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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 行程时间价值是交通设施投资评价与交通拥挤收费政策分析的一项重要基础参数,因此,基于国内外相关

研究文献系统性地归纳了其研究进展与困境,为进一步探索适用于我国的行程时间价值研究做出铺垫. 在此基础

上,重点介绍了行程时间价值的定义、理论、计算方法和影响因素等,对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最后,总结

了我国行程时间价值研究中应注意的问题,并对研究存在的问题和方向给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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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of Study on Valuation of Travel Time

SHAO Changqiao, CHEN Yi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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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Valuation of travel time as a basic parameter is important to transport facility investment
appraisal and traffic congestion toll policy analysis. This comprehensive review of existing studies at home
and abroad show the achievements and dilemmas to initiate a further exploration on valuation of travel
time applied in China. Based on the review, this paper emphatically introduced the concept, theory,
estimation methods, influencing variables which are significant for the study of travel time value. Also,
problems in measurement of travel time value were presented. Finally, the issues and research directions
were recommended, and attention that need to be paid to in the future study were also summar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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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行程时间价值( value of travel time,VTT)是交

通工程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参数,也是交通设施

投资效益分析和评价的基础. 研究表明,节省行程

时间带来的经济效益占交通运输项目收益的 25%
以上,最高甚至达到 80% [1鄄2] . 行程时间价值分析

对评价项目的效益和项目规模起着关键作用. 此

外,行程时间价值还是交通行为分析和预测的基

础[1] . 众所周知,居民的出行方式和出行路线不仅

受到可达性的制约,还与行程时间和出行费用有

关,构成了交通拥挤收费政策的基础[3] . 正是由于

上述重要作用,许多学者对行程时间价值展开了

持续性研究[2鄄12] .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私家

车拥有量不断增长,道路拥挤问题日益突出,公交

优先、拥挤收费等交通需求管理策略日益受到青

睐,作为评价上述政策的重要基础参数,行程时间

价值的计算方法也引起了人们的重视. 对行程时

间价值的研究不仅可为科学、合理地评价交通投

资项目的经济效益提供基础参数,还可为拥挤收

费等交通政策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相对于国外研究而言,我国对居民行程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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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的研究相对较少. 本文结合国内外研究成果,
对行程时间价值研究现状进行了总结,可为进一

步在我国开展行程时间价值研究提供借鉴和

指导.

1摇 行程时间价值的经济学理论基础

1郾 1摇 行程时间价值的定义

时间是一种特殊的资源,其本身是有价值的,其
价值体现在经济活动中. 人们的经济活动消耗的资

源不仅有物质资源,还有时间资源. 按照西方经济

学价值理论,所消耗的时间若用于生产活动中便可

创造商品价值,这是时间价值定义的本质. 研究者

从不同的角度给出了时间价值的定义:对于经济活

动而言,时间价值可以定义为由于时间的非生产性

消耗造成的效益损失量的货币表现[2];对于出行者

来说,时间价值可定义为出行者愿意为节省单位行

程时间所支付的金钱[5鄄6] . DeSerpa[5] 基于时间分配

理论对时间价值概念进行了研究,定义了 3 种时间

价值:第 1 种是作为资源的时间价值( value of time
as a resource, VTR);第 2 种是作为商品的时间价值

(value of time as a commodity, VTC);第 3 种是节省

时间价值(value of time savings, VTS),即从事某项

活动所消耗的时间小于期望时间而产生的时间价

值. 研究中也指出了行程时间价值是一种节省时间

价值,这一概念被广大研究人员所接受[1,7] .
总结这些定义,行程时间价值是节省交通出行

时间、提高行程时间利用效率所能带来的经济效用,
可用关于时间和工资的函数简单表示为

V = U(T,I) (1)
式中:V 为行程时间的效用; T 为可用时间; I 为

收入.
1郾 2摇 行程时间价值经济学理论基础

行程时间价值的理论基础是新古典经济学的时

间分配理论. 其从单个消费者经济行为的角度,阐
述了行程时间价值的经济学含义. Becker[7] 首次提

出用时间分配理论来计算时间价值,通过假设个人

的活动受到时间和收入的约束,得到了时间价值等

于工资率的结论. Johnson[8] 在 Becker 工作的基础

上,将时间划分为工作时间、行程时间和休闲时间 3
类,得出了行程时间价值低于工资率的结论,并对工

作行程时间价值和非工作行程时间价值进行了讨

论. DeSerpa[5]则首次清晰地对时间价值给出了经

济学解释,明确了行程时间价值是节省时间价值.
Becker 和 DeSerpa 的工作奠定了时间价值的理论基

础. 该理论可用式(2) ~ (5)描述.
效用函数

V = max
pi,ti

U = U(pi,tL,ti) (2)

