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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中国城市研究报告》由百度地图慧眼团队、百度地图智慧交通团队联合撰写。本报告基于百度地图开放平台海量位置数据、

百度地图海量交通出行数据挖掘计算所得。我国城市化已进入新阶段，人口已成为城市发展的核心资源。本报告中的常驻人口是指在

一个城市驻留超过2个月的人口，本报告采用城市常驻人口吸引力指数作为评估城市吸引力的核心指标，即该城市新流入常驻人口与

全国所有城市新流入常驻人口均值的比值。

本报告采用高峰拥堵指数作为评估城市拥堵状况的指标，即工作日早晚高峰时段，实际旅行时间与畅通旅行时间的比值。本报

告采用的地铁站点热度是指该城市内地铁站点周围半径500米的区域内的人群热度。

本报告选取了中国60个主要城市，通过大数据客观反映城市人口吸引力和城市交通的状况，本次报告百度地图还联合DT财经、

摩拜单车对城市公共交通及共享出行进行了深入研究，希望能为公众、机构和政府提供有价值的信息。

本报告版权为百度地图所有，未经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制和发布。如引用发布，需注明出处为

“百度地图”，且不得对本报告进行有悖原意的引用、删节和修改。本报告最终解释权归百度地图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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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第二季度中国主要城市人口吸引力概述

2017年第二季度参评的中国60个主要城市吸引了全国城市新流入常驻人口的53%，较第一季度上涨9%，人口向主要城市聚集现象更加显著，参评城市中，吸引力指数较高的城市

集中在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部分城市及成都、西安、郑州等省会城市。

44%

53%

2017年Q1 2017年Q2

9%

60个主要城市流入人口占比
（2017年Q1VS2017年Q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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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9%

13.73%

8.03%

5.49%

长三角 珠三角 京津冀 成渝

四大城市群流入人口占比

城市群流入人口占比＝城市群内部所有城市流入常驻人口之和／全国所有城市流入常驻人口之和

2017年第二季度四大城市群人口吸引力分析

四大城市群中，长三角城市流入常驻人口最多，占比高达16%，是京津冀流入常驻人口两倍，成渝的三倍，将城市群流入人口分为城市群内部流入人口和吸引城市群外部流入人口

两部分，发现长三角、珠三角吸引外部的流入人口占比达到64%，京津冀、成渝该比例为60%，说明相比京津冀、成渝，长三角、珠三角对外部城市吸引力更强。

城市群内部流入人口占比

城市群吸引外部流入人口占比

京津冀

长三角

珠三角

成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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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第二季度长三角人口吸引力排名TOP6城市

长三角城市群人口吸引力排名TOP6城市人口流入占比差异不大，说明城市群内部城市发展相对均衡，排名前三的是上海市、苏州市和杭州市。

16.1%

12.9%

9.7%

6.7%

5.9% 5.8%

上海市 苏州市 杭州市 宁波市 金华市 南京市

长三角人口吸引力排名TOP6城市流入人口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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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第二季度珠三角人口吸引力排名TOP6城市

珠三角城市群人口吸引力排行中，深圳市、广州市、东莞市位列前三，三个城市流入人口占城市群所有城市流入人口的60%以上。

23.7%

21.1%

17.2%

10.3%

6.9%
6.2%

深圳市 广州市 东莞市 佛山市 惠州市 中山市

珠三角人口吸引力排名TOP6城市流入人口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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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第二季度京津冀人口吸引力排名TOP6城市

京津冀城市群中，北京单个城市流入人口数量占城市群总流入人口数量的37.74%，是排名第二天津的近三倍，堪称一枝独秀。

37.74%

13.30%

7.82% 7.77%
7.02%

5.19%

北京市 天津市 廊坊市 保定市 石家庄市 邯郸市

京津冀人口吸引力排名TOP6城市流入人口占比
京津冀人口吸引力排名TOP6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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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第二季度成渝人口吸引力排名TOP6城市

成渝城市群中，成都、重庆人口吸引力最强，两者流入人口之和超过城市群总流入人口的一半，且成都、重庆占比差异不大。

29.0%

23.6%

5.1% 4.9%
4.2% 4.0%

成都市 重庆市 南充市 绵阳市 达州市 宜宾市

成渝人口吸引力排名TOP6城市流入人口占比
成渝人口吸引力排名TOP6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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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0%

