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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海德平衡理论的老年人出行态度转变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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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海德平衡理论,探讨了老年人公交出行行为及态度改变的机理. 基于老年人出行行为特性机理分析,
从平衡理论的视角,构建老年人公交出行的“P-O-X”三角平衡模型,研究老年人为获得良好的公交出行体验,在态

度关系链上选择比较容易改变的关系加以转换的平衡状态调整机理. 以北京市南磨房周边老年人为研究对象,开
展老年人公交出行行为和意愿调查,并建立老年人错峰出行意愿模型,量化分析非平衡状态与平衡状态转换过程.
结果表明:69%的老年人愿意通过调整公共交通出发时刻,将不平衡状态转化成平衡状态,可为老年人出行机动性

改善提供数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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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rip Attitude Adjustment of Public Transit of the Elderly
Based on Heider's Balance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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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ravel behavior characteristics with public transit and the mechanism of attitude adjustment
for the elderly were discussed based on the Heider's balance theory. 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of the
elderly's travel behavior characteristics, a P-O-X triangular balance model was established from the
viewpoint of balance theory to discuss the attitude adjustment mechanism in which the elderly would like
to choose the attitude that was relatively easy to adjust among the attitude relationship chain to obtain
better trip experience. A questionnaire of the elderly's travel behavior and attitude towards public transit
was carried out and the elderly's public transit staggered shifts willingness model was formulated to
quantitatively analyze the transition process between the imbalance and balance states. Results show that
69% of the elderly are likely to adjust their departure time to obtain better trip experience from the
imbalance to the balance states. The research can provide essential support to traffic programming to meet
the elderly's travel dem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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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中国进入老年化社会,老年人群体的出行

需求正在不断被激发出来,保持老年人的出行机动

性和安全性,满足老龄化社会需求的交通环境改善

就成为城市交通发展的重要课题. 然而,在现有的

路网供给条件下,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早晚高峰的

公共交通客流较大,老年人出行与高峰客流重叠,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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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行安全和舒适性均得不到有效保障,出行体验不

佳,处于一种不平衡状态. 是否可以通过采取一些

措施和交通政策,调整或释放具有一定的弹性的出

行,避免或者减少其出行时间与通勤高峰重叠. 相

对而言,因老年人的出行具备一定的弹性,早晚高峰

利用公共交通出行的老年人为获得更高的出行舒适

性和安全性,达到心理平衡状态,具备试图通过调节

出行时刻等因素,将不平衡状态转化成平衡状态的

可能. 其间,老年人在公交出行中态度的转变及其

机理成为老年人出行决策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是
关注老年人的社会心理,成为应对老龄群体出行需

求的一项重点.

