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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ravel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common in daily life, a large number of tourists have played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in urban transportation. Due to the difference in travel purposes, 
tourists’ travel needs are quite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permanent residents.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residents’ travel in Guili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ourist trips and 
daily travels of residents in terms of travel frequency, travel destinations, travel mode, travel time, 
etc., grasp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ourists’ travel and optimizing the travel structure. From the 
aspects of constructing 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system, constructing multi-level public trans-
portation network and optimizing bus service, it proposes countermeasur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in tourism c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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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旅游出行在日常生活中变得越来越普遍，大量的游客在城市交通出行中扮演了一个越来越重要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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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由于出行目的的差异，游客的出行需求与常住居民存在较大区别。本文以桂林市居民出行调查数据

为基础，从出行次数、出行目的、出行方式、出行时间等方面分析游客出行与常住居民日常出行之间的

差异性，把握游客出行特征，以优化出行结构为目的，从构建智慧交通系统、构建多层次公交网络、优

化公交服务等方面对旅游城市的交通发展提出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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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居民出行与城市发展息息相关，其特征对城市发展具有反馈作用，反映出居民对交通的需求[1]。旅

游交通出行与日常生活出行在出行距离和时间等方面具有较大的差异，其不仅与规划区域有一定的相关

性，更与景区广泛的客源范围密切相关；旅游客流量受天气、季节等外在因素影响明显，旅游客流量出

现明显的时间性和经济性波动[2]。 
据桂林统计局统计信息显示，2018 年全年，桂林市累计接待国内外旅游人数突破 1 亿人次。而随着

桂林国际旅游胜地建设的持续推进，国内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相信未来桂林市旅

游人数还会稳步提高。作为重要的旅游城市，中外游客的不断涌入，将对桂林市综合交通运输系统的运

行提出新的要求。本文以广西桂林市为例，在城市总体出行框架下，分析游客出行与常住居民日常出行

之间的差异性，以此对旅游城市未来的交通发展方向提出建议。 

2. 城市概况 

桂林市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北部，素有“桂林山水甲天下”之美誉，是世界级旅游城市和国际旅

游胜地。广西区综合交通系统规划中已将桂林市交通发展定位为区域性国际旅游交通枢纽。随着国家“一

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桂林将成为“一带一路”有机衔接的交通节点城市。截止 2017 年底，桂林市户籍

人口 534.08 万人；常住人口 505.75 万人，其中城镇人口 247.34 万人，全市地区生产总值 2045.18 亿元。 

2.1. 对外交通 

目前桂林市对外交通运输方式以公路、铁路、航空为运输主体，以水路运输为补充(表 1)。 
 
Table 1. Guilin external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  
表 1. 桂林市对外交通基础设施一览表 

方式 设施 

机场 两江国际机场 

铁路 湘桂铁路、贵广高速铁路 

高速公路 桂海高速、桂梧高速、桂兴高速、绕城高速、资兴高速、桂三高速、灌凤高速 

水上交通 湘江、漓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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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民航机场 
桂林两江国际机场飞行定期航线达 67条，其中国际及地区航线 11条。2017年桂林机场吞吐量为 786.2

万人，同比增长 18.6%。 
2) 铁路 
近年来，桂林形成了两大高铁线路的“十字交叉”布局，全市境内共有 9 个高铁站，其中市区范围

3 个，2017 年铁路旅客发送量已达到 1622 万人次，增长速度迅猛。 

2.2. 城市道路 

市区道路总长度约 776.5 km，道路总面积 26.3 km2；市区常住人口 119.2 万人。道路网密度为 5.9 
km/100km2；人均道路面积为 6.5 m2；道路面积率为 0.5%。主城道路网络基本成型。交通运行总体基本

正常，部分主要道路高峰时段拥堵明显。从路网级配来看，主干路骨架基本完备，支路仍有较大差距，

主城区主干路:次干路:支路 = 1:1.04:1.03。 

2.3. 公共交通 

桂林市共有 60 条公交线路，公交线路总里程 891 公里。桂林市区的 300 米站点覆盖率为 49.1%，500
米站点覆盖率为 81.0%。2017 年桂林市日均客运量约 38.5 万人次，年公交年客运量为 19,672 万人次，比

上年增加减少 1765 万人次，比 2014 年的下降 17%，公交客运量逐年下降。 

3. 出行特征分析 

基于游客出行调查数据以及 2017 年 12 月桂林市居民出行调查数据，本文对游客与常住居民的出行

次数、出行距离、出行方式和出行时耗等主要出行特征指标进行分析。 

3.1. 出行次数 

桂林市调查样本人均出行次数为 2.11 次，扩样校核后为 2.13 次，与桂林市居民出行情况基本相符。

从调查样本可以看出，游客的人均出行次数最高，为 3.5 次，这与桂林市旅游景点较多有关，游客单日

可能前往多个景点游玩；主城城市居民次之，为 2.21 次，这与主城城市商业、服务等功能比较完善有关。 

3.2. 出行目的 

按照调查数据统计(图 1)，现状居民出行目的构成中，上班、上学、回程(回家)是日常居民出行的主

要目的[3] [4]，而生活购物、散步、文体娱乐等休闲类出行也正在成为市民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Figure 1. Guilin residents travel destination composition 
图 1. 桂林居民出行目的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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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住宿宾馆除外，游客在桂林的出行目的比较单一，如图 2，主要在于景区浏览、文体娱乐、生