2.67%
2.52%

1.78%

1.18%

四川省 河南省 安徽省 湖南省 山东省

五个人口大省流入四大城市群人口

占全国所有城市流入人口比例

四川省流向成渝城市群人口指四川省非城市群城市流向成渝人口；安徽省流向长三角人口指安徽省非长三角城市流向长三角人口。

2017年第二季度四大城市群对五个人口大省吸引力分析

五个人口大省中四川流向四大城市群人口最多，山东最少，不足四川三分之一；具体来看，流向四大城市群人口中，四川61.07%的人口流向成渝；河南51.76%的人口流向长三角；

安徽85.65%的人口流向长三角；湖南68.66%的人口流向珠三角，山东43%的人口流向京津冀，人口流动的近邻导向现象明显。

山东

河南

安徽

湖南

四川

珠三角

成渝

京津冀

长三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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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群流入人口画像是城市群吸引的城市群外流入人口的画像。年龄、学历画像基于用户网络行为挖掘获得。

2017年第二季度四大城市群流入人口年龄、教育程度分析

四大城市群流入的24岁以下人口占比最高，比例达36%以上，45岁以上人口占比最少。具体来看，长三角、珠三角24岁以下人口占比高于京津冀、成渝，而京津冀成渝则在35-44

岁之间比例高于长三角、珠三角。从本科及以上流入人口占比来看，京津冀比例最高，成渝排名第二高于长三角和珠三角。成渝高学历人口占比超过长三角，推测这与长三角产业

构成更加多样有关。

0%

5%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50%

24岁以下 25-34岁 35-44岁 45岁以上

长三角

珠三角

京津冀

成渝

8.09%

6.09%

4.43%

3.38%

京津冀 成渝 长三角 珠三角

四大城市群流入人口年龄构成 四大城市群本科及以上流入人口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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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城市人口吸引力排行TOP10

2017年第二季度人口吸引力排名前五的城市与第一季度相同，深圳继续保持第一的领先位置，苏州、成都、杭州排名上升一位，佛山上升两位进入前十，重庆排名下跌四位。

排序 省份 2017年
Q2排名VSQ1排名

1 深圳市 —

2 北京市 —

3 广州市 —

4 上海市 —

5 东莞市 —

6 苏州市 1

7 成都市 1

8 杭州市 1

9 佛山市 2

10 重庆市 4



@2017.7 Baidu《2017年第二季度中国城市研究报告》@2017.7 Baidu《2017年第二季度中国城市研究报告》14

主要城市人口吸引力指数增长TOP10城市

第二季度相比第一季度，人口吸引力指数增长幅度最大的城市全部集中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三大城市群。

指数增长TOP10城市

指数下跌TOP10城市

深圳市

北京市

广州市

上海市

东莞市

苏州市

佛山市

杭州市

宁波市

金华市

人口吸引力指数增长TOP10城市

Q2人口吸引力指数 Q1人口吸引力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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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第二季度重庆市人口吸引力指数下降分析

2017年第二季度重庆人口吸引力指数较第一季度下跌显著，选取第二季度重庆流入人口十大来源城市（十大来源城市流入人口占重庆总流入人口30%）来看，除了重庆周边城市成

都和广安流向重庆的常驻人口增多以外，其他城市流向重庆的常驻人口均有不同程度的下跌。

广州

重庆市流入人口十大来源城市

成都市 深圳市 东莞市 广安市 上海市 广州市 遵义市 北京市 泉州市 温州市

重庆市流入人口十大来源城市分析

（2017Q2VS2017Q1）

Q2流入人口数量

Q1流入人口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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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上广深流入常驻人口分布

一线城市中，深圳市、北京市流入主城区常驻人口占比超过50%，广州市流入主城区占比为42.8%，上海市占比最低，仅为34.9%。

52.9%
47.1%

主城区 非主城区

34.9%

65.1%

主城区 非主城区

42.8%

57.2%

主城区 非主城区

58.7%

41.1%

主城区 非主城区

上海市广州市深圳市 北京市

低

高

低

高

低

高

低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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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 重点城市 人口吸引力指数