1 研究回顾

老年人公交出行态度的改变涉及了老年人公交

出行机动性、错峰意愿和安全保障等方面内容. 国

内外学者从老年人的出行特性、机动性和安全保障

等方面开展了相关研究. 美国交通运输部交通分析

署和 Collia等利用 2001 年美国全国居民出行调查

数据,对比 19 ~ 64 岁人群与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群

的出行行为,解释了美国老年人出行动机、出行方

式、出发时刻以及出行持续时间和距离等问题,比较

了老 年 人 和 其 他 群 体 出 行 特 征 的 差 异[1-2] .
Farquhar[3]认为出行机动性和离开家到户外活动的

能力是老年人生活质量的 2 个重要的基础保障.
Hensher等[4]和 Garling等[5]研究了出行机动性与出

行需求、出行偏好及选择、日常出行方式之间的相关

性. Anu等[6]研究发现芬兰老年人出行的机动性受

收入情况、社会属性、健康状况以及年龄等诸多因素

的影响. 上述研究对理解老年人的出行行为、机动

性及其影响因素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参考,但由于中

国老年人的出行机动性对于公交的依赖要明显高于

小汽车,国内老年人的出行行为仍需进一步研究.
在错峰出行研究领域,杨晓光等[7]基于错峰出行机

理研究,建立了错峰上班的交通影响模型;陈小君

等[8]从行为经济学视角利用参照点依赖原理对“错
峰出行”政策进行分析. 上述错峰出行研究主要针

对居民的通勤、通学出行. 在老年人公交出行意愿

和出发时刻等领域,李丹洋等[9]开展了老年人公交

错峰调查,基于非集计理论建立了老年人错峰出行

行为模型. 张政等[10]和陈团生等[11]利用比例风险

模型,构建了老年人出行出发时刻选择模型,刻画老

年人在不同出行目的下对某时刻的选择概率.
现有的研究未体现在既有公交服务水平下,老

年人以及其他群体对老年人公交出行的社会心理,
尤其是老年人对公交出行的态度,以及态度转变的

机理和诱因(政策影响或者个人心态调节等),未能

定性定量解释不同出行目的等因素对老年人公交出

行决策(出行方式、出发时刻等)的影响. 20 世纪 50
年代,Heider[12]提出了平衡理论以描述人在社会中

心理动态的社会心理学理论. 他认为:决策时,每个

人或多或少会遵循一个心理法则———平衡理论. 当

感觉到平衡时,会产生积极的心理体验和积极的行

为;当人与他人及事物之间的关系处在不平衡状态

时,人会体验到不愉快,不愉快的体验可以作为一种

动机,驱使人调整影响平衡的某个因素,将不平衡状

态转化成平衡状态,达到心理平衡. 老年人公交出

行调整,实际是将不愉快的体验作为一种动机,试图

通过调节出行时刻等因素,将不平衡状态转化成平

衡状态. Woodside 等[13 - 14]利用海德平衡理论对购

物等消费行为进行研究,指出海德提出的认知平衡

理论只表现出了关系的方向,即定性描述,却没有对

这种关系的度进行定量的描述.
针对上述问题,基于老年人出行行为特性机理

分析,从平衡理论的视角,构建老年人公交出行的

“P-O-X”三角平衡模型,研究老年人为获得良好的

公交出行体验,在态度关系链上选择比较容易改变

的关系加以转换的平衡状态调整机理. 并以北京市

南磨房周边老年人为对象,开展老年人公交出行行

为和公交出行意愿调查,建立老年人公交出行意愿

模型,定性定量探讨老年人高峰时段公交出行态度

改变和平衡动态变化过程.

2 平衡理论及老年人公交出行机理分析

2. 1 平衡理论

2. 1. 1 平衡理论及因素关系判断分析

海德认为一切事物均由一个个实体( entity)和
联系实体之间的关系(relation)组成[13-14],在此基础上

建立了著名的三角平衡模型,即“P-O-X”三角. P-O-X
三角模型中,设主体本人为 P,他以外的其他人为 O,事
件为 X,三者构成了环状的封闭系统,如图 1所示[13] .

三角上各因素之间的关系依赖主体 P 的主观

判断,是由主体的认知和态度决定的. 主观判断包

含 2 个步骤,首先是关联性判断,确定各因素之间是

否存在着实际的或是隐含的关系,当因素之间存在

关联时,用 U表示;若没有关联,用 - U 表示,例如,
PUO表示主体和某人存在着某种联系. 其次,在关

联性的基础上,主体对因素做情感评价,包括主体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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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P-O-X模型因素间关系分析

Fig. 1 Relationship analysis of factors
of P-O-X model

 

其他 2 因素 O和 X 的态度倾向以及主体认为因素

O对因素 X 的态度倾向. 若态度倾向是喜欢的,用
L表示;不喜欢则用-L 表示. 例如 PLX 表示主体喜

欢某事件,O-LX表示主体认为某人不喜欢某件事.
完成关联性判断和情感评价之后,即可确定 P-

O-X三角上任意 2 因素之间的关系. 若 2 因素之间

具有关联性,且情感评价是喜欢,则关系为正,记作

+ 1. 整个 P-O-X三角系统因为因素间正或负的关

系呈现不同情况(见图 1). 当主体发现自己与所喜

欢的人对某一事物有共同的看法(见图 1(a)(b)),
或者是当主体发现自己与所讨厌的人对某一事物有

相反的看法(见图 1(c)(d)),此时主体的心理体验

是平衡的. 而不平衡状态就是:当主体意识到自己

与所厌恶的人对某一事件有同一看法(见图 1( e)
(f)),或是当主体发现自己与所喜欢的人对某一事

件有相反的看法(见图 1(g)(h)),此时主体体验到

心理上的不平衡.
2. 1. 2 平衡状态判断和调整

对图 1 中的 P-O-X三角关系是否处于平衡状态

进行判断,首先将三角上三边的关系按照正、负特点

分别取 + 1 或 - 1,将三角上所有 + 1 或 - 1 的值相

乘,若积为 + 1,则系统状态是平衡的,反之,则为不

平衡. 在 P、O、X三者之间,P-O的关系是最重要的.
P-O关系为肯定时,P、O、X 模型的平衡为强平衡

(见图 1( a) (b)),不平衡为强不平衡(见图 1( g)
(h));P-O 关系为否定时,P、O、X 模型的平衡为弱

平衡(见图 1(c) (d)),不平衡为弱不平衡(见图 1
(e)(f)) [13-14] .

海德认为,主体的不愉快的体验可以作为一种

动机驱使人将不平衡状态转化成平衡状态,人在调

整不平衡状态时,往往遵守“简化原则”,在态度关

系链上选择比较容易改变的关系加以转换,从而建

立新的平衡体系.