活购物等，其中景区游览、娱乐购物比例很高，成为出行主流。 
 

 
Figure 2. Guilin tourists travel destination composition 
图 2. 桂林游客出行目的构成 

3.3. 出行方式 

从居民出行方式构成来看：目前桂林居民日常出行中，步行、自行车(含电动自行车)比例达到 74.1%。

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新兴事物”，正在经历着从无到有的快速发展，现状出行比例已达到了 33.2%，

与步行出行方式相当。而机动化方式出行中，公共交通的出行比例为 12.9%，高出私人小汽车出行方式

五个百分点(表 2)。但与国内其他城市相比，桂林的慢行、非机动车比例较高，而公交比例偏低。 
 
Table 2. Guilin residents’ full-time travel mode composition 
表 2. 桂林居民全方式出行方式构成 

出行 
方式 步行 自行车 电动自

行车 
公交 
汽车 中、小巴 出租车 自驾私

家车 
搭乘私

家车 
单位 
小客 

单位 
大客 摩托车 其他 

桂林市 34.2% 3.3% 2.6% 37.1% 8.3% 0.7% 0.5% 10.5% 0.8% 0.7% 0.4% 0.6% 

主城区 35.0% 3.0% 2.7% 37.2% 8.4% 0.7% 0.6% 9.7% 0.7% 0.8% 0.3% 0.6% 

临桂 27.9% 5.2% 1.5% 37.2% 8.0% 0.03% 0.1% 17.2% 1.0% 0.1% 0.4% 1.0% 

 

 
Figure 3. Guilin tourist travel mode composition 
图 3. 桂林游客出行交通方式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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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可以看出，桂林市游客的出行方式主要有自驾、出租车/网约车、旅游大巴、公交四大块组成，

机动化比例较高。同时可以预见，随着桂林区域地位和辐射职能的提升，游客普遍较强的经济实力都将

使得未来游客出行对交通系统发展提出更高的要求。 
不同的出行目的所采用的的出行方式是不同的，刚性出行需求往往需要快速、稳定的交通方式，人

们对于可靠性的要求非常高，对于时间以及费用都由较高的要求。弹性出行有着较大的随意性，出行者

主要强调出行的舒适性，对天气等外在环境也有一定要求[5] [6]。 
游客出行区别于传统居民出行，出行主要以弹性出行为主，所以其出行方式结构也与传统居民出行

有所不同。游客对于当地路网不熟悉，游客对于机动出行的需求远远高于普通居民，超过 17%居民搭乘

出租车出行，远高于普通居民的 0.65%。在自驾或搭乘私人小汽车方面，游客此方式出行比例 21%依旧

几乎是普通居民 11%的两倍，还有大量游客因为是团体出行，所以采取了旅游大巴或中小巴出行，出行

比例占到 37%。 

3.4. 出行时间分布 

桂林居民出行明显呈现早、晚高峰和午间小高峰，其中早晚高峰出行量较大。说明桂林市居民出行

中以上班，上学以及回程的这些非弹性出行的比例较高[7]；同时，午间高峰的存在表明，现状桂林部分

市民日常上班、上学的平均出行距离较短且城市午休时间较长，造成一定比例的居民回家午休(图 4~6)。 
 

 
Figure 4. Resident travel time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图 4. 居民出行时间分布特征 

 

 
Figure 5. Tourist tour start time map 
图 5. 游客游览开始时间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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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6. Tourist tour end time map 
图 6. 游客游览结束时间分布图 

 
相较于游览结束时间，游客游览开始时间较为集中，超过半数游客选择在 8:30~10:00 开始一天的游

览，与城市早高峰时间有一定重合，对城市本就拥堵的早高峰造成一定的冲击。从全日出行来看，游客

的出行在上午阶段的高峰特征相对明显，而后逐步回落并趋于平缓。这与旅客以旅游为基本出行目的有

直接关系[8] [9]。游客的夜间出行率高于普通居民。 
在节假日，由于居民不再有刚性出行需求，取而代之的弹性出行与游客出行时间重合度较高，路网

交通压力较大，需重点对节假日的出行需求进行预测。 

3.5. 游客旅游出行提建议 

40%的游客建议设置旅游专线车与景区接驳车，还有 20%的游客建议完善景区交通导引设施建设，

说明桂林市“景在城中”的优点在某些地方成了劣势，游客无法快速准确的找寻到景区，出行体验下降

(图 7)。大部分市区景区旅游停车场车位不足也影响了自驾游游客的出行体验。 
 

 
Figure 7. Tourist travel promotion proposal composition 
图 7. 游客旅游出行提升建议构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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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桂林市区旅客运输场站仍处于功能单一，各种运输方式之间缺乏有效衔接的状态。城市内外交

