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交通统计分析开设背景说明

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提高，城市规模不断扩大，机

动车拥有量迅速增加，道路拥堵、停车困难、事故频发、
环境污染等交通问题成为有待解决的热点社会问题。
交通系统是一个综合的动态系统，涉及人、车、路和环

境四个方面，而统计分析可以研究随机现象，由部分推

及全体，定量分析变量关系，因此需要将统计学应用到

复杂的交通系统中来解决问题。交通工程专业是一门由

多种学科相互渗透的新型边缘学科，它的基本理论是交

通流理论、交通统计学、交通心理学、汽车力学和交通经

济学。使学生掌握交通特性、交通规划、道路线性设计、
交通管理、交通安全等方面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但缺

乏定量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缺乏如何搜集、整理、分析

反映事物总体信息的数字资料，并以此为依据，对总体

特征进行推断的原理和方法。统计学具有概率性、二元

性和归纳性，可以分析交通拥堵的影响因素、交通事故

发生的概率性和规律性；计量经济学具有推断性，可以

预测拥堵、事故和污染，为相关部门制定策略提供参考

依据。因此，交通统计分析不仅是交通工程专业学科本

身的内要求，也是解决现代交通问题的重要手段。
二、课程需求分析

面对拥堵、停车困难、事故频发等交通问题，需要

分析交通系统的运行特征、预测交通需求和分析交通

安全，接下来从这三个角度具体介绍统计分析在交通

系统中的应用。
1.交通运行特征分析。上海市城市综合交通规划研

究所每年都会对上海综合交通运行状况进行描述，其

中涉及到机动车日均交通量和平均行程车速。交通量

的调查方法一般采取人工观测法和线圈检测法，结合

交通量调查介绍了线圈数据的特点和处理方法，需要

应用描述性统计方法，如平均日交通量、日变图。对于

平均行程车速，有试验车跟车测速法、汽车牌照号码登

记法，也有现在的热点研究———基于浮动车（Floating
ar Data，简称FCD）数据测速法。交通运行状况的理解与

分析深度受限于交通信息采集技术的发展，笔者研究

了通过以出租车作为数据源获取的浮动车数据，为管

理者提供了丰富的路网实时运行状况信息。在计算平

均行程速度时应用了描述性统计分析方法，在分析路

段的几何设计特征、接入口属性、交叉口渠化、流量、区
位及用地特征共6类道路与运行环境特征对平均行程

车速的影响是运用了多元线性回归方法。
2.交通需求预测。在进行交通规划时，需要对规划

年的交通需求进行预测，交通预测通常分为四个阶段：

交通发生、交通分布、交通方式划分和交通分配。具体

预测方法如表1所示。

现代交通系统存在步行、自行车、助动车、公共汽

车和小汽车多种交通出行方式，人们希望快速、准时、
经济、舒适地到达目的地，随之出现了多方式的出行选

择问题。在对人们的出行选择行为进行分析时需要应

用最大效用原理和离散选择模型（二元Logit模型、多元

Logit模型与Probit模型）。
3.交通安全分析。交通事故的发生是人、车、路和环

境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为了有效预防和减少交通事

故的发生，需要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从人的角度，

比如利用视频采集技术采集小学生过街交通行为，采

用描述性统计分析了交通行为的整体特征，采用卡方

检验分析了不同交通行为背景下的行为特征差异性。
从设施角度，比如以上海市翔殷路跨江隧道为例，利用

视频采集技术、车辆跟踪调查采集隧道交通运行数据，

分析城市隧道的交通运行特征和驾驶员在隧道内的驾

车行为特征，并进一步研究它们与隧道交通事故的关

系，应用了描述性统计分析和T检验。从交通环境角度，

比如以助动车驾驶员为例，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和卡

方检验分析了骑行者所在交叉口的几何与交通特性、
交警/协管执勤情况（执勤时间、期间通过的车辆数）等

环境因素对骑行者违法行为的影响。
三、课程内容设置

《交通统计分析》课程讲述了在交通调查等数据采

集基础上的交通数据分析理论和方法，是一门理论性

和实用性都很强的课程。设置本课程的目的是通过学

表1 交通预测方法

以交通工程专业需求为导向的交通统计分析教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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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交通统计分析》是交通工程专业的基础课程，通过分析信息化条件下交通系统问题、交通工程专业需

