去较远的地方，通常是孩子学校（如图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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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老年人出行距离比例散点图
可以看出：由于体力等原因，老年人出行时间相对较短。调

查表明，老年人活动空间主要集中在生活小区附近，出行较远距

离通常是接送孩子。老年人出行时间多与早、晚高峰相错，主要

集中在上午 8：00 ~下午 13：00（如图 3 所示），与上班族出行时
段差异比较明显。通过对老年人出行目的、出行时间和出行距

离的综合分析可以看出：老年人的日常出行时长比较短，主要集

中在居住区或者学校的附近，而且生活购物出行占日常出行的

比重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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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老年人出行时间折线图
２）时间长，距离长———年轻人出行行为分析。
我们随机选取区域内的行人，追踪他们的步行路线并记录人

行走时的停留地点，现场绘制路径图，通过路径跟随实验研究本

区域环境对人行为的影响。除了进行实地调研跟踪，还采用了问

卷调查的方式。通过统计数据发现，在有孩子的上班族中，以私

家车接送孩子的占 3２. 43％，步行接送孩子的占 ２7. 03％（如图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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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家长选择交通方式比例条形图
综上，家长接送孩子主要考虑安全性和便捷性。让孩子就近

上学的家长选择步行接送，因步行出行既便捷又不会造成交通拥

堵；而让孩子跨区域上学的家长选择私家车接送，主要考虑孩子

的安全性。另，由于北京多数小学放学时间早于城市出行晚高

峰，故私家车出行可以满足便捷性这一点。

3）时间短，距离长———儿童出行行为分析。
这次调研重点探讨儿童及家长出行方式选择的影响因素，包

括儿童自身特征、家庭及其成员特征、城市交通与环境特征。小学

阶段学龄儿童处于出行有人陪同与无人陪同的过渡期，这类群体

出行距离多受外界影响，且各距离长度都有（见图 5）。其上下学
时间与城市交通高峰时段重叠，常引发区域性的交通拥堵或其他

社会问题。儿童的日常出行方式主要包括：步行、自行车、电动自

行车、公共汽车、出租汽车、小汽车、地铁等，基于此次调研中两所

小学的学生及家庭成员早高峰出行调查数据的研究，看出步行是

儿童最主要的出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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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学生出行距离比例饼状图
结果显示，家庭及其成员特征对儿童出行方式选择具有决定

性影响；现有城市公共交通无法满足儿童上下学的出行需求；家

长对学校周边的交通环境满意度较低，导致儿童上下学以个体出

行方式为主。

4 结语
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下一代教育质量的优劣受到

越来越多的重视。北京城市交通受到教育资源不均衡而导致的

压力。本文通过实地调研和调研问卷的方式，收集大量相关人群

出行行为信息，利用因素分析的方法，从学校选择、出行心理、出

行特征等方面进行研究。根据分析结果认为北京城市规划和教

育资源的不合理不但导致了上班族的“住—职分离”问题同时也

派生出学生群体的“住—校分离”，城市未来发展应了解到“下一

代”所带来的交通压力问题，充分考虑安全性、便捷性、高效性、经

济性等居民的心理情感要求，通过一系列政策导向和交通方面的

改善措施来解决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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