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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the relevant elements of bike-sharing in Nanjing University of Information Science 
&Technology, we distribute questionnaires which relate to the status of using on bike-sharing ac-
cording to stratified sampling. Contraposing the collected data, we analyze the statistical distribu-
tion firstly, then we choose eight parking spots for sharing bikes. With the help of SPSS, we analyz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eight parking spots and the elements. In addition, we give out the 
conclusion of the behavior when students of NUIST using the sharing bikes and the corresponding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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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根据南京信息工程大学里共享单车的实际相关要素，依据分层抽样法发放了一份关于共享单车使用

情况的调查问卷。针对问卷调查所收集的数据，首先利用图表清晰直观地分析了各个数据的分布，之后

根据数据选取出八个共享单车停放点，利用SPSS分析这八个停靠点与其他相关要素之间的相关性，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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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信大学生在共享单车使用过程中行为的相关结论，并提出相应的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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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移动智能终端技术的提升及普及和网络的迅速发展，我们进入了“互联网+”时代，在出行领域，

结合互联网信息快捷传递，“久违”了的自行车以“共享”的方式重新登上大众的舞台。一夜之间，号

称解决“最后一公里”的共享单车比比皆是。截至 2016 年底，中国共享单车市场整体用户数量已达到

1886 万[1]，预计 2017 年底将达 5000 万，乱停乱放的现象也屡屡发生。显而易见的，共享单车方便了大

众的生活，那么，共享单车又是怎样满足我们的呢？我们的“共享单车习惯”又是怎样的呢？ 
在校大学生是活泼、乐于尝试新事物的代表，他们能更快适应共享单车融入他们的生活。且由于大

学校园的特殊性，这样的样本是具有代表性的[2]，所以为了了解共享单车的使用情况和向共享单车公司

提供更为人性化的建议及共享单车受众群体提供有效的参考，我们基于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浦口校区的地

理范围，对在校大学生制作了一个关于共享单车使用情况的调查问卷。在这个报告中，我们将详述该调

查问卷的设计理念和实施过程，针对所收集的数据解读南信大学生在共享单车使用过程中的行为。 

2. 调查说明 

2.1. 调查范围：南京信息工程大学(下简称南信大)本科生 

本科生作为学校的主体成员，是校园内共享单车的主要使用人。因此，对这一群体进行抽样调查，

即可有效地获悉共享单车在校园内的使用情况并进行分析。经查询我们可以得到总体数据，见表 1。 

2.2. 抽样方法：分层抽样 

关于校内共享单车的使用情况，考虑到不同年级的学生可能由于上课课时长短、参与校园活动频率、

个人时间的安排等方面的影响而存在差异，因此我们选择以年级为特征，对学生进行分层抽样，这种抽

样方法可以有效提高估计的精度，为组织实施调查提供便利。 
 

Table 1. Grade distribution of NUIST’s undergraduate students 
表 1. 南信大本科生年级分布 

年级 总人数 

大一 6195 

大二 4019 

大三 3620 

大四 3501 

合计 17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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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样本容量的确定 

1) 确定调查的估计精度[3]：绝对误差限度 d = 5%，置信水平 1 − α = 90%； 
2) 对总体方差的预估； 

( )2 1 0.25S P P= − =                                   (1) 

3) 以简单随机抽样方式及回答率为 100%的条件下计算初始样本量； 
2

0 2 2
2

11 dn
N z sα

 
= +  

 
                                  (2) 

4) 取 deff = 1 对样本容量[4]进行调整； 

0 268n n deff= × =                                    (3) 

5) 根据各年级人数进行分层：大一、大二、大三、大四各同学数量占总体的比例分别为 0.357、0.232、
0.209、0.202，因此取 n1 = 96，n2 = 62，n3 = 56，n4 = 54。 

2.4. 调查的具体实施 

关在本次调查过程中我们采取网络问卷与定向发放纸质问卷相结合的调查方法，网络问卷使用问卷

星网站完成并由同学们自愿填写，纸质问卷的收集采用随机发放交由同学自填而后收回的方式。在收集

完毕所有问卷后，我们以年级分层并取相应的样本量进行分析。 

3. 调查结果与分析 

回收问卷后，发现被调查样本的职业分布情况如图 1(a)，其中“南信大教师”、“硕士及以上学历”

