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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社会追求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世界

经济的发展、人口的爆炸性增长以及生产生活方式

的无节制性使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量越来越

大，导致全球气温升高，对全球气候造成严重的影

响。为此，2010 年哥本哈根气候会议之后“低碳”一
词得到公众的广泛关注。所谓低碳就是指较低或者

更低的温室气体（二氧化碳为主）排放，而减排的最

好方式就是节能，除了提倡各企业进行节能减排之

外，更重要的是把“低碳生活”的概念植入居民的生

活中，其中居民交通出行的低碳化尤为重要。清华

大学交通研究所石京在《低碳经济与低碳交通发

展》中写到，一个家庭一年的碳排放总量有 10.002
吨，其中由于交通出行而产生的碳排放就达到

7.064 吨，居民排碳量最大的就是交通出行。所以，

本文主要通过问卷调查方式研究广东省居民交通

出行行为，分析影响居民出行的各种因素并据此提

出“低碳”的具体对策和建议。
此次调查是由暨南大学经济学院统计学系组

织的一次专门调查，选取了广东省的广州、中山、深
圳、珠海 4 个城市作为调查对象，这 4 个城市体现

了不同层次的经济水平和文化水平，能保证样本的

代表性和真实性。调查问卷主要包括被访者的交通

出行状况、“低碳”生活意识和对政府“低碳”政策的

认知程度，问卷调查的时间为 2011 年 2 月－2011 年

4 月，共收集有效问卷 1005 份，其中广州 400 份，深

圳 200 份，珠海 205 份，中山 200 份。通过分析，问

卷回收率较高，收集的数据真实可信，可以用来进

行分析研究。
一、居民交通出行的总体状况

根据居民出行的实际情况，我们在问卷调查中

将居民的出行分为公交、地铁、自行车及步行、私家

车、出租车和其他共 6 种方式（见表 1）。从表中数据

可以看出，不同城市的居民交通出行结构有一定的

相似点，即公交汽车都是最为主要的交通工具，都

超过 50%以上。在有地铁的广州和深圳，地铁是除

公交汽车以外最为重要的出行方式；在没有地铁的

珠海和中山，次重要的出行方式为最为环保的自行

车或者步行。可见，居民交通出行方式的选择受城

市背景、经济收入状况和低碳意识影响较大，下面

分别进行分析。
二、居民交通出行方式与城市背景的相关

性分析

（一）交通出行方式选择与居民所在城市背景

的相关性较高

对居民交通出行方式与城市背景的联系程度

进行检验。原假设为居民交通出行方式与城市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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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居民交通出行方式与收入水平对应情况统计表 单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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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联系程度无关。通过卡方检验得出的 χ2 值等于