约束条件

pi + wtw + pL = I + Ia 摇 [姿] (3)
ti + tw + tL = T摇 [滋] (4)

ti逸ti 摇 [ki] (5)
式中:pL 为用于购买“商品冶的费用,元;pi 为选择出

行方式 i 的费用,元;tL 为休闲时间,h;ti 为选择出

行方式 i 的行程时间,h;w 为工资水平,元 / h;tw 为

工作时间,h / d;I 为工资收入,元 / d;Ia 为非工资收

入,元 / d; ti 为选择出行方式 i 出行的最小消耗时

间,h; T 为可用时间,h;姿 为收入乘子,表示收入的

边际效用;滋 为时间资源乘子,表示时间的边际效

用;ki 为活动 i 减少的时间带来的边际效用,称为时

间节约边际效用.
拉格朗日函数为

L = U(pi,tL,ti) + 姿(wtw - pL - pi) +
滋(T - tL - ti - tw) + ki( ti - ti) (6)

一阶条件为

鄣U
鄣pL

= 姿 (7)

鄣U
鄣tL

= 滋 (8)

鄣U
鄣ti

= 滋 - ki (9)

按照 DeSerpa[5]的定义,VTT 为

ki

姿 = 滋
姿 - 1

姿
鄣U
鄣ti

(10)

式中:
ki

姿 为愿意支付的 VTT; 滋
姿 为 VTR; 1

姿
鄣U
鄣ti

为

VTC.
为了应用上述理论框架研究时间价值及人们的

出行行为,研究人员推导出效用函数表达式[9],应
用一阶泰勒展开式

U抑c + 鄣U
鄣x x + 鄣U

鄣pi
pi +

鄣U
鄣ti

ti (11)

来表达近似效用函数. 式中:c 为常数项;x 为与选

择方式有关的特性变量.
把式(7) ~ (9)和约束条件(3) ~ (5)代入式

(11)整理得到

Vi = c - 姿pi - ki ti (12)
根据上面的推导,可得到

VTTi =
ki

姿 =
鄣Vi / 鄣ti
鄣Vi / 鄣pi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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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13)给出的时间价值是在假设行程时间和出行

费用的边际效用为常数的基础上得到的. 在这种假

设下,时间价值为常数. 而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时
间价值并不是常数[9鄄10] . 这意味着效用函数要比线

性函数复杂得多,也为时间价值的理论研究拓展了

新的方向.

2摇 行程时间价值的计算

各国学者在时间价值度量和计算方面做了大量

的研究工作,给出了不同的计算方法. Becker[7] 基
于时间价值分配理论,提出用工资率估计时间价值.
英国学者 Wardman[4] 对时间价值的研究进行了汇

总,认为小时工资率可用于确定时间价值. 文献

[11鄄12]基于效用函数理论,给出了行程时间计算模

型. 除此之外,我国的研究人员也对行程时间价值

计算方法进行了研究[13鄄15] . 总结国内外的研究,行
程时间计算方法主要有以下 3 种.

1) 工资率法(或收入法)
工资率法假设节省行程时间可以用于工作而生

产出更多的产品. 因此,行程时间价值可用平均工

资来估计,等于年平均工资除以年平均工作时间,即

VTT = INC
T (14)

式中:VTT 为行程时间价值,元 / h;INC 为个人年均

收入,元 / a;T 为个人年均工作时间,h.
由于节省的行程时间通常不会完全用于工作,

故由式(14)计算的行程时间价值是偏高的. 针对这

点,世界银行南亚地区报告建议行程时间价值可用

城市居民工资的 40% ~ 50%来估计. 更多的研究认

为,行程时间价值与出行者从事的活动有关,应用工

资率法估计行程时间价值时,应考虑出行目的、行程

时间、出行者特性、行程时间的灵活性和出行条件等

来进行修正,行程时间价值约为工资率的 20% ~
100% [1,16鄄18] . 还有文献[1,14]对工资率法提出了

质疑,认为边际工资率是不可观测的,平均工资率只

是行程时间的一个粗略估计.
2) 费用法

费用法假设出行者是理性的且对行程时间价值

非常敏感. 因此,对于出行者来说,行程时间和出行

成本可以相互替代,即在起讫点确定的条件下,出行

者会选择“费用较高、行程时间较短冶或“费用较低、
行程时间较长冶两者之一的出行方式. 从这个角度

考虑,行程时间价值可以用以上 2 种方式的出行费

用与出行时间节省量的比值

VTT =
C2 - C1

t1 - t2
= 驻C

驻t (15)

