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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以改善行人交通,自行车交通,公共交通为核心目标的绿色交通体系在国内外得到

了广泛的关注。成都市为缓解环境问题和交通压力也积极倡导绿色交通,鼓励大家使用共享单车。

随着共享单车的普及,我们基于绿色交通视角下调查了它对城市交通出行方式的影响。以成都市为

例,分析共享单车的出现对城市交通的影响,共享单车的出现是否有效减少了私家车的使用,增加了

使用绿色交通出行的次数,最后分析出使用共享单车出现的问题以并提出改善措施,为绿色交通的

发展提供借鉴。 

[关键词] 绿色交通；共享单车；城市交通出行 

 

1 绪论 

1.1研究背景。近年来,从国家到地

方各个层面都在打造人性化的交通空间,

将“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绿色交通”提

到了国家政策的层面,在城市交通规划中

要树立行人优先的理念,改善居民出行环

境,倡导绿色出行,转变过度依赖小汽车

出行模式。成都市为了发展绿色交通,鼓

励共享单车上市,带动公共交通发展,减

缓交通堵塞压力。共享单车作为一种绿色

出行方式,在节能减排,减少私家车的使

用量,环境交通压力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由于共享单车兴起和发展时间较短,学术

界对其研究主要从共享经济视角切入,内

容集中在经济现象描述、法律监管、使用

意愿影响以及出行时空特征研究上,也很

少研究私家车转向共享单车使用的转移

率对推动绿色交通的发展有哪些具体的

推动作用。曹旭东在研究生论文中谈到了

共享单车对城市交通出行的影响,是共享

单车的出现增加了城市慢行交通出行的

次数和结构。本文在结合他人研究的基础

上深入研究共享单车的发展是否有效减

少了私家车的使用,以成都为例,对共享

单车用户进行问卷调查,分析出共享单车

对人们出行方式选择的影响,总结出共享

单车对成都绿色交通发展是否有显著的

促进作用。 

1.2研究目的。本研究的目的是通过

对成都市共享单车用户进行问卷调查,

分析出共享单车对人们出行方式的影

响。在共享单车的广泛使用过程中是否

有效的减少了私家车的使用,增加了公

共交通的使用,对人们出行效率是否得

到了提升,是否促进了绿色交通的发展,

这些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的探讨。并且

在共享单车在发展中还出行了许多问题,

特别是规范停车和交通方面带来了巨大

的影响,这些问题有效的解决是促进共

享单车更好发展的保障。 

1.3研究意义。本研究的贡献在于利

用问卷调查的数据,结合现场询问,基于

成都绿色交通发展现状,将共享单车对

绿色交通的发展的促进作用进行整合分

析,思考共享单车的影响是否在未来绿

色交通发展中依然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并且提出共享单车未来相应发展建议,

这对于绿色交通发展重点具有一定的指

导作用。本文通过借鉴国内外共享单车

发展规划建设的经验,提出因地制宜的

发展规划建议,研究结果可对未来共享

单车研究或实践发展提供范例支撑。 

2 研究内容 

2.1问卷调查设计。为了深入了解共

享单车出现后对成都绿色交通发展是否

有促进作用,在初步的调查研究了解影响

居民出行方式选择因素有哪些。再设计问

卷调查,通过微信、QQ、微博等社交平台

收集成都市居民使用共享单车的相关数

据。本次调查问卷主要内容有：被调查者

的基本情况；对居民使用共享单车出行行

为特征的调查(出行目的、骑行时间等)；

共享单车出现后对交通方式选择的调查；

居民使用共享单车出行环境条件的调查；

居民对共享单车发展提供建议。 

2.2样本分析。在540份有效问卷中,

从使用共享单车的年龄看,受访者大多

数比较年轻,95%的受访者年龄都在

18-45岁之间,未成年占14.81%；从职业

类型看,受访者中接近1/2是学生,其次

是企业工作人员和其他工作人员各占

25.93%和22.22%。从共享单车使用者个

人收入来看,由于数据来源主要是大学

生或者刚毕业的学生,收入低于3000的

使用者占62.96%,29.62%的使用者收入

3000-8000,7.41%的使用者收入超过

8000。综合以上数据可知,被访者中使用

共享单车的人群大多数都是年轻人,以

学生为主,被访者普遍收入不高,月收入

水平高低对共享单车出行方式选择有间

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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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共享单车出行特征分析。由问卷

