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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深入理解人们在开车时使用手机的动机与需求。方法 通过定性研究的方法，在北京和广州

两个城市组织焦点小组，对不同性别、驾龄的 48 名用户的行为和动机进行分析。结论 全部受访者都存

在边开车边接打电话的行为。担心错过重要的电话，或是担心被认为无礼使得开车时接打电话成为人们

的刚性需求。相较而言，女性比男性，短驾龄的人比长驾龄的人更倾向于采取谨慎的策略来降低安全风

险。现有的车载系统和蓝牙方案都不能有效满足用户的需求，因此，除了安全的考虑外，舒适、便捷和

隐私都需要加以改善，以提供更好的用户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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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ing Smart Phones While Dri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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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aims to understand the motive and needs of using mobile phones while driving. A qualitative approach is 

applied in Beijing and Guangzhou with 6 focus groups of a total of 48 participants to understand the motive and needs of 

such a behavior. Using mobile phones while driving is a kind of necessity and all the participants did that. They are afraid 

of missing important calls or being regarded as rude if they didn't take an incoming call. Female tends to take more cau-

tions than males when picking up a call. So as participants with less driving experience vs. those with plenty experience. 

What's more, current in-car hands-free system and Bluetooth approaches indeed fail to meet users' need. Therefore, in ad-

dition to security considerations, comfort, convenience and privacy need to be improved to provide a better user experi-

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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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车时使用手机会干扰驾驶员对周围环境的注

意，增加认知负荷，加长判断时间，从而影响驾驶安

全，发生事故的概率要比不打电话的情况高出 4 倍[1]。

一边开车一边收发讯息同样会增加发生交通事故的

几率[2]。许多汽车厂商和耳机制造商推出了车内的免

手持通话解决方案，但也有研究显示免手持方案并不

能有效避免事故的发生[3]。 

根据美国高速道路交通安全局的估算，美国任一

时刻都有大约 1.7%的司机在开车的同时使用手持电

子设备[4]。无论是法律的强制性约束还是显著上升的

交通事故数量，显然都无法阻挡人们在开车时自觉放

下自己的手机。通过对不同性别、地域及驾龄人群的

调研，将有助于理解在驾驶环境下人们使用手机的动

机与需求。 

1  方法 

考虑到南北方的文化差异可能会对用户动机和

行为产生不同的影响，调研在北京和广州两个一线城

市进行。男性和女性被分到不同的小组以避免在偏男

性的汽车话题上出现不必要的文化冲突。此外，驾驶

熟练程度的不同也会对驾驶行为产生影响，因此，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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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受访者进一步分成 1 年驾龄以下和 1 年驾龄以上两

组。而女性开车习惯偏向谨慎，就不再按驾龄分组。 

所有报名者都根据事先设计好的配比和甄别条

件加以筛选，最终共有 48 名受访者（32 名男性，16

名女性）参与调研，见表 1。其中 26 名受访者的年

龄在 22～30 岁，其余 22 人的年龄在 30 岁以上。所

有受访者都持有有效的驾驶证。其中 18 人的驾龄不

足 1 年，另外 30 人的驾龄均在 1 年以上。 

表 1  参与调研的用户资料 
Tab.1 Basic information of the participants 

城市 北京 广州 

分组 1 2 3 1 2 3 

性别 男 男 女 男 男 女 

人数/人 8 8 8 8 8 8 

平均年龄 30 岁 31 岁 31 岁 27 岁 31 岁 31 岁

平均驾龄

（中位数） 
7.5 个月 5 年 3.5 年 6.5 个月 4.5 年 3.5 年

 

焦点小组以半结构化的提纲展开，引导每一组受

访者分享各自在开车时使用手机的情况，并引导他们

对小组内其他受访者的经历和想法展开深入讨论。每

场焦点小组大约 2 h，所有受访者的发言都整理为文

字以便进一步分析处理。 

2  结果 

48 名受访者都承认自己会在开车时使用手机接

打电话。根据受访者的自述，接打电话的频率可以分

为“极少”、“很少”和“经常”3 个程度。6 组受访者接打

电话的频数分布状况见图 1。 

 “极少“接打电话的人数在两个城市没有明显差

别，且都只出现在女性小组。这与调研分组时认为女

性会比男性更偏向谨慎驾驶的预期相吻合。“很少”接

打电话的人数依然以女性居多，而且广州小组的人数

明显高于北京小组的人数。而在男性小组，随着驾龄

的增长，广州和北京的受访者中都呈现相同的趋势：

短驾龄组（第 1 组）的男性会比长驾龄组（第 2 组）

更倾向在开车时少接打电话。这个趋势进一步体现在

“经常”接打电话的人数统计中。长驾龄组的受访者几

乎全部都是经常接打电话。在女生组，北京的女性明

显更经常在开车时使接打电话。 

有 10 位受访者（7 男 3 女）明确表示并不觉得

边开车边打电话是很危险的举动。他们全部来自北京

的小组，且其中 9 位（6 男 3 女）的驾龄都超过 1 年。

他们普遍认为，边开车边打电话“没有特别大的影

响”，“自己的反应还行，习惯了”，可以“操控住”。

另外 38 位受访者都表示出对于开车时接打电话的潜

在危险的关注。他们中的大部分会通过减速驾驶来提

升安全性，只有少数受访者（主要是女性）会把车停

在路边完成通话。在两个城市的短驾龄组里，有 3 位

受访者有过因为接电话而险些造成交通意外的经历。 

不论是否认为在开车时接打电话存在危险，所有

受访者都表示不可能做到完全不接电话。他们或者像

平常一样处理来电，或者只接听重要的或紧急的来

电，或者只能尽可能不去接听，见图 2。 

在接打电话的具体操作上，6 名受访者通过与手机连

接的车载蓝牙功能进行操作，16 人通过蓝牙或线控耳机，

其余 26 人则直接在手机屏幕上进行操作，见图 3。 

 