来表示. 式中:C i 为采用出行方式 i 所消耗的费用,
i = 1,2;ti 为采用出行方式 i 所消耗的时间,i = 1,2.

根据经济消费理论,如果节省的出行费用和出

行时间的比率高于一定值,出行者会更加不在乎出

行时间的延长而放弃较为快速(例如开车出行)的

出行方式,转而选择经济实惠但耗时长的方式(例
如公交出行) [12] .

文献[19]基于私家车出行费用调查数据对行

程时间价值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出行目的、行程

时间的节省等对行程时间价值影响较大,等待时

间或步行时间是导致时间价值计算误差较大的

原因.
3) Logit 方法

假设个人选择出行方式 i 时所获得的效用为

Ui,根据效用最大化理论,选择方案 i 的条件为

Ui > U j,坌j屹i,j沂A (16)

将 Ui 分解为非随机部分 Vi ( xi) (称为固定效

用)和随机部分 着i(称为随机效用),并假设

Ui = Vi(xi) + 着i (17)
则个人选择出行方式 i 的概率为

pi =
exp[Vi(xi)]

移
j沂A

exp[V j]
(18)

代入式(12)可得出出行方式 i 的时间价值. 更为一

般的,假设固定效用函数为费用和时间的线性函数

Vi = 茁0i + 茁1ipi + 茁2i ti (19)
则可得到行程时间价值为

VTT =
鄣Vi / 鄣ti
鄣Vi / 鄣pi

=
茁2i

茁1i
(20)

Logit 模型是研究和估计行程时间价值最常用

的方法[1,11鄄12] . 该方法可通过调查出行者的意愿揭

示出行者的偏好,并应用统计分析方法计算行程时

间价值. 因此,该方法又称为意愿支付法. Logit 模
型的计算结果受到众多因素(如出行者收入、出行

方式舒适度、行程时间、出行费用)的影响,如何选

择模型变量是应用该方法的关键.
研究者们围绕着 Logit 模型参数估计方法、模型

变量选择、时间价值估计等进行了大量研究,并取得

了众多成果[3,17,19鄄23] . 例如,文献[20鄄21]应用混合

Logit 模型估计行程时间价值,文献[3,17,22鄄23]则
对行程时间价值进行了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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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摇 行程时间价值影响因素

