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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rban brain can coordinate the massive data of road monitoring, traffic lights and other facilities, 
calculate the real-time optimal traffic scheme for monitoring and management.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implementation process of urban brain in Hangzhou, the team con-
ducted this survey. We use the random sampling method to determine the number of question-
naire samples, 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 pre survey and other ways, to determine that this survey 
mainly focuses on the cognitive level, aspects, future expectations and travel experience of citizens. 
At last, the data are analyzed by using the model of citizen’s note weight based on ACSI and struc-
tural equation model. Through questionnaire analysis, we found that: 1) citizens’ cognition of ur-
ban brain is not high, and gender and education are important factors affecting cognition; 2) most 
citizens are worried about technical failure or personal privacy disclosure in the operation of ur-
ban brain; 3) citizens are most concerned about the optimal route planning function; 4) improving 
travel experience is the premise of urban brain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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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城市大脑能够统筹协同道路监控、红绿灯等设施的海量数据，计算实时最优交通方案进行监测治理。为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sa
https://doi.org/10.12677/sa.2019.86099
https://doi.org/10.12677/sa.2019.86099
http://www.hanspub.org


方鑫 等 
 

 

DOI: 10.12677/sa.2019.86099 882 统计学与应用 
 

探究城市大脑在杭州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初步开展成效、市民评价等，小组开展了本次调研。运用
随机抽样法确定问卷样本数量，通过查阅文献、预调研等方式，确定本次调研主要围绕市民对城市大脑

的认知程度、注重方面、未来期待以及市民的出行体验进行调查分析。最后利用基于ACSI的市民注重度

模型和结构方程模型对数据进行分析。通过问卷分析发现：1) 市民对城市大脑的认知程度不高，其中性

别和文化程度是影响认知情况的重要因素；2) 大部分市民担心城市大脑在运行中发生技术故障或泄露个

人隐私；3) 市民最关注最优路线规划功能；4) 提升出行体验是城市大脑发展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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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城市机动车的数量大幅度增加，城市交通日趋紧张，解决城市交通拥堵问题刻不容缓。城

市大脑[1]的出现，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一大机遇。城市大脑采用人工智能技术，打通不同平台，对全城

数据进行连接、分析和整合，最终实现对城市的精准分析、整体研判、协同指挥。 
如今，城市大脑在杭州[2]已正式投入使用近三年，它将道路监控、红绿灯等设施每天产生的海量数

据统筹协同[3]，计算出实时的交通优化方案，在治理城市交通拥堵方面有所成效。 
随着数字化城市的推进，越来越多的城市在引入城市大脑相关技术，企业要想获得长期发展，必须

不断开发升级城市大脑，解决其在使用中存在或潜在的问题。因此，本调研通过了解市民对城市大脑的

交通感知及评价，建立期望度模型，为城市大脑未来发展提供借鉴性方向，并为交警部门使用城市大脑

治理交通提供可行性建议。 

2. 理论模型与研究假设 

ACSI 模型[4]是顾客满意度指数模型，本文将其运用于分析市民的注重程度，找出影响改善城市交通

措施的主要因素，为提出城市大脑未来发展建议提供科学依据。 
本文将基于满意度理论模型，综合城市大脑的特点，构建一个能预测和解释市民对城市大脑未来期

待程度的理论验证模型。根据验证模型分析影响市民期待程度的主要因素，为提高市民对城市大脑的未

来期待程度提供可行性建议。 

2.1. 出行情况与出行体验的关系 

H1：导航使用频率与出行体验呈正相关； 
H2：交通改善与出行体验呈正相关。 

2.2. 交通感知各变量与调配功能的关系 

H4：出行体验与调配功能呈正相关； 
H5：红绿灯优化配时与调配功能呈正相关； 
H6：交通事故自动报警与调配功能呈正相关； 
H7：特种车辆调度与调配功能呈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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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8：合理分配警力与调配功能呈正相关。 

2.3. 交通感知各变量与服务功能的关系 

H9：认知情况与服务功能呈正相关； 
H10：违章信息即时通知与服务功能呈正相关； 
H11：实时路况监测与服务功能呈正相关； 
H12：最优线路规划与服务功能呈正相关。 

2.4. 调配功能、认知情况、潜在问题与未来期待的关系 

H13：调配功能与未来期待呈正相关； 
H14：认知情况与未来期待呈正相关； 
H15：潜在问题与未来期待呈正相关。 
通过以上假设，构建了期望度模型框架，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Expectation model framework 
图 1. 期望度模型框架 

 
由于以上所有变量均属于潜变量，无法直接测量，因此需要构建与每个潜变量相对应的可测变量。

结合研究目的和调研问卷，参考本模型的总体构建情况以及问卷调查的结果，得到了各要素的可测变量，

如表 1 所示。 
 
Table 1. Specific categories of measurable variables 
表 1. 可测变量具体范畴 

潜变量 内涵 可测变量 

认知情况 认知情况反映了市民对城市大脑的了解情况， 
对城市大脑的未来期待程度和感知易用性有影响。 

城市大脑知晓程度(Q6) 
对城市大脑的印象(Q7) 

出行体验 
出行体验是指市民在城市大 
脑管控下的交通出行感知， 

对感知有用性有影响。 

等待红绿灯次数(Q8) 
导航软件使用频率(Q10) 
交警抵达时间(Q13) 

调配功能 
调配功能是市民对城市大脑 
调配性功能的评价，会影响 
城市大脑的未来期待程度。 

红绿灯优化配时(Q15_1) 
交通事故自动报警(Q15_2) 

特种车辆调度(Q15_3) 
合理分配警力(Q15_5) 

服务功能 
服务功能是市民对城市大脑 
服务功性能的评价，会影响 
调配功能和未来期待程度。 

违章信息及时通知(Q15_4) 
实时路况监测(Q15_6) 
最优路线规划(Q15_7) 