158.43，p<0.001，所以拒绝原假设，认为居民交通出

行方式与城市背景的联系程度较强。
（二）交通出行方式选择与城市背景的对应分析

通过对应分析，结合 4 个城市的背景可以看出

居民出行的特点，除公交以外，各城市还有依赖于

城市背景的自身特点：

1.广州市民日常出行主要选择地铁。在广州亚

运会的推动下，地铁系统更为完善，地铁以其方便

快捷、相比于公交汽车较为舒适的乘座环境而受到

居民的青睐，所以广州市地铁使用率较深圳高。广

州是外来务工人员的集中地，人口密度高，市区道

路经常拥堵，乘坐地铁是最为高效的，可以避免堵

车的情况。
2.深圳市民主要选择地铁和私家车两类出行方

式。由于深圳是经济发达的特区，城市人口密度极

高，交通状况和广州相似，即比较拥堵，所以市民出

行时偏好选择地铁这种交通方式。但因地铁的网络

化程度不够，居民选择使用率低于广州。其次，由于

深圳市经济比较发达，私家车拥有率较高，所以，虽

然交通拥挤，选择私家车出行的仍占第 2 位。
3.珠海市民日常出行选择私家车的比例是最高

的。根据人均 GDP 指标数据显示，2010 年珠海居民

的水平较广州和深圳低，私家车的拥有率也较低，

由于珠海市人口密度低、城市交通极少出现拥堵，

反而使拥有私家车的家庭一般都选择私家车作为

日常出行的交通工具。但珠海没有地铁这种便利的

公共出行工具，居民多选择乘坐公交汽车，人数占

到被访者的将近七成，是 4 个城市中最高的。
4.中山市民日常出行主要选择自行车、步行和

乘坐出租车等出行方式。主要因为中山市居民 2010
年人均 GDP 较其他 3 个城市低，市民多数选择自

行车和步行此类花费较少的出行方式。另外，经济

发展水平低，私家车的普及率不高，在市民比较赶

时间时会选择乘坐出租车这一快捷的交通方式。中

山市出租车出行的比重是 4 座城市最高的，这主要

源于中山出租车非常方便，很少出现拦不到车或者

是出租车拒载的情况，其次是价格便宜，若是两三

人一起乘出租车，价格与乘坐公共汽车相当。
综合来看，因为公共汽车是发展最早的公共交

通方式，人们对其有一定的习惯性和依赖性，4 个城

市对公共汽车的偏好都是最高的，但同时 4 个城市

居民出行的方式深受各个城市背景的影响。
三、居民收入水平高低直接影响居民交通

出行方式
（一）居民收入水平对交通出行方式选择的影

响分析

被调查的 4 座城市的整体收入水平基本属于

正态分布，小于 1500 元的占 7%，1500～3000 元占

23%，3000～5000 元占 24%，5000～7000 元占 16%，

7000～10000 元占 13%，大于 10000 元占 17%。将居

民收入与居民交通出行方式进行对应统计，结果如

表 2 所示。

表 1 4 个城市居民交通出行情况统计表 单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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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居民收入水平与交通出行方式联系程度进行

