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6

Vol. 4 No. 11 2022

Education Forum

教法天地

用网约拼车方案解决高教园大学生出行难
——以芜湖市高教园区大学城为例

郑子成　景　婷通讯作者

（皖南医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摘要：高校大规模扩招，学生数量逐年递增，给城市交通带来巨大压力，大学生出行问题日益严峻，已成为当今社会关注的焦点。

针对高校学生周末及假期大规模出行不便这一难题，以某地高校大学生为例，通过对高校学生的调查和传统出行方式的比较，结合目前

共享经济的概念，创新性的提出专属服务于高校大学生的网约拼车出行方案。

关键词：大学生；出行；网约；拼车；共享

据《中国高等教育质量报告》显示早在 2018 年我国的大学

生就已经居世界首位。为解决高校的场地、设备紧张的问题，满

足城市发展需求，在政府的引导下，高校选择在距离城市主城区

较远的城市新区相对集中建设或搬迁，形成“大学城”模式。高

校的集中给城市交通和大学生的周末假期出行带来一系列难题。

以芜湖市为例，高校基本坐落于弋江区大学城，距芜湖火车站和

芜湖客运中心约 14 公里，距万达广场约 10 公里，距步行街约 6

公里。每到周末或假期，大学城的交通运力严重不足，很多学生

无法按计划准时到达芜湖火车站，需要花费很多时间才能到达商

业街、广场、古城等目的地。针对此现象，结合目前流行的共享

经济概念，本文创新性的提出适配于高校大学生的网约拼车出行

模式。

“网约车”是利用网络预约出租车或私家车的简称。“网约

拼车”是基于蓬勃发展的“网约车”平台，以相同目的地的高校

学生为用户，由项目平台运营的新型高校学生出行方式。平台可

以微信小程序或 APP 的形式呈现。旨在充分利用共享资源，便利

大学生出行，降低出行成本，建设美丽中国。

一、大学生出行研究现状

目前，针对大学生出行，有学者做了不同方向的研究。罗

楚晗等研究了大学生的出行特征。多数学生们选择出行方式时主

要看重的是“方便快捷”“价格便宜”和候车时间短；他们的出

行时间相对集中，地点相对吻合，偏远校区学生对交通现状满意

度较低。杨亚璪等研究了大学生对出行方式的选择，其中公交

32.3％，出租车 29.5％，轨道类交通 38.2％。轨道类交通占比最多，

但《城市轨道交通 2017 年度统计和分析报告》显示，轨道交通仅

覆盖 34 个城市，且集中在北上广占总长，不能匹配全国各省市高

校大学生。吴田佳等指出了大学生出行的影响因素和出行方式满

意度，对地铁较满意度，而对打车和公交车不太满意。张锦晖等

等探究大学生共享出行方案，提出“共享＋”理念，主张传统顺

风车模式与“共享＋”理念，将具备共享汽车使用条件的高校学

生与不具备共享汽车使用条件的学生出行路程智能匹配，共同使

用共享汽车。但大学生接触汽车的机会少、对路线不熟悉、不专业，

实属冒险。而邹诺芸等提出大学生拼车以应对大规模出行，通过

对经济、实施可行性和车主用户的需求分析，肯定了大学生拼车

出行的可行。

目前的研究分析了大学生出行特征，调查了大学生出行现状

也提出一些解决方案，但这些方式在安全感和成熟度方面存在不

足。缺少对拼车过程的进一步探讨，如乘客需求信息要交流整合、

司机的能力和服务态度要监管、拼车过程的顺利运行要把控等。

本文尝试全面分析大学生出行难的原因，提出“网约拼车”这一

方案以解决大学生出行难，并分析该方案的优势。

二、高校网约拼车的必要性

对大学生出行的研究，反映出一些共同点，作为群居的大学生，

他们的出行往往有相似的目的性；高校学生对于目前不完善的交

通建设和交通状况满意度不高；大学生因出行不易而渴望出现一

种新的出行方式等。

（一）大学生出行难的原因

1. 大学生出行呈潮汐式

大学生课外时间较为充裕，尤其在周末节假日，他们不约而

同的从学校出去，出行目的高度吻合。以芜湖市为例，大学生成

群涌向景点、商业圈、美食城、芜湖古镇、芜湖方特乐园和车站。

相同时间、密集性人群在相同路线上的移动，使得大学生出行具

有潮汐式的特征。

2. 城市公共交通无法满足潮汐式出行需求

城市公共交通可以满足一般情况下交通的需求，但乘坐公共

交通会受到硬性规定的限制，比如时间、车次等。在面对周末节

假日短时间内爆发的大量出行需求，就显得力不从心。

3. 城市公共交通的缺陷与大学生个性追求冲突

公交车转乘多、班次少、等车久、早晚时间局限，与大学生对

出行便捷舒适的需求极不吻合。轨道交通有独特的优势，但建设不

完善，目前很多城市的轨道交通建设还在规划或起步阶段，具备成

熟轨道交通的多限于一线经济发达城市，其数量却是屈指可数。

4. 出租车出行成本与大学生经济条件冲突

选择出租打车确实很便利，但出行成本会更高。大学生是一

类特殊的群体，他们一般没有收入，个人打车费用超出了他们的

可接受范围，所以很多大学生只能选择体验感不高的公交。

5. 大学生个性追求催生新兴出行方式

大学生有较高的精神追求、个性强、有很强的猎奇心理、崇

尚自由，接受新鲜事物的能力强，在消费方面更易于追求性价比

和体验感，在出行方面也乐于接受拼车、预约这样的方式。

（二）大学生网约拼车的优势

针对城市公共交通的局限、大学生潮汐式出行、个性追求与

低消费需求的现状，缓解高校学生出行困难成为亟须解决的痛点

问题，故本文提出“网约拼车”方案，其优势如下：

1. 网约拼车基于成熟的网约车平台

近年来发展起来的网约车出行改变了传统打车模式，出行乘

客不需站在街边招手呼喊，只要手机下单就会有司机服务。目前

庞大的网约车市场已经渗透到各地大小城市，网约拼车建立在网

约车平台的基础上，结合大学生出行特点和需求，提供拼单和网

约出行服务。

2. 网约拼车不受城市交通建设的影响

网约拼车出行主要涉及出租车和私家车资源，不会受到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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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交通建设进度的影响，即城市交通建设无论处于改建初期、