中描述性回答的总结得出：共享单车使

用者主要是学生和企业工作人员。虽然

共享单车并不能成为绿色交通出行系统

的全部,对于由私家车拥有者转向共享

单车的居民数量较少,但是它确实能减

轻城市交通的拥堵,促进绿色交通的发

展,特别是在城市“ 后一公里”的行程

中,共享单车具有更大的便捷性,在环境

的影响上共享单车比私家车或者公交车

影响更小。由图表可知,43.59%受访者认

为共享单车的使用对乘坐公交车有影

响,82.05%受访者是将共享单车代替步

行,主要是因为单车有效减少了到公交

站点或地铁站的时间,是居民到公交站

台或地铁站的 佳方案。大多数受访者

在短距离出行时,可能会选择共享单车

而不是私家车或者出租车。 

2.4共享单车对城市交通出行方式

选择的影响分析。问卷在 后的问题中

询问了受访者使用共享单车代替了哪些

交通出行方式。通过问卷分析得出在使

用共享单车出行中,用户们主要将共享

单车与公交车或者地铁相结合来使用,

也会有较多的受访者出行时全程都用共

享单车。当用户们将共享单车与其他交

通方式结合使用时,利用共享单车代替

步行节约了很多时间成为乘坐地铁或公

交的接驳工具。通过分析软件总结出用

户的出行链的变化： 

①共享单车还没出现时的出行方

式：使用“地铁和共享单车”出行的用

户在共享单车未出现前,他们主要靠步

行到地铁站或者由地铁和公交相结合的

方式出行。由此可见,选择使用地铁和共

享单车这种组合方式出行的用户,主要

用共享单车替代步行和公交车,在整个

出行链中完成地铁站末端的接驳。②选

择“共享单车和公交车”这种组合方式

出行的用户,主要用共享单车替代步行。

用户出行链方式的变化说明了共享单车

主要代替了步行和公交车两种方式,服

务于公共交通的末端接驳,减少了步行

时间或使用绿色交通的时间,方便了居

民出行使用绿色交通,促进了居民选择

绿色交通的出行方式。如图所示,使用私

人交通工具的居民转向使用共享单车的

居民较少,说明共享单车的兴起并没有

减弱居民对私有交通工具的依赖。在非

上下班出行中,距离不是特别远的情况

下,由于共享单车面临时间压力较小,更

多居民为了节约或者保护环境等一系列

原因,更愿意选择共享单车；在中距离下

出行者可能会利用共享单车作为接驳工

具转向使用公共交通,在长距离出行情

况下私家车使用者不会放弃使用私家车

而使用共享单车。 

3 规划建议 

3.1共享单车作为新型短距离出行

方式,已经成为绿色交通发展中不可忽视

的部分。结合上述调查研究的结果,共享

单车虽然在公共交通末端接驳起着至关

重要的作用,但是对小汽车用户转向共享

单车的使用影响较小；虽然共享单车的出

现,方便了人们乘坐地铁或者公交有效促

进了人们更多的选择公共交通出行,但是

整体并未达到实现绿色交通的目标。我们

在推行共享单车的同时,要如何促进绿色

交通的发展,让更多使用私家车的居民愿

意选择共享单车或者公共交通的出行方

式？通过对共享单车的规划研究发现：上

海市南码头路街道将共享单车的停放区

在不影响城市交通和市容市貌的前提下

进行科学规划,合理布置停放区,人行道

及人行道的树之间设置自行车停放区,并

且对停放区位置规划,根据停放区内车辆

停放方式和设计指标,对单车停放区存

量、停放区面积设定。如果要在人行道上

设置共享单车停放区,宜靠近非机动车道

外侧布置,人行道路的宽度不能小于3.5m,

或者设置后行人有效通行人行宽度不得

少于1.5m。 

3.2综合共享单车的规划和建设的

成功案例,对成都共享单车规划提出的

相应建议是： 

(1)规划部门应从布点均衡性全局考

虑,规范企业投放单车数量和地点,鼓励

企业将单车着重投放公共交通不便利的

地区,在交通枢纽或商场等对单车需求量

多的地方加快配套设施的规划建设。(2)