分析，原假设为居民收入水平与出行方式无关。卡方

检验结果 χ2 值等于 106.96，p<0.001，所以拒绝原假

设，认为居民交通出行方式与收入水平有密切联系。
（二）居民收入水平对交通出行方式对应分析

我们将居民收入水平和交通出行方式选择进

一步作对应分析，在日常出行时：

1.低收入群体（<1500 元）主要选择自行车、步
行或者地铁。

2.中收入群体（3000～5000 元）主要选择乘坐公

交车。
3.中高收入群体（5000～7000 元）主要选择驾驶

摩托车、电单车等其他交通方式。
4.高收入群体（7000 元以上）主要选择驾驶私

家车。
综合来看，不同收入水平群体对出行方式所造

成的花费有不同的关注度，收入越低越偏向于选择

票价较低的公共交通工具或自行车、步行一类零开

销的出行方式；收入越高，越倾向于选择更为舒适

的出行方式，如私家车出行。显然，收入因素是一个

与“低碳环保”呈反相关关系的显著因素，收入较低

群体选择的交通出行方式与高收入群体相比更为

低碳环保，客观上为交通低碳出行做出了贡献。但

低收入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高收入与低碳才是我

们要达到的目标。目前高收入群体首选私家车出行

是一种无法阻挡的趋势，因此在大力推广公共交通

的同时，优先发展新能源汽车是“交通出行低碳化”
的一项重要战略。

四、居民低碳意识对交通出行方式的影响

（一）居民低碳意识对交通出行方式选择的影

响分析

根据对居民低碳意识的评分结果，将居民交通

出行方式与居民的低碳意识进行对应统计，结果如

表 3 所示。

对居民交通出行方式与城市居民低碳意识的

联系程度进行检验。原假设为居民交通出行方式与

城市背景无关。通过卡方检验，得出 χ2 值等于

29.10，p=0.0161<0.05，所以拒绝原假设，认为居民交

通出行方式与居民低碳意识不独立。
（二）交通出行方式选择与居民低碳意识的对

应分析

1.低碳意识综合得分很高（80～100），即低碳意

识很强的居民首选自行车及步行作为日常交通出

行方式，基于这两种均是零碳排放的出行方式。
2.低碳意识综合得分较高（60～80），即低碳意识

较强的居民在日常出行时主要选择公共汽车和地

铁此类公共交通工具，基于其碳排放系数略高于自

行车及步行。
3.低碳意识综合得分较低（40～60），即低碳意识

较弱的居民偏好于自己驾驶私家车或乘坐出租车

这类出行方式，而此类交通工具所造成的碳排放是

最高的。

4.低碳意识综合得分很低（20～40），即低碳意识

很弱的居民没有固定偏好的出行方式，基本是随兴

所至，应该源于其完全未考虑过交通工具的选择对

碳排放量的重要影响。
综合看来，居民低碳意识得分的高低即居民低

碳意识的强弱的确对交通出行方式的选择有显著

影响，居民出行的低碳程度与其低碳意识的强弱完

全成正相关。
五、交通出行“低碳”化的对策和建议

（一）根据不同城市的背景促进交通低碳化

在调查中发现，居民在选择交通工具的时候，

首先考虑的要素是便捷，其次是经济，再次是环保。
通过问卷调查，我们了解到公交是 4 座城市最主要

公共交通工具，居民对所在城市交通较为不满意的

是线路、班次和车费。但是，各城市又有不同的特

点，在广州，对于公交车班次不满意的达到 41%；在

中山和深圳最不满意的则是公交车的线路；而在珠

海，居民最不满意的地方是公交车的收费。对于广

表 3 居民交通出行方式与低碳意识得分对应情况统计表 单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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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深圳这样有地铁系统的城市来说，居民在对地

铁的不满意上集中于地铁线路上的缺陷，其次是地

铁较高的收费。据此我们建议根据不同城市的背景

促进交通低碳化，在经济发达的省会中心城市需建

立完善公共交通系统，缓解交通压力；生态型城市

可推广自行车或步行等零碳排放的交通出行方式；

总体上形成多种优质出行方式并存的交通系统，在

满足居民出行需求的同时达到低碳化目标。
（二）基于发展新能源技术的交通低碳化建议

居民的收入水平与选择出行的方式密切相关，

收入水平高与私家车出行相伴而生。4 个城市中深

圳市人均 GDP 最高，资料显示深圳的私家车保有

量也是 4 座城市中最高的。因此，随着经济的发展，

我们也无法阻挡私家车的发展趋势。而要达到“低

碳”的目标，就是让私家车变得更环保，措施包括大

力推广清洁能源和尽量推广新能源交通工具。推广

清洁能源，政府可采取给予一定的油费补贴的方

式；推广新能源交通工具，包括推广新能源公交车

和私家车 2 个方面来降低排碳量，核心是发展新能

源汽车。研究资料显示，传统燃油车每百公里二氧

化碳释放量（低碳程度）20.26 千克、燃料花费（运行

成本）66 元，而纯电动汽车每百公里二氧化碳释放

量（低碳程度）13.51 千克、燃料花费（运行成本）20.8
元，在低碳程度上新型电动车远优于传统燃油车，

花费又仅为传统燃油车的 1/3 不到，符合城市交通

低碳化战略的主旨。目前，推广新能源公交车的主

要瓶颈是公交场站匮乏，充电站等配套设施未能按

期建成投入使用，应加大人力财力的投入，尽快解

决这一难题。
（三）基于低碳意识显著影响的加大政府宣传

力度的建议

居民低碳意识与出行模式选择有着很显著的

关系，提高居民的低碳意识是推进低碳交通出行的

一个重要方式，这样加强宣传就成为一种非常重要

的手段。调查中发现，政府 2 年来着力推行的环保

政策之一的“低碳试点城市”政策，约有 45%的被访

者并不了解，说明政府宣传的力度广度还不够；居

民了解“低碳”概念的主要途径是较为传统的电视

和报纸，很少通过其他方式。因此，为提高居民的低

碳意识，政府在宣传方面还有很多事情要做。首先，

宣传途径要多样化。传统的电视和报纸媒体、新兴

的网络媒体都要重视，如博客、微博、QQ 和人人网

等都是有着很强传播能力的载体。其次，要注意宣

传方式。口号式的、标语式的宣传总是容易引起居

民的反感，选择合适的宣传角度，如可以形象生动

地为大众展示全球气候变暖对于居民的切身伤害，

让普通百姓感受到“低碳”生活的迫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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