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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扎根理论的城市居民绿色出行行为
影响因素理论模型探讨
　
杨冉冉　龙如银

摘　要：绿色出行对缓解由机动车尾气带来的城市环境污染具有重要影响。引导城市居
民形成常态化和主动化的绿色出行行为已成为必须有效解决的重大课题。借鉴扎根理

论，对深度访谈资料进行三级编码，构建城市居民绿色出行行为影响因素的理论模型。结

果显示，出行者属性、出行者心理意识、出行特性、交通工具特性、社会规范、制度技术情境

等六大因素构成城市居民绿色出行行为的主要影响因素。

关键词：绿色出行行为；扎根理论；理论模型；心理意识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城市汽车保有量快速增加。截至

２０１３年底，我国汽车保有量达１．３７亿辆，是２００３年汽车保有量的５．７倍，其中３１个城市

的汽车保有量超过１００万辆，北京市超过５００万辆（京华时报，２０１４）。城市汽车保有量的快

速增加带来的大量尾气排放已成为城市空气环境污染的重要来源。在我国交通拥堵比较

严重的城市，机动车所排放的气态污染物以及颗粒污染物占城市大气污染物的比例高达

４０％ ～６０％，同时机动车所排放的污染物在城市总污染源中的比例正以每年２％～３％

的速度递增（北京晚报，２０１０）。２０１３年，雾霾成为我国年度关键词，同时也几乎成为我国环

境污染第一词。这一年，我国遭遇史上最严重雾霾天气，雾霾天气几乎常态化，全国平均

雾霾天数达２９．９天，波及２５个省份，创５２年来之最（中国网，２０１３）。中科院发布的“大气

灰霾追因与控制”专项研究结果表明，雾霾中有４类有机组分，其中主要来源于汽车尾气

的羟类有机颗粒物占１８％。以北京为例，机动车尾气排放为城市ＰＭ２．５的主要来源之

一，约占２５％。

鉴于此，我国相关部门提倡居民绿色出行，且绿色出行理念已宣传多年。例如，我国

把每年的９月２２日定为“中国城市无车日”，许多城市也已开展诸多相关活动。但目前对

于绿色出行的宣传和引导，多呈现“动员式”特点，很少有系统化的长效激励机制和创新性

的制度设计，居民的绿色出行行为没有得到有效、常态化的引导。因此如何将绿色出行理

念转化为城市居民的自由选择和自觉行动是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旨在对绿色出行

行为的影响因素及内在机理进行探究，为政府制定针对性的促进城市居民绿色出行行为

的引导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一、文献述评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于城市居民出行方式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并得出了较

为一致的结论，出行方式的影响因素主要被归纳为出行者特性、出行特性和交通工具特性

三个方面（Ｂｏｗｍ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０：１；宗芳等，２００７：４８），其中出行者特性主要包括出行者的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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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行特性主要是指出行距离&

出行目的&耗时性&出行紧迫性&出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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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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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工具特性

则主要是指出行的安全性&舒适性&便利性和经济性
"万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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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有关绿色出行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却不多见#相关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国外方面#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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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人认为在气候变化背景下#影响年轻人出行方式意愿的决定性因素主要有驾驶的欲望&价值观&自我

形象&社会感知和对交通方式的情感态度#同时#虽然他们意识到气候变化#但对出行方式和气候变化之

间的关系的认识仍然不够%他们宣称尽管现在有部分人选择远离小汽车#采用环境友好型出行方式#但

并不是因为气候变化#而是被迫的
"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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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学者许芳等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将居民绿色出行

行为的影响因素归纳为绿色出行行为理念&家庭属性&交通管理水平&出行方式服务水平&出行特性等五

个方面
"许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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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黄树森等人结合北京市的研究#提出出行者属性&交通特性&出行时间和出

行地区特性为居民绿色出行行为的主要影响因素
"黄树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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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发现#专门研究城市居民绿色出行行为这一变量范畴的文献还很少见#关于各

影响因素对绿色出行行为的作用机制#现有的研究文献在一定程度上缺乏深入研究%因此#本文在国内

外学者研究基础上#针对城市居民绿色出行行为进行研究#探索影响城市居民绿色出行行为的主要决定

性因素及其作用路径%

二&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一$研究方法

由于绿色出行行为属于一个全新范畴#目前理论界还缺乏相应的成熟研究#即还没有成熟的测量量

表和理论假设#特别是中国理论界的研究还不多见%进一步说#绿色出行行为这一议题还不完全清晰#

需要进行探索性的质化研究%鉴于此#本文采用扎根理论"

S(%<&*'./%(

4

$方法#对原始定性资料进行

系统分析和归纳#使之概念化和范畴化#然后通过持续比较&进一步浓缩#在各个概念&范畴要素之间建

立联系#最终形成理论框架%扎根理论的具体步骤主要包括开放式编码"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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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流程如图
N