政府和企业应该加强合作,创新停放监管

手段,加强单车停放基础设施建设,帮助

企业完善电子设施,建立更精确的电子围

栏规范用户停放行为。(3)将天府通等其

他公共交通支付方式用于共享单车支付

或者成立换乘优惠方案,逐步实现共享单

车与公共交通的无缝对接,方便了居民使

用单车作为接驳工具,提升了单车使用的

信用,规范用户文明用车。 

4 总结 

本文基于问卷调查的数据,通过

SPSS软件分析得出的表格信息做了以下

总结：共享单车兴起之后,对成都绿色交

通发展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改变了绝

大多数居民出行方式,以前人民主要依

靠公交车、地铁或者私家车,但是现在随

着共享单车的普及,人民在短距离出行

上更愿意使用共享单车,在中距离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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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工程造价体系并不完善,导致工程造价各方面的控制出现很多问题。工程造价应在政府经

济法律和行政手段进行控制,从而完善工程造价的管理体系。本文主要针对于工程造价管理的重要性及

存在的问题和解决措施进行论述。 

[关键词] 工程造价；重要性；分析 

 

1 工程造价的含义 

工程造价的含义主要包括两方面：

(1)工程造价指建设一项工程预期开支

或实际开支的全部固定资产投资费用。

显然,这一含义从投资者业主的角度来

定义。投资者选定一个投资项目,为了获

得预期的效益,要通过项目评估进行决

策,然后进行设计招标、工程招标,直至

竣工验收等一系列投资管理活动。在投

资活动中所支付的全部费用形成了固定

资产和无形资产。所有这些开支就构成

了工程造价。工程造价就是工程投资费

用,建设项目工程造价就是建设项目固

定资产投资。(2)工程造价的另一层面是

指在工程建设的全过程在工程征收用地

费用、工程建设的机械设备租赁费用、

施工人员的费用、投资竞标中的费用等

构成了工程建设的总费用。工程造价的

深层意义是通过经济市场特殊商品交易

而达成的合作交易, 后由市场形成体

现出来。 

2 工程造价在各阶段实施的重

要性 

工程造价的决策阶段是工程建设的

重要阶段,工程的决策 重要的是初期

研究阶段,针对于要投资的项目进行可

行性研究和调查,通过将投标的工程进

行设立一套完整的预测投资报告和方

案。影响工程造价的因素有很多,例如外

界的气候因素、市场经济因素、各地区

域的政策因素等造成工程造价预测不稳

定的原因。针对于决策期的因素影响,

企业应做出准确的判断,提高企业经济

效益。工程造价的图纸设计在工程的设

计阶段发挥着重要作用,根据工程建设

的原材料和建材的价格波动、机械设备

情况、施工人员等情况进行总费用的估

算数据,通过图纸精确比例设计出来。工

程造价的图纸设计是工程建设的核心工

作,然后针对图纸的设计通过专业技术

人员反复的审核与评定。加强施工前设

计方案的管理制度,初步设计、深入设计 

们出行可能会将共享单车作为接驳工具

将共享单车和公共交通结合使用；在长

距离出行中,共享单车很难影响私家车

或者出租车的使用。虽然共享单车对于

城市绿色交通的发展带来一定的促进作

用,但是随着共享单车的出现也跟着出

行了一系列问题,我们需要在以后的研

究规划中对共享单车或者绿色交通的发

展做出整体有效的规划,让绿色交通的

发展更符合人们的需求,对环境保护更

加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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