及“其他”选项的数据在本例中认为不如本科生的影响显著。 
在校大学生每周使用共享单车的次数分布如图 2，可以发现有 78.38%的样本使用过共享单车，而“从

未使用过”的样本中来自本科一年级的样本占本科一年级样本总量的 31.7%，远高于其他三个年级，考虑

到本科一年的学生刚开始接触校园，对于校园的整体分布和出行习惯尚未形成，所以该部分出现从未使

用过共享单车的情况是真实存在的，其影响不如其他三个年级显著，但是需要尽量减少对本科一年级的

学生的抽样。 
故删除相关样本，进行初步数据筛选后共得到有效问卷 333 份，其中男女分布图 1(b)，符合上述最

小样本调查及分层情况的要求。 
我们认为每周使用共享单车 6 次以上的样本即为高频共享单车用户，该部分占据了 18.92%，他们对

于共享单车的熟悉度和依赖度非常高，后续的调查中应重点追踪该部分样本的共享单车使用情况，同时

0~6 次(含 6 次)的“低频”样本占据了超过一半的比率，是不可忽略的、具有高力度使用潜力的共享单车

服务对象。 
研究这两部分样本的情况并找出其共性，是后续问题的目标。 
针对“高频率用车地点”及“使用共享单车的原因”的调查采用排序的形式，可在 19 个选项中选择

至少 3 个依照使用共享单车的频率进行排序，并将最终结果根据选项平均综合得分进行排序，得到结果

如图 3，其中选项平均综合得分 C 的计算公式如式 4 (为显示简洁，省略求和符号上下标)，它反映了选项

的综合排名情况，得分越高表示综合排序越靠前。 

( )f w
C

n
×

=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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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Identity of the samples 
图 1. 调查样本身份特征 
 

 
Figure 2. Usage counts of sharing-bikes weekly 
图 2. 每周使用共享单车的次数 

 

 
Figure 3. Score of the sequencing question 
图 3. 排序题的综合得分情况 
 
其中，f 为选择频数；n 为样本量；w 为权值，由选项被排列的位置决定。例如有 3 个选项参与排序，那

排在第一个位置的权值为 3，第二个位置权值为 2，第三个位置权值为 1。 
根据回收的问卷中共享单车使用地点频率的综合得分排序，我们从中选取得分最高的前八个地点即

沁园、图书馆、文德楼、南门、明德楼、小东门、东大门和晖园进行更进一步的投放位置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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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查阅相关资料，我们运用 SPSS [3]软件，对这八个地点分别做与问卷中可能影响因素的相关性

分析，得到如表 2 所示的相关性分析表(因篇幅问题仅展示部分结果)。 
由表 2 可以看出，沁园与因放学而骑共享单车的相关系数较大，可以得到，在放学时沁园共享单车

的需求量较大，需要安排更多的车辆；与此同时，图书馆与因放学而骑共享单车的相关系数较大且与距

离的相关系数也较大，我们猜想这是由于图书馆地理位置较远，在选择共享单车服务时会考虑距离因素；

文德楼、明德楼与上下课和安全停车点的相关系数也较大，说明上下课时人流量多，共享单车的需求量

也随之增加，并且随着人流量增多，用户会更倾向于选择安全可靠的停车点；由于小东门，东大门是地

铁站回宿舍和教学楼的主要路线，因此上下课放学从地铁站回宿舍楼使用单车的频率较高，相关系数均

较大；晖园连接了硕园，东苑食堂，北门以及文德楼等关键地理位置，处于黄金地带，因此下课高峰期

共享单车的使用量增加，相关系数较大[5]。 
通过对表 2 的分析，不难发现，高频率骑车地点与性别、年级、使用频率的相关性极低，也就是说

在这一点上，男女、年级对高频率骑车地点的选择影响差异不大，可忽略；前八个最高与放学这个原因

还有下午五点后的时间段显著相关，说明最后一节课结束后是用车高峰期，大家会选择骑车去向不同的

地点[6]。 

4. 结论与展望 

在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浦口校区的本科学生中，已有近 78.38%的本科生使用过共享单车，未来将随着