3郾 1摇 行程时间价值影响因素

行程时间价值影响因素研究主要分为理论研究

和实证分析. 理论研究主要是基于时间分配理论,
通过建立不同条件下的时间约束和收入约束,研究

时间价值的影响因素. 文献[7,9,24]提出了时间

(工作时间与行程时间)对个人活动的影响,建立了

相应的分析模型;文献[1,7]从理论上分析了行程

时间、个人社会经济特征对时间价值的变异影响.
实证分析则通过实验方法,应用调查数据来验证不

同的因素对时间价值的影响[4鄄5,25鄄27] . Wardman[4] 研

究了 GDP、出行距离、出行目的对行程时间价值的

影响,指出行程时间价值每年增加 1% ,则相对于出

行距离的弹性系数为 0郾 2;通勤的行程时间价值比

以娱乐为目的的行程时间价值高 25% . 文献[28鄄
31]研究了行程时间随机性和可靠性对时间价值的

影响,认为行程时间可靠性是影响出行方式和出行

路线选择的重要因素.
时间价值原本是一个经济学的概念,在分析人

的行为时间价值问题上,存在更多不确定性因素.
从实际的出行情景中提炼对行程时间价值影响较大

的因素,对其进行定性定量分析,并用于模型修正,
能够使行程时间价值的估计值更贴合真实情况. 目

前,理论研究成果已经颇为丰富,实证分析考虑的侧

重不同,不够全面且少有验证. 通过研究上述文献,
可以总结出影响行程时间价值的主要影响因素有:
出行者特性、出行特性、出行方式与服务水平、经济

发展水平和出行可靠性,具体如下.
1) 出行者特性. 其主要包括出行者性别、职

业、家庭结构(有无孩子)、收入(家庭收入)、是否拥

有驾驶证、是否退休(有无工作)、是否拥有私家车、
居住位置、居住区人口密度等因素. 此外,出行者健

康状况也是影响行程时间价值的重要因素.
2) 出行特性. 其主要包括出行目的和出行距

离. 出行目的主要有上下班、上下学、送(进)货、出
差、购物、文化娱乐、看病、探亲访友等. 一般而言,
商业行程时间价值高于通勤出行;工作行程时间价

值高于娱乐出行;出行迫切性和重要性高的行程时

间价值要高于普通行程时间价值[5] . 此外,出行距

离的长短影响节省的时间价值.
3) 出行方式与服务水平. 不同出行方式的行

程时间、费用、舒适度与服务水平之间有较大差

异[1,5,32],这些差异导致了行程时间价值随出行方式

和服务水平的不同而变化. 以往的研究往往关注行

程费用和时间等因素的影响,而对舒适性等服务水

平差异的影响研究较少. 近年来,出行方式的舒适

度(服务水平、道路拥挤程度)对时间价值的影响日

益受到关注[33] .
4) 经济发展水平. 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会

影响该地区居民的消费水平,特别是 GDP 的增长与

生产效率的提高会导致行程时间价值的增加[5,34鄄35] .
此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也会导致不同地区出

行者的时间价值不同[5] .
5) 出行可靠性. 早期的研究往往把出行可靠

性作为出行方式和出行路线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来

考虑. 随着人们对时间价值的认识和重视程度越来

越高,研究人员提出了用出行可靠性价值来分析出

行可靠性对出行的影响,并日益受到关注[28鄄31] . 出

行可靠性价值在一定程度上度量了行程时间可靠性

对出行者的影响,也反映了出行者对可靠性的重视.
3郾 2摇 行程时间价值影响因素的修正

影响行程时间价值的因素较多,有些是线性的,
有些是非线性的. 已有的研究主要考虑了影响因素

的线性影响,对非线性影响研究较少. 在已有的研

究中,出行效用函数表示为费用和时间的线性函数,
影响因素对模型的修正也主要考虑了线性影响的部

分. 如何量化并考虑因素的非线性影响是需要进一

步研究的内容.
从影响因素修正的角度来看,式(19)中,茁0i、

茁1i、茁2i分别代表出行方式 i 的服务水平参数、费用参

数、时间参数. 文献[14]指出,应考虑出行者经济水

平的影响,将函数修正为

Vi = 茁0i + 茁1ipi + 茁2i ti + 茁3i fi( s) (21)
f1( s) = 琢11 ln s + 琢21

f2( s) = 琢12 s2 + 琢22 s + 琢32

f3( s) = 琢13 s + 琢

ì

î

í

ïï

ï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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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式中:茁3i为经济水平参数;fi( s)为出行方式 i 的出行

效用关于出行者收入水平 s 的函数;i = 1,2,3 分别

代表出行方式为小汽车、公共交通、自行车或步行;
琢1i、琢2i、琢3i为收入的待估参数.

对修正模型的应用,可根据调查数据采用最大

似然估计法[24] 进行标定,估计出各修正因子的值,
再代回式(20)计算出不同出行方式的时间价值.

除此之外,对一些对行程时间价值影响较大的

因素(例如拥堵、出行可靠性、行程时间的随机性

等)的研究依然停留在定性分析阶段,如何考虑并

量化这些因素的影响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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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郾 3摇 行程时间价值特点