所示%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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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根理论研究流程图

"二$数据收集

基于扎根理论这一探索性的质化研究方法#本文利用开放式问卷对代表性城市居民进行一对一的

深度访谈%在深度访谈中#我们采用问题聚焦访谈法#即访谈者在访谈中通过建立参与性的对话方式#

引导访谈对象从自身角度出发#将访谈内容聚焦于访谈主题
"岳婷等#

67N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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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将一对一的深度访

谈时间设定为
N

个小时左右#以给访谈对象提供相对充分的思考时间和表达余地%在正式开展访谈之前#

访谈者首先向访谈对象说明访谈的主题和注意事项#并做交流讨论%本文所用访谈提纲如表
N

所示%

"三$样本选择

基于扎根理论和研究目的#本文采用理论抽样的方法选择访谈对象
"王建明等#

67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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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质化研

究要求访谈对象对访谈主题有一定的理解和认识#我们将访谈对象限制在本科及以上学历&对绿色出行

行为有一定认识&思维活跃&信息丰富的
67

"

AC

周岁的中青年个体%同时#依据理论饱和准则#本文共

选择
O6

个访谈对象#其基本信息如表
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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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访谈提纲

访谈主题 主要内容提纲
基本信息 年龄&性别&收入水平&学历&职业&家庭结构&私家车拥有量

对绿色出行的认知
及绿色出行现状

您对绿色出行有什么看法2 为什么需要绿色出行2

您认为绿色出行的主要表现形式有哪些2

您本人或者您家人&朋友&同事中有没有践行绿色出行的2

绿色出行行为的
影响因素

您觉得居民为什么做不到绿色出行2

您认为要把绿色出行从理念转变为居民的自觉行动主要影响因素有哪些2

表
$

!

访谈对象基本信息

分类 人数 比例 分类 人数 比例
性别

年龄

男
NM C=2O]

女
NA AO28]

67

"

O7

岁
N6 O82C]

ON

"

AC

岁
67 =62C]

职业

大学学生
A N62C]

教师
N6 O82C]

公司职员
N7 ON2O]

政府人员
= NM28]

收入水平

学历

N2C

"

O

千元
6 =2O]

O

"

C

千元
= NM28]

C

千
"

N

万元
NA AO28]

N

万元以上
N7 ON2O]

本科
NL CL2A]

本科以上
NO A72=]

家庭结构

私家车
拥有量

独居!合租
M 6C27]

夫妻户
NA AO28]

夫妻小孩!老人户
N7 ON2O]

7

辆
M 6C27]

N

辆
N= C727]

6

辆及以上
M 6C27]

三&研究数据分析及模型构建

将访谈记录进行整理#我们得到近
C

万字的访谈记录%然后随机选择
6

1

O

"

66

份$的访谈记录进行

扎根编码分析#另外
N

1

O

"

N7

份$的访谈记录进行扎根理论饱和度检验%在扎根编码过程中#我们严格依

据
,>()<$$^T%(:#&

的扎根编码技术程序进行操作#以保证研究的信度和效度
"

,>()<$$

#

NLL7

$

%同时#为

了避免编码者个人偏见对编码结果的影响#提高编码的客观性和科学性#本文在编码时采用编码小组讨

论和专家咨询相结合的方法%

"一$开放式编码

开放式编码过程中#首先是对访谈资料的译码#要求对原始资料进行逐字逐句的编码&标签和登录#

以通过持续比较分析获取初始概念%其中标签选择时#我们尽量采用访谈对象的原话#并从中直接命名

概念或抽取相关概念#以尽可能消除编码者个人偏见影响%为深度挖掘城市居民绿色出行行为的影响

因素#本文对访谈记录中比较简单的以及过于模糊的回答予以排除#最终共得到
C77

余条原始语句及相

应的初始概念%由于初始概念数量庞杂且相互之间存在一定程度上的交叉#笔者选择重复频次在
O

次

以上的初始概念进行范畴化%同时剔除个别前后矛盾的初始概念%表
O

反映了本文对原始访谈记录的

概念化和范畴化的过程#范畴化的结果即为城市居民绿色出行行为的相关影响因素%本文最终得到
O6

个初始概念和
6C

个范畴%由于篇幅限制#本文对每个范畴仅选择有代表性的原始访谈记录语句和初始

概念予以罗列%

"二$主轴编码

主轴编码就是发现和建立各个概念范畴之间的各种联系%主轴编码中#研究者每次只对一个范畴

进行深度分析#围绕这个范畴进一步探索相关关系#分析每一个范畴在概念层次上是否存在潜在相关关

系#因此称为(轴心)或(主轴)%通过主轴编码#本文最终梳理出六大范畴%出行者心理意识+++对应范

畴环境认知&责任感知&行为感知'社会规范+++对应范畴群体压力&面子因素&社会风气'出行特征+++

对应范畴出行距离&出行目的&出行耗时&出行紧迫性'交通工具特性+++对应范畴安全性&便利性&经济

性&舒适性'制度技术情境+++对应范畴城市交通管理制度&奖惩机制&宣传教育和公共交通系统完善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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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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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编码过程