中期、晚期，无论建成和投入使用与否，都不影响网约拼车的运营。

3. 网约拼车安全规范且服务优良

网约车经过数年的发展和检验，有相对规范的管理，司机都

经过培训和考察，具有足够的安全意识和良好的服务态度，并且

能通过平台掌握他们的信息，保证拼车同学的安全。

4. 网约拼车成本低廉且便捷舒适

网约拼车通过分摊车费极大的降低了打车成本，例如一笔 20

元的车费四个人分摊，最后约等于公交车转乘的费用。但乘客享

受的舒适便捷服务却不是公交车能提供的。网约拼车给顾客带来

便捷和舒适感，符合同学们追求的性价比。

5. 网约拼车节约资源且环保绿色

网约拼车减少了一车一客的现象，有效的节约车辆资源，节

约燃油资源，减少道路资源浪费，同时减少汽车尾气对城市的污染，

为“绿水青山”做出贡献。

6. 网约拼车适合学生且受到欢迎

研究通过走访、发放问卷的方式对芜湖弋江区的大学生是

否愿意选择网约拼车出行做调查，发放问卷 800 份，回收 776

份，有效 732 份，有效率达 91.5％。结果：愿意使用网约拼车

占比 79.78%；不愿意使用的占比 7.10%；可以考虑使用的占比

13.12%。

可见，不愿意选择网约拼车的大学生仅占 7.10％，说明大部

分高校学生对网约拼车创新出行方式表示认可。

三、高校网约拼车具体方案

网约拼车出行是在共享经济概念指导下形成的产物，而共享

经济在现阶段强调所有权与使用权的相对分离，即使用而非占有。

放在网约拼车中，就是大学生乘客共同享受网约车服务。

（一）高校网约拼车的基础

高校网约拼车是在传统网约车的基础上实现的。目前市面上

有多种网约车平台，如滴滴出行、曹操出行、花小猪打车、高德

打车等。高校网约拼车可以兼容以上任一平台实现拼车功能。

（二）高校网约拼车控制平台

实践网约拼车需要一个控制平台，这个平台以小程序或者

APP 的形式创建，用来连接乘客端和网约车端。控制平台对出行

乘客的信息进行整理分类，分析哪些订单时间地点相近，将匹配

好的订单有序开展，把上车时间及地点发送给乘客，另一边在网

约车平台下单司机，约定行程。

（三）控制平台大学生端功能

有出行需要的大学生只需在手机上打开小程序或者 APP 编辑

出行信息，如出发地点、时间、目的地，完成一键下单；接着等

待控制平台发出行程安排，按时到达上车点乘车。

（四）控制平台司机端功能

图一 网约拼车运行示意图

控制平台在网约车平台寻找接单司机，告知其按约定时间到

达指定上车点，接到拼车乘客将他们送到目的地。随着项目发展，

平台可以签约直属司机，有效提高运作的容错率。签约司机在订

单运行效率和可靠程度上会有大大提升，也能让乘客感受到更多

关怀和舒适。

四、高校网约拼车运行与改进

网约拼车模式已经在芜湖市弋江区高校学生中完成实践，有

效订单 32 次，服务人次达 102，总体结果达到预想，但存在以下

几点问题：宣传力度不够；司机端组织管理问题多，难度大，部

分司机不接受拼车单或单方面提高车费；部分同学未按规定时间

达到上车点，影响拼单行程。针对以上问题，本文做出了相应策略。

（一）业务推广策略

作为服务高校同学出行的网约拼车平台是个新生事物。他的

知名度在短时间不会很高，想要扩大网约拼车的影响力，团队要

坚持不懈地做推广业务。例如在各高校学生平台发布电子广告传

单、大学生聚集处发送礼物邀请他们关注小程序等等。同时，用

优异的服务打动体验过的用户，带来回头客的同时打响知名度。

（二）司机端管理策略

对于司机端，初期可以借助网约车平台，例如滴滴出行、花

小猪打车等。使用他们的司机进行拼车服务。在拼车服务形成一

定规模就可以招募专属司机，与司机签约，这样就能对司机端进

行直接管理。

（三）学生端服务

运营显示少部分大学生缺乏时间观念，未按规定时间到达上

车点。可以鼓励学生用户遵守约定时间，在发车前几分钟对用户

做出提醒，安抚司机和其他拼车用户情绪，必要时增加该用户的

拼车费用或考虑解除该用户的订单，以提高订单完成的效率。

五、结论

本文梳理了现有文献关于大学生出行难问题的研究，探讨了

大学城大学生周末及假期出行不易的原因，罗列了“高校网约拼

车”的优势，并调查高校大学生对网约拼车的赞同意愿，提出了“高

校网约拼车”具体方案。然后，从平台的基础、控制平台、大学

生端功能、司机端功能等方面详细阐述了高校网约拼车的功能和

流程。创新性的网约拼车思路结合大学生出行需求，提出便捷、

高效、舒适、实惠的大学生出行方案，符合大学生潮汐式的出行

特点，解决了周末及节假日城市交通设施不足，单独出行费用高，

因一车一客造成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等问题，为打造一条适配

高校学生的出行路贡献了新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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