根据行程时间价值影响因素及已有的研究成

果,可归纳出以下行程时间价值的特点[1,2,5] .
1) 双效用性. 双效用性是指出行影响因素对

时间价值具有双重影响作用. 当出行能给出行者带

来愉悦时,则产生正效用,时间价值增加;相反,当出

行者满意度较低时,则产生副效用,时间价值就降

低. 同样,距离适中的出行可能产生正效用;长途出

行容易造成疲劳,产生副效用. 双效用性特点决定

了在分析行程时间价值时应考虑交通设施提供的服

务水平、出行可靠性、出行距离等[1,5] .
2) 动态性. 动态性是指行程时间价值随时间

变化的特性. 随着 GDP 的增加和生产效率的提高,
居民收入水平相应增加,导致居民行程时间价值增

加. 因此,以时间价值为基础的道路收费政策也应

随之调整以满足交通调控的目的[1,9] .
3) 区域性. 区域性是指不同地区由于经济发

展水平不同而存在差异. 一般而言,经济发达地区

的居民行程时间价值明显高于不发达地区. 不同区

域文化差异也是导致行程时间价值差异的原因. 因

此,要谨慎处理行程时间价值模型和结论的可移植

性问题.
4) 不唯一性. 行程时间价值受到出行者特征、

出行特性等因素的影响,不同出行者的时间价值是

不一样的[1,5](有的文献称为非同质性);出行价值

的目的性、双效用性、区域性等特点也决定了行程时

间价值不是单一的. 因此,在实际应用中,应考虑其

分布特点,特别是不同出行群体的时间价值[36] .
行程时间价值的特点与其影响因素密切相关.

因此,在研究和应用时间价值时应充分考虑时间价

值的特性以及对决策的影响.

4摇 结论

国外对行程时间价值的研究起步较早,研究成

果比较成熟. 总结国内外已有的研究成果,特别是

国外分析行程时间价值时考虑的影响因素,可为在

我国开展行程时间价值研究提供很好的借鉴. 归纳

起来,以下问题值得注意:
1) 研究的方法. 已有研究主要是基于效用最

大化理论,该方法的一个重要假设是出行者是“理
性人冶,对出行情景是完全了解的. 该理论难以刻画

出行者面临的实际行程时间、出行费用的约束影响.
此外,私人小汽车进入我国普通居民家庭时间不长,
私人小汽车拥有者往往过多依赖小汽车这种出行方

式,其出行行为难以用“理性冶描述.
因此,应考虑出行者选择不确定性的研究方法,

使出行时间价值估计更切合实际.
2) 争论性问题. 尽管国内外学者对时间价值

的研究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但至今还没有给出一

个统一的定义,在实际应用中仍有些问题存在争议.
例如:已有研究强调节省时间对经济的影响,而对节

省时间量(出行距离)的影响研究较少;不同群体的

行程时间价值的计算应有所区别,比如货车驾驶人

和销售人员的行程时间价值应与上班通勤人员的行

程时间价值计算有所不同. 对于前者,其出行和工

作是相同的,建议用时间成本法更好;对于后者,则
支付意愿法(Logit 方法)比较适合.

3) 建立出行链情景. 已有研究往往是针对单

目标出行或者单一出行方式的情景,而出行链情景

下的时间价值研究还是空白.
在出行链情景下,出行目的或出行方式可能不

只一个,其影响因素则更加复杂. 建立出行链情景

能够全面统一地考虑更多情况,还原出行者在面对

选择时的实际感受,对研究出行行为和出行时间价

值有很大帮助,建议进一步研究.
4) 影响因素. 在引入国外研究成果的时候,应

当注意以下影响因素.
首先,考虑到我国经济相对于西方国家还很落

后,各个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地区间时间价值差异

较大,区域性研究结果可移植性不高,因此,各个区

域的经济文化对行程时间价值的影响需要更多实证

研究.
其次,不同群体收入差距相对较大,因此,对不

同收入群体需要分别分析,然后再确定其时间价值.
再次,政府补贴、单位交通补贴等也会对行程时

间价值有所影响,而过往研究中并未加以考虑. 例

如,北京公共交通补贴使得地铁成为既廉价又节省

时间、出行可靠性高的出行方式,依据地铁出行数据

计算的结果难以反映出行真实的时间价值;同样,单
位提供交通补贴或报销燃油费也影响了行程时间

价值.
另外,在我国交通拥堵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出行

可靠性和服务水平对出行方式选择起着重要作用.
已有研究发现,当出行者使用的出行方式可靠性越

高,其时间价值越高. 而分析行程时间价值与可靠

性时间价值两者关系的研究还停留在理论探索阶

段,仍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此外,步行时间、候车时间和换乘时间对出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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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选择影响较大,也缺少定量分析,如何在模型中考

虑上述因素影响也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5) 结果验证. 尽管国内外学者对行程时间价

值理论和方法进行了大量研究,但对其结论的正确

性很少检验. 由于行程时间价值往往是根据调查数

据和模型计算得到的,难以验证其可靠性,所以多数

的实证研究往往基于具体的 SP( stated preference)
或 RP( revealed preference)数据展开,缺乏相互验

证,因此,建议未来研究更多地考虑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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