原始访谈记录中的代表语句 概念化 范畴化
现在的环境污染问题基本上都是因为能源过度使用造成的 能源环境影响认知

现在雾霾越来越严重#国家应尽快着手解决 环境危机意识
环境认知

节能减排&保护环境每个人都有责任#绿色出行行为很有意义 责任感知 责任感知

个人的小举动不会给整体能源环境改善带来什么贡献
但如果个人不注重自己的能源使用习惯#节能减排无从谈起

行为感知 行为感知

如果家人都要求我不开车#我会考虑不开车 家庭内部人员影响

大家都在开车#我为什么不开呢 社会群体行为影响
群体压力

有钱又有车#你还选择去挤公交#别人会认为你脑子有问题 面子因素 面子因素

总的来讲#现在全社会还没有形成节约环保的风气 社会氛围

现在哪个官员出去没有专车#还是大排量的#我们老百姓还讲究什么呢 官员表率
社会风气

如果目的地距离我出发的地方很近#我一般会步行或者打车 出行距离 出行距离

如果我去超市购物#而且东西很多#我就会开车去 出行目的 出行目的

上班坐公交车要
N

个小时#开车才
67

分钟#我当然选择开车 出行耗时 出行耗时

如果赶时间#肯定不会去再去排队等公交 出行紧迫性 出行紧迫性

一般上下班我都是坐地铁#准点&安全系数高 交通工具的安全性 安全性

自己开车#说走就走#时间由自己把控#更方便 交通工具的便利性 便利性

我出门基本都是坐公交或地铁#省钱 交通工具的经济性 经济性

坐地铁&公交太挤#特别是上下班高峰时#不是特殊情况不会考虑 交通工具的舒适性 舒适性

路上人行道&自行车道都被小商贩&小汽车占满了#还怎么绿色出行 出行路况

现在路上太堵了#公交车也没有专用道#怎么着出行都不方便 交通管理水平

城市交通管
理制度

我开不开车#政府又不会罚我或奖励我#干嘛操心那么多 奖惩机制 奖惩机制

电视报纸上的一些公益广告会让我关注自己行为对环境的影响 环境知识宣传教育

如果有组织深入居民小区宣传绿色出行行为#大家可能会更关注 绿色出行相关宣传
宣传教育

离我们家最近的公交站点都要有半小时步行距离#太远了#而且收班早 公共交通站点建设

现在公交地铁都挤不上#如果大家都不开车了#公交地铁还不挤爆了 公共交通设施建设

现在公交路线设置不合理#有些地方好几路车#有些地方就一趟没有 公共交通线路设置

公共交通系统
完善性

我和我爱人都有车#基本不会考虑出去挤地铁或者坐公交 私家车拥有量 私家车拥有量

年轻的时候喜欢开车#不考虑成本#现在会考虑了
现在不管那么多了#就想享受享受#现在不享受以后就动不了了

年龄 年龄

我觉得男性都不喜欢挤公交#开车多有感觉 性别 性别

收入高了#能买车了#我肯定就开车出行 收入水平 收入水平

这个不受职业影响吧#什么职业只要有车你还不开啊 职业 职业

学历高的人可能会更注意环保吧 学历 学历

我们家有
O

岁的孩子#出门开车方便 家庭结构 家庭结构

"三$选择性编码

选择性编码也称核心式登录#是指从主范畴中挖掘核心范畴#系统建立核心范畴与其他范畴之间的

联结关系%本文通过对主范畴和其他范畴与绿色出行行为之间关系的分析#建立其联结关系如图
6

所

示%我们确定(城市居民绿色出行行为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这一核心范畴#围绕这一核心范畴#将

其与其他范畴之间的联结关系确定为出行者属性&出行者心理意识&社会规范&出行特性&交通工具特性

和制度技术情境等六大因素影响城市居民的绿色出行行为%其中出行者属性和出行者心理意识是内

因#直接影响城市居民绿色出行行为#本文将其界定为前置因素%而社会规范&出行特性&交通工具特性

和制度技术情境等四个情境因素是驱动强化因素#其影响前置因素与行为之间关系的方向和强度%本

文将此联结关系架构定义为城市居民绿色出行行为影响因素模型%

"四$理论饱和度检验

理论饱和度检验是指在不获取额外数据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某一个范畴特征#以作为停止采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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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绿色出行行为影响因素模型

鉴定标准
"

V)$$#&

+

/(/>)52

#

677C

!