图 1  按城市与组别统计的开车时“极少”、“很少”和“经常”接打电话的受访者人数 
Fig.1 Number of participants who "rarely", "infrequently", or "frequently" make phone calls while driving, grouped by city and 

user 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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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受访者在开车遇到来电时的处理方式 
Fig.2 Strategies of dealing with an incoming call while driving 

 

图 3  受访者在开车时接听电话的操作方式 
Fig.3 Ways of taking a phone call while driving 

3  讨论 

48 位受访者无一例外地会在开车时接打电话的

发现令人诧异。尤其是其中 38 位受访者在意识到潜

在危险的情况下依然如此的行为，不能简单归结为个

体风险承受程度的差异。基于使用与满足理论的研究

表明，不论是功能手机还是智能手机的用户都存在工

具性和习惯性两种行为[5—6]。调研显示边开车边使用

手机的行为兼具工具性和习惯性两种特点。换句话

说，开车时接听电话是用户的一个刚性需求。 

大多数受访者都提到有些人的电话是不能不接

的。这些人包括工作上的领导、生意中的客户和夫妻

关系中的另一半。在处理来电的方式上，近 1/3 的受

访者所提及的“重要的”和“紧急的”情况主要包含的

正是这些特殊的联系人。有意思的是，那些“极少”接

打电话的受访者无一来自男性组。对此很现实的一个

原因就是相对于女性而言，男性更难以忽视来自领

导、客户和伴侣的来电。采取“尽量不接”策略的 5 位

受访者中 4 位是女性，唯一的男性则是一位刚刚开车

不到 4 个月的新手。这从一个侧面佐证了男性更难对

来电作出拒绝的选择。 

如果开车时接听电话是一个刚性需求，那么就很

容易理解为什么从法律上对这一行为加以禁止的措

施并不能够起到应有的作用。数名受访者在调研中提

到在接听电话时会注意有没有交警和摄像头，会刻意

避开交警。与此相似，因为开车时接电话而险些出现

交通事故的 3 位受访者，都没有因此而改用更为谨慎

的来电处理方式。很显然，与被处罚的交通违法后果

相比，错过重要的电话而在工作或社交上产生的负向

影响，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是相当大的。这也解释了受

访者中超过半数的人，会以采用与不开车时相同的策

略处理来电的原因。 

车载系统和耳机都提供了允许驾驶员的手不离

开方向盘就可以快速接通电话的交互方式。虽然大多

数受访者都意识到开车时打电话的安全隐患，但是使

用车载系统和耳机这些更安全手段的受访者却只占

了不到一半的比例。更多人选择直接用手在手机上进

行操作。受访者对驾驶中使用电子设备的风险的低估

在另一个研究中也被观察到[7]。通过与受访者的深入

交流得以揭示这一看似矛盾的比例背后的原因。首

先，不少人觉得长时间佩戴耳机并不舒服，因此，他

们往往要在来电出现时才会戴上耳机。而此时取出耳

机，特别是线控耳机，并佩戴好的过程常常显得麻烦

而低效。其次，蓝牙耳机的通话效果常常不如预期。

不少受访者表示，有时会遭遇双方彼此听不清楚的情

况，增加了无谓的通话时间，也因此而增加安全风险。

第三，蓝牙耳机需要经常充电，而人们很容易忘记给

蓝牙耳机充电，导致要用时会遭遇耳机没电的窘境。

第四，车载系统并非一次设置后就可以高枕无忧。当

家庭成员不止一个人的手机与车载系统存在配对关

系时，进到车里究竟是谁的手机连在车载系统上就是

一个麻烦的问题。而让车载系统连上“正确的”手机也

是一个麻烦的设置过程。最后，车载系统在带来便捷

性的同时牺牲了私密性。许多受访者都指出当车内还

有其他乘客时，他们并不希望自己的通话经由车载系

统成为一个公开的广播。 

很显然，除了加强对用户的安全驾驶教育和制订更

有效的法规，开车时使用手机这一刚性需求也需要得到

更安全和更有效的技术与设计支持。来电时提供更好的

声音提示[8]，更好地提醒来电者对方正在开车[9]，提供

情感化的机器人助手[10]都是值得探索的方向。同时，

隐私问题也需要更细致研究以提升车载系统的友好

程度。 

4  结语 

总体而言，女性会比男性，短驾龄的司机会比长驾

龄的司机采取更为谨慎的方式应对开车时接打电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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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尽管清楚存在安全风险，尽管有交通法的明令禁

止，人们依然无法放弃这个刚性需求。为了避免错过重

要讯息或被认为无礼，大多数人都会接听来电。现有的

车载系统和耳机并未能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耳机的舒

适性、便捷性以及车载系统的智能性和隐私性都需要进

一步完善，从而为用户提供更好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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