人转化不平衡状态时,有几种可行的方式:
1) 可以反转对三角上某一关系的情感评价方

向,由本来不喜欢到喜欢.
2) 将三角上某 2 个因素转变为无关联( - U),

使其成为需要重新确认关系的系统.
3) 区别归因,即把不平衡的三角上的某 2 个因

素之间的关系作新的归因,以避开原来二者关系的

特点,使整个系统恢复平衡.
综上所述,海德平衡理论中关于平衡状态的调

整,其实质上是一个态度的改变或移动过程. 从这

个角度看,平衡理论是描述态度动态活动的理论.
2. 2 老年人公交出行平衡状态判断及其调整

本文 P-O-X 三角系统中设老年人为认知主体

P,老年人以外的其他人为 O,公交出行事件为 X,这
三者构成了环状的封闭系统. 在老年人公交出行事

件中,存在 3 个态度关系,即老年人对其他公交出行

者的态度关系、老年人对公交高峰出行的态度关系

及老年人认为其他公交出行者对老年人公交高峰出

行的态度关系.
出于舒适性以及老年人安全性等因素考虑,其

他出行者 O还是希望在可能的情况下,老年人 P 能

够调整出发时间,避免出行时间与早晚高峰重叠,O-
X关系为 + 1(见图 1(a)(d)( f)(h)). 而老年人 P
对其他公交出行者 O的态度关系存在肯定和否定 2
种,分别分析不同 P-O 态度关系下,老年人公交出

行平衡的判断与调整.
老年人 P对其他公交出行者 O 的态度关系为

否定时,如图 1(d)(f)所示,老年人对其他公交出行

者的情感关系为不喜欢,表现为老年人只关心自己,
丝毫不考虑他人,体现为消极的关系. 图 1(d)和 1
(f)中 P-O-X模型分别为弱平衡和弱不平衡. 要实

现 P-O-X模型(见图 1(f))中的平衡关系调整,需要

改变老年人 P-O、P-X、O-X之间的态度关系,转化为

强平衡(调整 P-X,转换 P-O 关系)或者弱平衡(转
换 P-O态度关系).

当老年人 P 对其他公交出行者 O 的态度关系

为肯定时,如图 1(a) (h)所示,其平衡关系分别为

强平衡和强不平衡. 此时,老年人要摆脱这种不愉

快,可以有 3 种选择:
1) 老年人转换对年轻人的态度,认为应该享有

自由出行的权利,即通过转换 P-O 关系,由图 1(h)
调整至(d),达到弱平衡.
2) 采用区别归因的方式,转换 O-X 关系,其他

人认为老年人高峰公交出行对其无影响,由图 1(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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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至(b),达到强平衡.
3) 随着公交服务水平改善,老年人愿意采取非

高峰公交出行,即通过转换 P-X 关系,由图 1(h)调
整至(a),达到强平衡.

上述第 1)和 2)选择中,老年人的平衡状态调

整均不涉及交通出行变化,而对于第 3)种选择,老
年人改变对高峰出行态度,通过改变出发时刻以获

取平衡状态. 态度改变包括情感、认知和行为 3 阶

段. 老年人群体在公交出行过程中,享受车票免费

以及年轻人让座等一系列优先措施,从情感上喜欢

该群体,认知上从内心乐于与之保持一致,从而形成

与之一致的态度,在行为上表现为愿意调整公交出

行,从而实现平衡状态. 为此,论文利用海德平衡理

论,重点对老年人调整公交出行的意愿及影响因素

进行定性定量分析.

3 老年人出行调查与特征分析

为了分析老年人公交出行特性,开展了老年人

公交出行行为和意愿调查,以探讨老年人的平衡状

态判断以及调整机理. 问卷包含老年人的个人属

性、出行特性及公交错峰意愿 3 部分,并在北京南磨

房小区周边开展了相关调查,收回有效问卷400 份.
将老年人分为 61 ~ 70 岁、71 ~ 80 岁及 80 岁以上 3
个年龄段,对其出行行为特征进行对比分析. 其中,
60 ~ 70 岁和 71 ~ 80 岁老人分别约占 65%和 24% .
3. 1 出行目的

根据老龄群体出行需求分析,老年人出行范围

往往集中于家附近,活动目的也主要以购物、健身等

生活型活动为主. 如图 2 所示,老年人年龄越大,以
买菜、公园健身为目的的出行比例越高. 在缺乏机

动化方式的引导下,老年人对于更大范围的生活型

出行需求受到抑制.

图 2 不同年龄段的老年人出行目的分布

Fig. 2 Trip purpose distribution under different ages

3. 2 出行时间分布

22%和 27%的老年人每次出行的平均出行时

间在 1 ~ 2 h和 2 ~ 3 h,85%的老年人每次出行的平

均出行时间在 3h以内,如图 3 所示.

