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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地铁14号线客流结构及出行特征研究
——以西安北站至机场西站为例

张小勇
陕西城际铁路有限公司Ǔ陕西Ǔ西安Ǔ710000

摘Ȟ要：城市轨道交通客流结构及出行特征研究是对城市轨道交通系统进行深入分析和理解的关键。通过研究客

流结构和出行特征，可以更好地规划和管理城市轨道交通系统，提高运输效率和服务质量，满足市民的出行需求。

该研究主要涉及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客流结构研究：分析客流的来源和组成，包括日常客流、周末客流、高峰期客流等。通过了解不同时间段和

不同区域的客流分布情况，可以优化列车运行计划和车站设施布局。

二是出行特征研究：分析乘客的出行目的、出行时间、出行距离、乘坐方式等特征。了解乘客的出行习惯和需

求，可以为城市轨道交通系统提供更加个性化和便捷的服务。

三是政策建议与措施制定：根据研究结果，提供政策建议和措施制定依据。针对高峰期客流问题，提出优化列车

班次和增加运输能力的解决方案。

总之，城市轨道交通客流结构及出行特征研究对于提高城市轨道交通系统的运行效率和服务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有助于满足市民的出行需求并提高城市交通整体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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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背景和目的

随着社会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要求越来越高，企业需

要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更好地发挥企业的社会作用，

提高企业的社会形象和社会价值。通过了解本线路客流群

体、乘客结构及出行特点、收集社会各界意见与建议、优

化服务窗口和传播线路影响力，以便提供更好的服务，吸

引更多的乘客，并向社会大众提供更好的出行体验。[1]

2��调查方式和调查数据

本次客流调查召开会议明确调查时段及要点。从

2023年8月1日起至2023年9月30日止，历时61天，横跨早
中晚三个时间段，每个时间段持续3至4小时，组建四组
调查团队，采用问卷调查及数据收集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调查问卷实行线上线下双线并行，共收集2402份，其中
纸质调查问卷256份，电子调查问卷2146份，提出398条建
议。问卷调查主要针对航站楼、候机楼、进出机场西站

以及著名景点的乘客，以收集其出行方式、时间成本、

交通费用、乘车偏好等方面的信息。同时收集西安咸阳

国际机场的航班架次、进出港时间等数据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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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客流结构及特点研究

3.1  西安地铁14号线机场客流结构
14号线机场客流结构以商务乘客为主，占比约为

40%，其次为旅游乘客，占比约22%，探亲访友乘客占比
约27%，其他类型乘客占比约11%。[2]

3.2  14号线机场客流分布[3]

（1）到达旅客：西安地铁14号线连接了西安咸阳国
际机场，为旅客提供了便捷的交通方式。因此，大量旅

客通过地铁14号线从机场到达其他站点。为地铁线路提
供了稳定的客流量。对于到达旅客，他们的出行目的多

为旅游、探亲和公商务出差、目的地多为距离近的北郊

和地铁站点分布较为密切的市中心及南郊。

（2）出发旅客：地铁14号线也服务于一些需要前往机
场或其他目的地的出发旅客。对于出发旅客他们的出行目

的多为旅游、探亲和公商务出差、出行始发地多为距离近

的北郊和地铁站点分布较为密切的市中心及南郊。

（3）换乘旅客：该部分旅客主要是从其他线路或交
通工具换乘到地铁14号线机场站的。他们可能是在其他
城市或地区乘坐飞机到达西安，然后通过地铁14号线转
乘到其他目的地。

（4）通勤人员：机场及其周边地区有大量工作人员，
他们可能通过地铁14号线上下班或进行日常工作。地铁
十四号线在上班族的通勤选择中具有较高的吸引力。

（5）其他出行旅客：除了以上提到的出行目的，还
有一些其他出行目的的乘客，如前往机场附近的购物中

心、会议中心等。

3.3  西安地铁14号线机场客流特点[4]

14号线机场的客流特点与西安咸阳国际机场客流特
点关系密切。西安咸阳国际机场航班进出港高峰时间多

集中在6:00至次日1:00，且出港和进港高峰时间又有所不
同。出港航班在6:00-21:00为高峰期，进港人数多集中在
9:00-14:00，18:00-次日1:00，周末延长至凌晨3点。
在以上高峰时间段，14号线西段的运营时间覆盖了

大部分进出港航班架次，有以下特点：

（1）14号线西段客流结构具有特殊属性，有别于其
它地铁线路日常通勤的特点。首先，客流的高峰期不太明

显，主要随航班班次的分布波动，航班班次在凌晨6点至
次日凌晨1点为高峰期，但是旅客选择前往机场的出发时
间不定，从实际上看，乘客在全天数量基本保持平稳。[5]

（2）客流方向性十分明确。乘客的出行目的地主要
集中在北郊的居民区、市中心、南郊的商业区、旅游景

点以及重要的交通枢纽等地。这些区域吸引了大量的客

流，形成了明显的客流集散点。[6]