NC=

$

%本文的理论饱和度检验用预留的
N

1

O

的访谈记录进行%结果显示#

模型中的范畴已发展得足够丰富#对于城市居民绿色出行行为的六大范畴均没有发现新的范畴和关系#

主范畴内部也没有形成新的构成因子%因此#我们认为本文所构建的绿色出行行为影响因素理论模型

在理论上达到饱和%

四&模型阐述

从模型中#我们可以看出#影响城市居民绿色出行行为的主要因素包括出行者属性&出行者心理意

识&社会规范&制度技术情境&出行特性和交通工具特性#但具体影响因素对于绿色出行行为的作用机

制&影响路径不同%下文将对此进行具体阐述%

出行者属性是城市居民绿色出行行为的内因#即前置因素#因不同的属性使得出行者表现出不同的

行为态度和具备不同的行为能力#直接影响绿色出行行为的产生%

根据行为心理学和行为教育学原理#心理意识决定行为动机#出行者的心理意识决定其心理偏好#

进而促进行为的发生#因此出行者的心理意识也是其产生绿色出行行为的前置因素%在先前的一些研

究中#许多学者认为心理意识等同行为#但目前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心理意识与行为之间的不一致

问题#即意识不等于行为#有相应的意识不一定产生相应的行为%本文从深度访谈中发现#心理意识与

绿色出行行为之间的一致性取决于心理意识的强弱%如果城市居民对于绿色出行行为的意识很薄弱#

那么其实施绿色出行行为的可能性则几乎为零%另一方面#本文从深度访谈中得到启发#出行者心理意

识的强弱又取决于其心理意识的形成方式%如果出行者的心理意识形成来自于亲身感受或出于个人情

感#则其心理意识会很强#而如果来自于书本说教和硬性规定#则其心理意识就会相对较弱%

出行特性和交通工具特性是影响城市居民绿色出行行为的内部情境因素#是绿色出行行为的驱动

因素%社会规范和制度技术情境是影响城市居民绿色出行行为的外部情境因素#是绿色出行行为的强

化因素%笔者通过深度访谈和扎根分析发现#内部情境因素和外部情境因素对于前置变量与行为之间

的关系存在调节作用%但因调研样本在年龄和学历方面存在一定限制#故本文重点讨论情境因素对意

识+行为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从深度访谈中我们发现#调节效应受到意识强弱的影响#当城市居民的

心理意识较弱时#情境因素的调节效应就会相对较强%另一方面#调节效应也受到情境因素强弱的影

响#当情境因素的强度很强时#其调节效应也会相对较强#反之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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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基于扎根理论研究得出#出行者属性&出行者心理意识&社会规范&制度技术因素&出行特性和

交通工具特性为城市居民绿色出行的主要影响因素%其中出行者属性主要包括性别&年龄&学历&职业&

家庭结构&收入水平&私家车拥有量'出行者的心理意识主要包括环境认知&责任感知&行为感知'出行特

性主要包括出行目的&出行距离&出行耗时&出行紧迫性'交通工具特性主要包括舒适性&便利性&经济性

和安全性'社会规范主要包括社会风气&面子因素和群体压力'制度技术情境主要包括城市交通管理制

度&奖惩机制&宣传教育和公共交通系统完善性%

本文的理论贡献主要在于!"

N

$系统探索了城市居民绿色出行行为影响因素的内涵构成#界定了绿

色出行行为的前置因素"出行者属性和心理意识$&内部情境因素"出行特性和交通工具特性$和外部情

境因素"社会规范和制度技术因素$%"

6

$构建了城市居民绿色出行行为影响因素的理论模型#梳理了城

市居民绿色出行行为的形成机理#提出出行者心理意识与绿色出行行为之间受到情境因素的调节作用%

这一模型证实了
S<)

+

&)&%

等学者提出的
19T

理论
"

S<)

+

&)&%/>)52

#

NLLC

!

68

$

%但本文在其基础上拓展

了内部情境因素#并依据扎根理论获取了每个因素的具体构成因素%"

O

$本文提出的心理意识因素&社

会规范因素和制度技术因素丰富了绿色出行行为的研究视角#其中社会规范因素中的面子因素和社会

风气作为中国文化催生的特有情境因素#在国外相关文献中还没有被涉及%

同时本文结论同样具有重要的管理实践价值%为有效引导城市居民绿色出行#实现居民绿色出行

的常态化和主动化#相关部门制定引导政策时应考虑以下四个方面!"

N

$通过多种方式加强绿色出行的

传播#切实提高城市居民的环境认知&绿色出行责任感知和行为感知等心理意识'"

6

$增加绿色出行宣传

教育的形式#提高城市居民对于绿色出行的相关认知'"

O

$设计系统化的绿色出行奖惩机制#使得城市居

民绿色出行常态化&自觉化'"

A

$完善城市交通管理制度#优化出行结构#提高公共交通系统服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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