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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过剩通勤的相关特征及其形成机制 

作者: 刘望保 闫小培  

    在不改变目前城市结构的前提下，通过模拟居民的居住与就业区位的最优组合获取理论上的最小通勤，过剩通勤是实际通勤成本

与最小通勤成本之间的差值，它反映了城市通勤效率和潜力。利用线性规划函数，以广州市为例，利用2001年和2005年家庭调查问卷

数据，计算两年的过剩通勤分别为58.41%和44.74%，这部分通勤是可通过优化居住与就业的区位组合而理论上可节约的。过剩通勤与

家庭社会经济特征有关，尤其与家庭收入、户籍类型、住房产权和类型等密切相关，家庭结构分化和收入分化是产生过剩通勤的重要

原因。除受模型假设产生的误差影响外，过剩通勤的产生还受社会经济体制改革、城市规划与建设及个人的居住与就业偏好等因素的

影响；住房、国企和土地等相关制度的改革导致城市居住与就业空间重组、城市规划较少关注小区域范围内居住与就业的平衡、个人

的择居和择业偏好的变化，这些因素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共同对过剩通勤的产生和扩大产生重要影响。 

全文下载 

关键词： 过剩通勤；线性规划；居住与就业平衡；广州市；形成机制

 

  所内链接 | 友情链接 | 联系方式 | 网站地图 |    2005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版权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