大一新生对校园的熟悉和出行方式习惯的养成，以及共享单车公司的大力宣传和诱人的优惠活动，并且

凭借着共享单车自身租还便捷、绿色健康的特色进一步扩大其影响力和使用率。 
这样的趋势对于提供共享单车服务的公司必然是令人欢欣鼓舞的，对于我们未必不也是如此，使用

共享单车可以减少使用汽车排出的废气，同时有益身心健康，但其中暴露的问题是同样不容质疑的：共

享单车使用自由度较高，也带来了使用后乱停乱放、阻碍交通的状况[7]；共享单车零件被拆、车身二维

码被划花无法扫描的情况；高峰时段需求密集处“找车难”，低峰时段许多车堆积无人问津的现象[8]等。 
 
Table 2. Correlation analysis 
表 2. 相关性分析 

项目 性别 年级 使用频率 地铁站 上课 其他 放学 

沁 
园 

皮尔森(Pearson)相关 −0.038 0.006 0.078 0.107 0.126 0.145 0.276** 

显著性(双尾) 0.694 0.948 0.414 0.261 0.187 0.130 0.003 

N 333 333 333 333 333 333 333 

图 
书 
馆 

皮尔森(Pearson)相关 0.065 −0.098 0.045 0.145 0.145 0.140 0.193* 

显著性(双尾) 0.497 0.307 0.640 0.128 0.128 0.144 0.042 

N 333 333 333 333 333 333 333 

文 
德 
楼 

皮尔森(Pearson)相关 0.041 −0.043 −0.019 0.175 0.196* 0.149 0.212* 

显著性(双尾) 0.666 0.657 0.846 0.066 0.040 0.118 0.025 

N 333 333 333 333 333 333 333 

南 
门 

皮尔森(Pearson)相关 −0.035 −0.008 −0.055 −0.026 0.053 −0.035 0.184 

显著性(双尾) 0.718 0.933 0.564 0.786 0.584 0.716 0.053 

N 333 333 333 333 333 333 333 

*：相关性在 0.05 层上显著(双尾)。**：相关性在 0.01 层上显著(双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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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The willing to use sharing-bikes 
图 4. 使用共享单车的意愿情况 

 
如图 4 所示，有近 84.68%的本科生愿意走一段路来进行还车，更有 43.61%的本科生愿意无论走多远

(50 米以上)，都要将车停在安全合规的地方，所以也许我们可以降低共享单车“随时随地，随借随还”

的体验，宣传“多停车点、易停车、安全停车”，来减少城市交通不受共享单车乱停乱放、霸占机动车

道[9]等现象。 
根据本调查得到的数据及相关结果，我们发现寻找需求密集处和需求量之间的关系来对单车进行有

效调度以及行车路线的规划、在没有合规停车点的地方提出合理建议是行之有效的方法，以南信大为例，

使用频率较高的是沁园、图书馆、文德楼、南门、明德楼等，这些地点以居住(宿舍)、学习(教学楼)、饮

食(南门)的特点位居前列，可适当增加停车区域配合更高的车辆调度来满足需求，同时解决停车堵路的问

题。 
后面，我们将进一步根据学生个体的特殊性，收集上下课人流量等数据对停车点进行建模，一些企

业正在研究的“电子栅栏”项目可与停车点模型进行结合，在适当的地点设置“电子栅栏[10]”从而控制

停车。其次再把模型推广到居民区，为共享单车的高效使用、城市交通的快速畅通贡献自己一点微小的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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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共享单车使用情况调查问卷。 
 

共享单车使用情况调查问卷 
1. 您的性别：[单选题] [必答题] 

○ 男      ○ 女 
2. 您目前从事的职业： [单选题] [必答题] 
   ○ 其他 
   ○ 本科一年级 
   ○ 本科二年级 
   ○ 本科三年级 
   ○ 本科四年级 
   ○ 硕士及以上学历 
   ○ 南信大教师 
3. 您每周使用单车的次数： [单选题] [必答题] 
   ○ 从未使用过 
   ○ 0~6 次 
   ○ 7~12 次 
   ○ 32~24 次 
   ○ 25 次及次以上 
4. 您的学习/工作地点实在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浦口校区吗？ [单选题] [必答题] 
   ○ 是 
   ○ 否 
5. 请下列地点依照骑车的频率进行排序 [排序题，请在中括号内依次填入数字] [必答题] 
   [    ]东大门 
   [    ]小东门 
   [    ]南门 
   [    ]北门 
   [    ]小南门 
   [    ]文德楼 
   [    ]明德楼 
   [    ]滨江综合楼 
   [    ]硕园 
   [    ]晖园 
   [    ]沁园 
   [    ]文园 
   [    ]尚贤楼 
   [    ]大学生活动中心 
   [    ]图书馆 
   [    ]雷丁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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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气象楼 
   [    ]逸夫楼 
   [    ]其他 
6. 使用单车的原因 [排序题，请在中括号内依次填入数字] [必答题] 
   [    ]上课 
   [    ]放学 
   [    ]从地铁站回宿舍/教学楼 
   [    ]其他 
7. 您是否愿意走一段路来获得共享单车服务 [单选题] [必答题] 
   ○ 是 
   ○ 否 
8. 这个距离最远是多少？ [单选题] [必答题] 
   ○ 随走随看，有就会选择骑行 
   ○ 50 米 
   ○ 100 米 
   ○ 比 100 米更远 
9. 您是否愿意走一段距离将车停在安全/合规的地点 [单选题] [必答题] 
   ○ 是 
   ○ 否 
10. 这个距离最远是多少 [单选题] [必答题] 
   ○ 无论多远，符合交通法规才停车 
   ○ 20 米以内 
   ○ 50 米以内 
   ○ 50 米甚至更远 
11. 你最希望能够找到共享单车的地点？(最好填写三个地点以上) [填空题] [必答题] 
12. 多远的距离，会选择共享单车服务？ [单选题] [必答题] 
   ○ 步行五分钟以内 
   ○ 步行五到十五分钟 
   ○ 步行十五分钟以上才会选择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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