通系统之间、城市各方式之间缺少换乘体系，缺乏大型综合客运枢纽和各交通方式之间的换乘枢纽，公

铁联运换乘尤为突出；桂林市火车站、汽车客运总站均没有规划建设城市对外交通枢纽，只能以周边城

市道路作为换乘场地，致使火车站和汽车站周边道路长期交通混乱，降低了城市交通服务效率。 

4.2. 公共交通、慢行交通与机动化交通发展不协调 

慢行交通对于风景旅游城市尤为重要，也是公交发展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之一。“公交长距离 + 慢
行短距离”是发达国家一直推崇和鼓励的可持续发展的交通出行方式。但目前桂林市的公交站点和既有

枢纽与慢行交通接驳较弱，特别是缺乏自行车停车场地及便捷的自行车租赁系统，使公交吸引力在一定

程度上下降。 
以单一的干道功能划分体系来组织机动车、公交、非机动车、行人交通。在交通出行相对单一，交

通量比较小的状况下是有效的选择。但对于目前桂林的发展来看，在这种状况下单一以机动车通行能力

为主导的管理与道路建设，并不适应客运交通走廊的发展，造成道路断面型式、公交站点布局等方面均

难以合理，既不利于交通与土地利用的协调，也不利于多样化交通需求的有效组织。 

4.3. 城区交通场站、交通枢纽、停车场等基础设施欠缺 

桂林市城区交通场站、交通枢纽欠缺，静态(停车)交通规划建设滞后、停车场规模不能满足城市交通

需求，导致动态交通流的无效出行增加。 
城市框架逐步拉大，桂林市公交场站、枢纽站、首末站等城市公共交通基础设施的规划和建设却相

对滞后，严重影响公共交通线网布局优化，制约了公交优先发展。停车泊位分布不均衡，停车供需矛盾

突出；桂林市“城在景中”、“景在城中”。随着游客接待量的持续增长，景区原有配建停车位已无法

满足需求。溢出的停车需求蔓延到周边路网，增加了景区周边的交通压力。 

5. 旅游交通发展建议 

5.1. 构建桂林市旅游停车接驳集散系统 

根据桂林市道路网络结构和景区分布情况，通过构建“旅游停车场 + 游客中心 + 景区直通车”模

式，打造畅通、便捷的旅游接驳集散交通系统(图 8)。通过景区直通车接驳公交系统，串联各景区，减少

旅游自驾车对景区的停车需求和城区交通的压力。 
为有效发挥现有停车资源的使用效益，建议： 
1) 针对配建停车场(库)被挪用现象，成立由规划局、住建委、城管委等部门组成的工作组，按照规

划审批方案恢复停车功能； 
2) 针对新建、改建项目，严格按照国家相关规定执行交通影响评估制度，确保停车泊位足额配建； 
3) 出台市中心单位自有停车场对外开放政策，并鼓励有条件住宅小区对外开放； 
4) 全面推进主城区三级停车诱导系统的规划建设。 

5.2. 扩建提升智慧交通系统 

建设城市智慧交通管理系统，扩建、升级现有城市智能交通系统，从而为桂林国际旅游胜地建设提

供高水平的智慧交通管理服务环境。结合桂林市城市交通管理需求的迫切程度，桂林市智慧交通管理系

统建设需实现： 
1) 建成全面覆盖的桂林市智慧交通感知与管控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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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8. Tourist distribution center layout map 
图 8. 旅游集散中心布点图 

 
2) 以“互联网+交通管理”的模式，实现基于智慧、共享交通信息综合平台的城市交通智慧决策与

管理； 
3) 建设基于“互联网+”的多模式的公众交通综合服务平台，提高城市交通系统的服务水平。 

5.3. 构建多层次公交网络 

根据桂林城市空间布局、发展规模以及路网布局特点，未来快速公交系统应在桂林城市客运交通中

发挥骨干作用，主要是服务城市主要的客流走廊，沟通中心城区重要组团核心，联系城市主要的客流集

散点。线路运行一般选择高快速路和交通性主干道，采用“点式运输”或类似运输模式。 
 

 
Figure 9. Public transport network construction ideas 
图 9. 公交网络构建思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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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桂林市呈明显的“东西 + 南北”两个主要客流走廊，客流方向性明显，主要为城市总规确定的

“两带”发展轴向布置(图 9)。大容量公交线网方案结合客流特征明显的两条主要客流走廊通道布置两条

骨干线路，所有线网方案均应依托骨干线架构为基础生成。 

6. 结语 

本文以桂林市居民出行调查数据为基础，对桂林市的游客基础出行特征进行分析研究，重点分析了

游客和常住居民两个群体出行特征异同性，据此提出针对桂林市旅游交通发展的建议。随着大数据时代

的到来，游客整个出行链信息都可以实时动态获取，如何利用好获取的信息，为游客提供从出行引导到

出行安排的全套定制化服务是下一阶段的研究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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