未来期待 未来期待是指市民对未来城 
市大脑发展的期待程度。 

期待程度(Q16) 
潜在问题(Q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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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数据分析与模型验证 

此次调研选区杭州萧山区、拱墅区市民为实地问卷调查对象，共发放问卷 700 份，得到有效问卷 684
份。在性别方面，参与调查的女性占比 47.08%，男性占比 52.92%；被调查者的年龄普遍比较年轻，主要

集中在 20~29 岁和 30~39 岁，占比高达 81.9%；在文化程度方面，被调查者中大学及以上占比 64%；职

业分布方面，学生、公务员、IT 行业等上班族成为了调查用户的主力军；大部分被调查者都具有五年以

上的在杭居住时间，占样本比例 60.2%。采用 SPSS 软件得到问卷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α = 0.720，KMO
值 0.799 > 0.5，Bartlett 检验结果 P 值 0.000 < 0.05)。 

本文运用 AMOS 软件进行分析，如图 2 所示，模型的卡方值为 3.685，RMSEA = 0.063，CFI = 0.921，
NFI = 0.905，IFI = 0.921，TLI = 0.904，GFI = 0.950。拟合指标都处于可接受范围内，说明理论模型与数

据具有较高的拟合度。研究结果显示，各假设均通过检验，在 P < 0.05 下，支持原假设。 
 

 

Figure 2. Path coefficient diagram of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图 2. 结构方程模型路径系数图 

3.1. 调配功能对未来期待有显著正影响 

在假设检验中，H3 说明市民对城市大脑调配功能的注重程度对未来期待程度有影响，根据结构方程

模型的路径系数图可知，调配功能对未来期待程度的标准化系数为 0.87，人们越来越重视城市大脑带来

的变革，就会越来越期待有便捷、高效的交通，这与一般人们的心理预期等相吻合。可以通过完善信号

灯调控、交通事故自动报警等调配功能，让用户切身感受到城市大脑带来的便利，从而提升市民对城市

大脑的未来期待程度。 

3.2. 认知情况对未来期待有显著正影响 

在假设检验中，H4 说明市民对城市大脑的认知情况能够较显著地正向影响期待程度，根据结构方程

模型的路径系数图可知，认知情况的标准化系数为 0.90。因此可以通过加强对城市大脑的宣传力度，如

拍摄城市大脑的宣传视频、在地铁口和公交站张贴相关海报等措施，让市民了解城市大脑，从而提升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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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对城市大脑的期待程度。 

3.3. 服务功能对调配功能有显著正影响 

在假设检验中，H2 说明市民对城市大脑服务功能的注重程度对调配功能有影响，根据结构方程模型

的路径系数图可知，服务功能对调配功能的标准化系数为 0.74，服务功能是城市大脑对市民关于交通服

务方面的功能，市民能够直接感受到其带来的便利，更易让市民注重，通过对服务功能的注重，可以有

效引起市民对调配功能的注重程度。完善最优线路规划、交通信息通知等服务功能，让市民切实享受到

城市大脑带来的人性化服务，可以有效提升市民对城市大脑调配功能的注重程度。 

3.4. 认知情况对服务功能有显著正影响 

在假设检验中，H1 说明市民对城市大脑的认知情况能够较显著地影响服务功能，根据结构方程模型

的路径系数图可知，认知情况的标准化系数为 0.25，可知市民对城市大脑的认知程度越高，其对城市大

脑的服务功能就越关注。认知会影响用户对城市大脑各项功能的了解程度，直接影响用户在享受城市大

脑功能时对其的看法和态度。可以通过提高市民对城市大脑的认知程度来有效提升市民对城市大脑服务

功能的注重程度。 

3.5. 出行体验对调配功能有显著正影响 

在假设检验中，H5 说明市民的出行体验对城市大脑调配功能的注重程度有影响，根据结构方程模型

的路径系数图可知，出行体验对注重程度的标准化系数为 0.19，用户出行体验是城市大脑开发的原动力，

提升出行体验是城市大脑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可以通过改善城市道路设施、改善公共交通等措施，以

老百姓的需求为出发点，让市民真正得利，享受舒适的出行，民生得到改善，因而市民会对城市大脑等

新科技越来越重视。 

4. 结论和建议 

本文针对市民对城市大脑的认知、交通感知和未来期待等方面开展调研，构建了期待度模型。通过

实证分析，对城市大脑的发展提出以下建议： 
1) 加大宣传力度。市民对城市大脑的认知程度会影响未来期待程度，针对市民对城市大脑认知程度

不高的情况，政府应该加大对城市大脑的宣传力度，通过在地铁口循环播放相关短片、在公交站设立相

关海报等多种形式提高公民对城市大脑的认知程度，从而提高市民对城市大脑的未来期待程度。 
2) 注重城市大脑功能的完善与开发。城市大脑功能的不完善会影响其缓解交通拥堵的效果，也会影

响市民的出行体验，因此要在原有基础上改进功能并开发新功能。例如提高最优线路规划的精准性，优

化拐弯路口的信号灯配时，提高系统性能，防止技术故障问题出现。 
3) 加强个人隐私保护。交通部门在运用城市大脑管控城市交通时，要注意保护市民的个人隐私，防

止个人信息的泄露，从而增强市民信任感。相关技术部门需要提高数据存储介质的安全性，防止有人恶

意攻击系统而导致信息泄露，给城市带来安全风险。 
4) 加强各部门间信息融合与数据共享。城市大脑还存在各部门信息融合困难、部分识别数据无效等

问题，相关部门需要大力走访，以获取各部门的信息。同时，需要强化技术，筛选剔除无效数据并且能

够有效地融合各类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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