求、学生自身需求和统计学、计量经济学的特性，以及统计分析方法在交通运行状况特征分析、交通预测和交通安

全分析等方面的具体应用，说明交通统计分析课程设置的必要性和要求。在此基础上介绍了此课程的主要教学内

容以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拓展视野的授课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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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本课程，让学生对交通数据采集和分析统计技术有

较全面的了解和领会，能应用各种方法对交通工程的

各种数据进行分析，利用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得出并解

释分析结果，进而识别交通系统的内在规律，为交通调

查与数据分析、交通规划等交通工程课程提供分析工

具。具体课程主要内容设置：①介绍描述性统计分析方

法和统计分析软件（MS Excel和SAS），为交通流量、速
度分析和实验上机课程提供理论和操作基础。②结合

流量和速度调查介绍交通数据的特点和处理的方法，

包括流量和速度调查的目的、意义，城市道路/公路流量

调查的方法，地点车速和区间速度调查的方法，以及调

查方案设计、调查数据处理（主要的调查结果及统计指

标）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③介绍一元及多元线性回

归的参数估计（最小二乘法）、假设检验（t检验）以及多

元线性回归在交通工程中的应用（如交通产生等）。④
介绍最大效用原理、二元Logit、多元Logit模型与Probit离
散选择模型的参数估计和假设检验以及离散选择模型

在交通工程中的应用，如出行选择问题。
四、课程特点

1.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本科教育是要培养德智体全

面发展，具有人文素养、社会责任心和工程师职业道

德，能够胜任交通工程及相关设施的规划、设计、施工、
管理、控制、运行、维护、研究、教育，以及投资与开发等

工作，并能面向未来的人才，因此需要理论与实际相结

合。《交通统计分析》课程强调统计分析理论和交通实

践相结合，在介绍这些方法基本理论原理的同时，将结

合常用统计分析软件（如SAS、SPSS等）介绍如何在交通

学科的研究和实践中正确运用这些方法。笔者设置了

实验教学，安排两个学生为一组共用一台电脑，采取知

识点与软件操作同时进行的讲授方式。通过上机编写

程序和计算，使学生学会使用SAS软件进行基本的数据

处理和统计分析的方法，增强学生对交通工程学科中

流量、速度的理解和认识，加深对交通工程学科研究内

容的认识，进而提高学生的专业素养和专业水平，也培

养了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和人际沟通能力。
2.拓展视野。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出现的交通问

题越来越复杂，能够了解并精通交通各方面知识的学

生就成为了不可多得的人才。作为学生，他们要做好学

生的本分，也要多读书，以增长见识。因此拓展视野，让

他们涉足更广泛的课外知识是十分必要的。《交通统计

分析》课程的设置充分体现了一点。每次上课前，笔者

会和学生分享讲课内容的大纲和相关参考文献，让学

生在上课前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也能让他们阅读更

多文章以增长专业文化知识，了解专业前沿。同时，笔

者在每次授课过程中都设置了讨论环节，课堂讨论是

师生之间、学生之间就某一问题相互交换观点和看法，

并针对问题的某些方面进行争论和辩解，可以增强学

生学习的自主性、合作性和探究性，能够有效调动学生

学习的积极性。
《交通统计分析》课程主要是培养学生交通统计分

析的基本知识、基础能力和初步的应用能力。培养学生

强烈的工作热情，脚踏实地的工作精神，熟悉本行业适

用的主要职业健康安全、环保的法律法规、标准知识，

具有良好的质量、安全意识。具有强烈的提高交通系统

效率的社会责任性，协调好交通工程与社会的关系、安
全与工程的协调。培养对变化环境的适应性和危机处

理能力，通过调查实验、讨论等培养学生较强的适应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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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尾理论（The Long Tail）是网络时代兴起的一种

新理论，由美国人克里斯·安德森提出。“长尾”实际上

是统计学中幂律 （Power Laws） 和帕累托分布（Pareto
distributions）特征的一个口语化表达。过去人们只能关

基于长尾理论的电气工程本科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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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重庆科技学院以石油和冶金行业背景为特色，但随着学校划归地方管理，学生就业渠道多样化的趋势

日益明显，这个现象和长尾理论契合，在制定电气工程2011培养计划时充分考虑了处于较大比重的长尾部分的学

生的实际需求，对课程体系做了相应的调整。
关键词：人才培养；电气工程；应用型本科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 9324（2012）010- 0100- 03

!!!!!!!!!!!!!!!!!!!!!!!!!!!!!!!!!!!!!!!!!!!!!!

【教改创新】

10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