图 3 老年人出行时间分布

Fig. 3 Trip time distribution of the elderly
 

3. 3 出发时刻

如图 4 所示,老年人公交出行时间与城市交通

高峰存在一定的重叠. 其中仅 5%的老年人在 7:30—
8:00 出行,可见为了自我保护,老年人尽量避免高

峰时间出行,逐渐形成了老年人避开城市交通高峰

出行的现象,同时亦反映出现有交通服务体系对老

年人有诸多不适应之处.

图 4 公交出发时刻分布

Fig. 4 Departure time distribution of public transit
 

高峰出行的老年人出行目的如图 5 所示. 就医

的出行主要集中在 7:00—8:00,7:00—7:30 出行时

间段内,接送儿童上下学和就医分别约为 20%和

10% ,买菜、锻炼约为 65% . 7:30—8:00 出行时间

段内,出行比例为买菜和访亲会友的比例显著提高.
3. 4 出行意愿

鉴于老年人可免费乘坐地面常规公交,出行中

有年轻人让座等情况,改善和提高老年人早晚高峰

期间公交出行体验并非易事. 本文提出设置非高峰

老年人公交专座,以增加非高峰时老年人座位数,并
对此情况下老年人公交出行行为进行调查. 老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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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高峰公交出行意愿如图 6 所示.

图 5 不同出发时刻下的出行目的分布

Fig. 5 Trip purpose distribution under
different departure times

 

图 6 老年人公交出行意愿及出发时刻调整

Fig. 6 Off-peak willing of the elderly and
adjustment of departure time

 

调查结果表明,31%的老年人不愿意调整公交

出发时刻;69%的老年人表示愿意,其中 14%愿意

将公交出发时刻调整至 7:00 以前,55%愿意调整至

图 7 不同出行目的下的老年人公交出行调整意愿

Fig. 7 Off-peak willing of the elderly
under different trip object

早高峰后(10:00—16:00). 如图 7 所示,公园、访亲

会友等出行目的,更趋向于愿意改变出发时刻,而接

送儿童上下学、就医等则趋向于不愿意改变出发

时刻.

4 老年人公交出行调整意愿模型

通过意愿调查法,分析挖掘了老年人出行行为

特性规律和公交出行意愿,基于调查数据,建立老年

人公交出行调整意愿模型,为老年人平衡状态调整

定量分析提供基础.

4. 1 模型及标定

考虑到老年人公交出行调整意愿为肯定或者否

定二项选择肢,本文根据文献[15]建立的基于 BL
(binary logit)模型的老年人公交出行调整意愿模

型. 利用调查数据对模型进行标定,对代入模型中

的自变量进行筛选,经过模型检验,标定结果及模型

检验结果如表 1 所示.

表 1 模型标定结果

Table 1 Calibration of the choices model

参数 参数值 显著性

常量 2. 714 0. 022
年龄 - 0. 043 0. 005
公交出行时间 - 0. 494 0. 000
出行频率 1. 423 0. 004
家周边公交线路数 0. 148 0. 005
出行目的(接送儿童

上下学)
- 0. 320 0. 020

L(0) = - 2 147. 98; L( θ̂) = - 1 199. 86;
-2[L(0) - L( θ̂)] =1 896. 238,ρ2 =0. 441,ρ2 =0. 435

4. 2 结果分析

从表 1 的标定结果可以看出,年龄、出行时间、
出行频率、家周边公交线路数、出行目的与老年人是

否愿意错峰出行显著相关. 模型中所有变量系数均

取得理论上的符号,参数值为正,表明老年人倾向于

选择公交错峰出行模式;参数值为负,表明老年人不

倾向于选择公交错峰出行模式. 优度比 ρ2、拟合优

度比ρ2 达到 0. 2 ~ 0. 4,表明模型的精度较高.
通过建立的老年人错峰出行模型,并可预测老

年人公交错峰出行的意愿. 通过增加非高峰老年人

座位等系列提高老年人公交出行服务水平,69%的

老年人愿意通过调整公共交通出发时刻,将不平衡

状态转化成强平衡状态,如图 8 所示. 31%的老年

人不愿意公交错峰出行,如图 1(b)和 1(e)所示,但
因其他群体对老年人公交出行的理解与宽容,公交

系统服务水平的提高以及让座等行为,导致 O-X 关

系的转换,见图 1(e),系统实现弱平衡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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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P-O-X模型的新平衡状态

Fig. 8 New balance state of P-O-X model
 

5 结论

1) 老年人公交出行意愿调查结果表明公园、访
亲会友等出行目的,更趋向于愿意改变出发时刻,而
接送儿童上下学、就医等则趋向于不愿意改变出发

时刻.
2) 通过增加非高峰老年人座位等系列提高老

年人公交出行服务水平,69%的老年人愿意通过调

整公共交通出发时刻,将不平衡状态转化成平衡状

态. 研究结果可为老年人出行机动性改善提供数据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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