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调查责任编辑：刘 强 张译丹 文化新闻和特稿部电话：2360287712 2024年4月3日 星期三

京津冀协同发展这十年，交通一体
化始终走在最前方。高铁拉近了空间距
离，京津冀主要城市1.5至2小时通达交
通圈加快形成；京津冀三省市高速公路
总里程公里数过万，据悉已达全国平均
水平的2.7倍；京津冀道路客运联网售票
系统建设完成，乘客可以享受跨省购票、
线上退票、快捷乘车等服务……

对于天津居民来说，“家门口”的出
行方式就像是琳琅满目的自助餐，多样、
丰富、任选；那么，“家门口”的出行体验
究竟如何？居民有何出行需求和对未来
发展的企盼呢？本期“今晚调查”针对天
津居民的京津冀域内出行体验进行了专
题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324份。调查
显示，随着私家车普及、新能源车快速发
展，居民高度关注公路交通的发展速度，
并对围绕域内出行的整体生活方式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

举家出行跨城遛娃

早春的一个周末，陈女士和家人去

潭柘寺赏花。“我们三个家庭、三辆车一

起去的，出发之前通过微信群还做了分

工，每位家长都有不同的任务，尽量保证

全程都让孩子们吃好、玩好。结果那天

的天气风大扬尘，尽管花开得很漂亮，但

是大家的体验感却并不好。回来之后我

们就总结经验，说这次竟然没人关注风

向和风力，大家都太不细心了。有个朋

友突然说，也不是（这个原因），是（因为）

京津两地离得近、交通往来又方便，没人

把去北京玩儿当成旅行去认真准备。因

为这次赏花之旅不太成功，所以我们隔

了一星期又去了一次。这次天气就很

好，我们还在室外组织了野餐，孩子们玩

得特别开心。”

陈女士热爱旅游，在京津冀域内，她

常去的城市除了北京，还有秦皇岛，此外

还去过两次张北坝上草原。“我感觉，去

草原玩是年轻人和老年人多，家长们遛

娃还是愿意在近处，北戴河海滨、昌黎黄

金海岸什么的。有一年赶上短假期，我

在网上搜到唐山一家五星级酒店有客房

优惠，就带着孩子去住了两天。原本觉

得那边应该都是商务客人居多，没想到

去了之后才发现好多都是北京、天津的

家长，每逢周末都带着孩子出来玩。换

个城市换个环境，孩子有新鲜感，大人也

摆脱了家务事，算是全家休闲。”她说，等

孩子再大几岁，再考虑全家自驾去远一

点的地方，也许会去山东、辽宁的一些景

区看看。不过，京津冀“就在家门口”，谁

又能拒绝得了随时随地、说走就走的旅

程呢？

旅游是域内出行主因
最近一年里，受访者在京津冀区域

内 出 行 的 次 数 为 1次 到 2次 的 占
18.52%，3次至5次的占41.98%，20次以
上的占23.46%，其他区间的占比则较为
分散。

受访者在京津冀域内出行的首要原
因是旅游，占比为54.32%；受访者在京津
冀域内出行的次要原因包括探亲
（35.19%）、聚会（33.95%）、通勤（29.63%）、
访友（28.40%）、出差（27.16%）、办事
（24.69%）、求医（24.07%）等；亦有部分受
访者在京津冀域内出行是出于养老、遛
娃、教育、恋爱、就业等原因。

来自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的客流

监测数据显示，2023年，在天津接待的
外地游客中，河北和北京居前两位，占接
待外地游客总数的49.1%；河北和北京
也是天津游客的前两位目的地，游客合
计占天津游客外地出游总数的52.7%。
丰富的旅游资源把京津冀域内居民紧密
地联系在一起，也让域内出行成为日常
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交通便捷提升满意度
调查显示，48.15%的受访者决定在

京津冀域内出行时最看重交通便捷的因
素；受访者对环境优美（23.46%）、经济发
达（10.49%）、知名度高（8.64%）等因素的
重视程度较为有限；近一成（9.26%）受访
者因有域内常来常往的需求，对便利条
件不做要求。

近年来，近半数（49.38%）受访者在
京津冀域内出行的交通成本基本维持不
变；26.55%的受访者交通成本有所增长；
24.07%的受访者交通成本有所减少。在
京津冀域内出行，受访者主要依靠的交
通工具依次是高铁（53.09%）、私家车自
驾（37.04%）、出租车（36.42%）、顺风车
（32.72%）、普通列车（30.86%），其他交通
工具占比较低。

超六成受访者对京津冀一体化背景
下的交通出行情况持满意态度，其中非
常满意的比例（32.72%）略高于比较满意
（31.48%），高满意度体现了京津冀在交
通出行方面的先天优势，以及各地普遍
能提供较高水平的配套服务，确保出行
人群获得理想体验；23.46%的受访者表
示各城市交通出行的感受不可一概而
论，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仅有一成多受
访者持不满意的态度。

新能源车出行体验

32岁的胡先生曾在北京工作过一

段时间，后来考虑到定居需求，他又和

女友一起来天津发展。“在北京收入高，

但开支也大，攒钱、过日子还是在天津

更舒心。我倒不后悔去北京工作，北京

锻炼了我，让我有专业上的积累，包括

在天津的这份工作，也是当时认识的客

户介绍给我的。在北京工作时，每天通

勤时间很长，所以我对远距离通勤接受

度比较高。”