（3）换乘也是城市轨道交通客流的一个重要特点。
许多乘客需要在西安北站进行中转，前往其他城市。

（4）城市轨道交通的客流具有多元化性质。乘客的
来源五花八门，包括游客、商务人士、通勤等等。这些

不同来源的乘客对轨道交通的需求和行为特征也有所不

同，因此需要我们进行分类管理和服务，以满足他们的

个性化需求。

为了更好的提升客流，可以采取一些措施，如加强

客流引导、提供行李寄存及托运服务、延长末班车等措

施，提高地铁运营效率和服务质量。

综上所述，对西安地铁14号线机场站客流结构的研
究需要综合考虑不同目的乘客的需求和出行特点，以便

更好地满足他们的个休需求，从而提供更加优质、高

效、个性化的服务和管理措施。

4��出行特征研究

城市轨道交通，以其独特的魅力，成为了现代城市出

行的重要方式。以14号线客流为例，乘客在选择地铁出行
方面主要考虑他的安全高效性、舒适便利性及经济性。

西安咸阳机场的客流集散主要依靠出租车、网约

车、机场大巴、私家车、单位公车、地铁等交通方式出

行。西安咸阳国际机场每日进出港客流14万人次左右，
其中15%为中转客流，85%为出港客流。在进出港客流
中，目前交通方式出行比例分别为：出租车和小客车

（私家车、单位公车）各25%，网约车20%，地铁和机场
大巴各15%。[7]

4.1  出行的安全性
城市轨道交通以它独特的高效性，让城市出行变得

更加便捷。不必应对道路拥堵、红绿灯的困扰，让城市

出行变得更加省心省时。大运量也是城市轨道交通的一

大优势，多节车厢的组合满足了不同客流的需求，无论

是日常通勤还是节假日旅游，都能轻松应对。[9]

安全性是城市轨道交通的另一大特点。列车在固定

轨道上行驶，保证了列车的安全距离，同时配备了先进

的信号控制系统、安全保障设施等，确保了乘客的安全

出行。

4.2  出行的舒适便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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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适便捷是城市轨道交通的又一大亮点。车厢内部

设施齐全，如空调、座椅等一应俱全，为乘客提供了舒

适的出行环境。同时，其覆盖面也非常广泛，能够覆盖

城市的大部分地区，使得人们能够方便快捷地到达城市

的各个角落。无论是上班族还是游客，都能享受到城市

轨道交通带来的便利。[10]

4.3  出行的经济性
经济实惠也是城市轨道交通的一大亮点。相对较低

的票价让更多市民能够享受到城市轨道交通带来的便

利，同时还能促进城市经济发展。

总之，城市轨道交通以其高效快捷、安全稳定、舒

适便捷、覆盖面广和经济实惠等诸多优点，成为了现代

城市出行的重要方式。它以独特的魅力吸引着广大市民

的青睐，为城市的繁荣和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4.4  出行的时效性
除了以上提到的安全可靠性、舒适便利性和经济

性，城市轨道交通的时效性也备受关注。对于现代城市

的快节奏生活，时间变得越来越宝贵。而城市轨道交通

以其准时、快速和高效的特点，为乘客提供了更加可靠

的出行选择。[8]

在14号线的运营中，通过精心的调度和运营管理，能
够实现较高的班次频率和准点率。这使得乘客能够更加方

便快捷地到达目的地，减少了等待时间和不确定性。

城市轨道交通以其安全高效性、舒适便利性、经济

实惠和时效性等优势，成为了现代城市出行的重要选

择。在未来的发展中，城市轨道交通将继续发挥其重要

作用，为城市的发展和居民的生活提供更加便捷、高

效、可靠的出行服务。

5��结论

通过对西安地铁14号线机场站客流结构的研究，我
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该线路的客流主要集中在北郊和地铁站点分布较为

密切的市中心及南郊，其中换乘旅客、旅游旅客、通勤

人员和其他出行旅客等不同类型乘客的出行目的和行为

特征各不相同。

在客流结构方面，该线路呈现出高峰不明显、方向

性强、换乘频繁、不均衡性和多元化性等特点。为了更

好地满足不同类型乘客的出行需求和提高地铁运营效率

和服务质量，可以采取一些措施，如加强客流引导、提

供行李寄存及托运服务、延长末班车等。

在出行特征方面，城市轨道交通以其安全高效性、

舒适便利性、经济实惠和时效性等优势，成为了现代城

市出行的重要选择。在未来的发展中，城市轨道交通将

继续发挥其重要作用，为城市的发展和居民的生活提供

更加便捷、高效、可靠的出行服务。

综上所述，通过对西安地铁14号线机场站客流结构
的分析研究和，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不同类型乘客的出

行需求和行为特征，以便更好地进行运输调度和管理，

提高城市轨道交通的运营效率和服务质量。同时，城市

轨道交通也将继续发挥其重要作用，为城市的发展和居

民的生活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出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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