胡先生把房子买在了武清区，从家

里出发去工作单位要跨越五个区，车程

约一个半小时。大部分时间，他住在单

位宿舍，每周回家两三次，不至于很辛

苦。为节省开支，他把原有的私家车留

给了女友，而自己又买了一辆新能源车，

往返于家和单位之间。“她在武清区工

作，开车上下班、买菜逛街都方便。我这

辆新能源车买‘亏了’，入手一年就降价

了一万元，好在不用汽油，在单位充电不

收费，还是挺划算的。”

胡先生的老家在河北省，过年时他

开新能源车回老家，因为提前做了准

备，查好了沿途充电站，所以一路十分

顺利。可他按预定计划返津准备上班

时，又接到家里打来的电话，有些事需

要他临时赶回去处理。因时间仓促，他

需要当天往返，抵达老家后汽车的电量

已经频频报警。忙完家里的事，他预备

回津前先找充电站：“本来没觉得会有

什么麻烦，真正去的时候才发现离我最

近的两家充电站，一家暂停运营，一家

得排队等待；我开了半个小时的车才找

到第三家，结果那边充电特别慢，我不

想耽误时间，充得差不多了就先上路，

在高速路服务区又充了一次……确实

能感觉出来，老家那边虽然也设置了充

电站，但明显不像天津、北京这样便

利。如果大家开新能源车出去玩的话，

我还是建议关注汽车的电量和沿途充

电站的分布，不要存侥幸心理，不‘打

无准备之仗’。”

公路交通发展受瞩目
在近年来京津冀一体化的进程中，

受访者感觉哪种出行方式得到了显著发
展？包括私家车、出租车、网约车（跨城
顺风车）在内的公路交通发展最受瞩目，
占比近七成；包括高铁、普通列车、地铁
城铁在内的轨道交通发展也广受赞誉，
占比近六成；此外，还有两成多受访者认
为各地的绿色出行发展速度较快，值得
称道。其他选项的占比则较低。

近四成受访者在其他城市较为频繁
地乘坐公共交通，约三成受访者很少在
北京或河北各地搭乘公交车，两成多受
访者表示乘坐公交的频率需要参考具体
需求而定。相较于乘坐其他城市公交的
频次，京津冀交通一卡通在受访者中的
知悉率较高，超七成受访者接触过相关

资讯，其中未持有者（35.19%）占比超过
持有者（18.52%），另有21.60%的受访者
表示更习惯使用手机支付公共交通费
用。随着多元化的城市旅游方式崛起，
人们在其他城市的旅行代步方式也越来
越多样。公交并非旅行者的唯一选择，
但考虑到京津冀域内居民的流动性，城
市公交仍然是增进三地人员往来联系
的、不可或缺的交通工具。

出行便利将持续提升
在高频次的京津冀域内出行期间，受

访者遇到了哪些需要加以改善的问题
呢？调查结果显示，近四成受访者遭遇过
换乘不便、交通拥堵的问题，三成多受访
者认为交通开支仍然较高、部分地区站点
区间相隔太远，近三成受访者希望能够增
加具有风景观光属性的城际公路。

出于三地频繁的人员往来现状，约
六成受访者希望能够获得一定的交通补
贴，五成左右受访者更向往消费补贴和
旅游优惠，约四成受访者想要了解三地
是否有互相开放的免费景区，三成多受
访者希望获得更多的医疗、教育方面的
跨地域协作以及差旅住宿方面的优惠政
策。目前，京津冀域内居民在持实体社
保卡就医、乘坐公交地铁等方面已基本
实现互通互用；未来三地社保卡还将实
现跨省通用、一卡多用、线上线下场景融
合发展。据报道，未来的京津冀“一卡
通”将完成三地出行生活重点方面的场
景服务拓展，让“跨城”变同城，让“异地”
出行的感受成为无差别、同标准、共享互
通的“一家亲”。

三地出行 有啥建议
在本次调查中，我们向受访者征集

了京津冀域内出行的体验和建议。部分
答案汇总如下——
“节假日总抢不到票！”

“河北玩玩挺好，大酒店太少。”

“跨城顺风车一直涨价，有人发现

没有？”

“交通的确是方便，可玩的景点还是

不够多。”

“外地人来天津都玩得很开心，天津

人出门感觉哪儿都不如家里。”

“出行游玩地点大多是郊野，需要提

前预订住宿，环境和住宿体验不稳定。”

“有河北亲戚去北京看病，我都劝他

来天津，生活成本低，医疗水平一样高。”

“骑行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京

津冀有很多适合骑行的道路和自行车

租赁点。”

“高铁是我最推荐的出行方式，快

速、舒适且准时。建议大家多考虑高铁

出行。”

“天津人去石家庄玩的少，石家庄其

实挺好玩，赵州桥、正定古城，都可以领

略历史文化底蕴。”

“经常坐火车路过一些很美的风景，

可不知道平时要怎么去玩。希望有观光

公路，把一些未开发或者半开发的景区

连缀起来，造福自驾游人群。”

图为天津市北辰区天穆摄影协会成

员在河北涉县采风。

本报记者 张译丹

（注：本期调查通过掌上天津App、
腾讯问卷平台等网络渠道发放问卷并回
收数据。）

调查数据显示，天津居民选择京津冀地区出行较为频繁，旅游是出行的主要目的，交通便
捷是三地出行的“原生优势”——

京津冀出行感受如何

孙家旺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