1 深圳市 11.181 

2 北京市 10.393 

3 广州市 9.946 

4 上海市 8.867 

5 东莞市 8.104 

6 苏州市 7.094 

7 成都市 5.464 

8 杭州市 5.374 

9 佛山市 4.865 

10 重庆市 4.450 

11 郑州市 4.210 

12 武汉市 3.977 

13 西安市 3.774 

14 宁波市 3.673 

15 天津市 3.661 

16 温州市 3.593 

17 长沙市 3.287 

18 金华市 3.251 

19 惠州市 3.247 

20 南京市 3.186 

附录1：2017年第二季度主要城市人口吸引力榜单
排名 重点城市 人口吸引力指数

21 中山市 2.902 

22 无锡市 2.688 

23 昆明市 2.542 

24 泉州市 2.516 

25 青岛市 2.404 

26 台州市 2.284 

27 厦门市 2.278 

28 嘉兴市 2.269 

29 福州市 2.260 

30 南宁市 2.233 

31 合肥市 2.155 

32 廊坊市 2.152 

33 保定市 2.139 

34 沈阳市 2.078 

35 贵阳市 2.036 

36 哈尔滨市 1.972 

37 石家庄市 1.933 

38 济南市 1.840 

39 常州市 1.769 

40 太原市 1.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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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2017年第二季度主要城市人口吸引力榜单
排名 重点城市 人口吸引力指数

41 绍兴市 1.733 

42 长春市 1.722 

43 南通市 1.699 

44 南昌市 1.698 

45 乌鲁木齐市 1.672 

46 徐州市 1.638 

47 大连市 1.495 

48 兰州市 1.470 

49 临沂市 1.450 

50 邯郸市 1.429 

51 潍坊市 1.266 

52 烟台市 1.201 

53 济宁市 1.121 

54 沧州市 1.109 

55 海口市 1.080 

56 唐山市 1.049 

57 银川市 0.920 

58 呼和浩特市 0.859 

59 西宁市 0.806 

60 拉萨市 0.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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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2：四大城市群研究城市

城市群 城市 所属省级行政单位

长三角城市群

上海市,苏州市,杭州市,南京市,无锡市,宁波市,南通市,合肥市,嘉兴市,常州市,盐

城市,金华市,绍兴市,台州市,湖州市,安庆市,泰州市,滁州市,镇江市,扬州市,宣城

市,芜湖市,池州市,马鞍山市,舟山市,铜陵市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珠三角城市群
深圳市,广州市,东莞市,佛山市,惠州市,中山市,珠海市,江门市,肇庆市,清远市,河

源市,汕尾市,阳江市,云浮市
广东省

京津冀城市群
北京市,天津市,廊坊市,保定市,石家庄市,邯郸市,沧州市,邢台市,唐山市,张家口市,

衡水市,秦皇岛市,承德市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成渝城市群
成都市,重庆市,南充市,绵阳市,达州市,宜宾市,泸州市,资阳市,德阳市,广安市,眉

山市,内江市,遂宁市,乐山市,自贡市

重庆市

四川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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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门购物中心基于百度地图大数据计算得出。

全国十大热门购物中心

月星环球港(上海)

万达广场建邺店(南京)

日月光中心(上海)

远洋太古里(成都)

西单大悦城(北京)

大悦城(上海)

海岸城购物中心(深圳)

蓝色港湾(北京)

正佳广场(广州)

朝阳大悦城(北京)

十大热门购物中心

十大热门购物中心中有八个位于北上广深一线城市，其他两个为成都远洋太古里及南京万达广场建邺店。

北京(3)

上海(3)

江苏(1)

四川(1)

广东(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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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上广深成购物中心“扎堆”分析（上）

通过城市各个购物中心与其周边最近购物中心距离反映购物中心“扎堆”分布现象，经分析，北京购物中心最近距离在200米以内购物中心占比小于上海，而在500－1000米范围

内则高于上海，说明相比北京，上海市购物中心扎堆现象更明显。

24.72%

23.60%
19.85%

31.84%

小于200米 200-500米

500-1000米 1000米以上

32.48%

22.99%
14.94%

29.60%

小于200米 200-500米

500-1000米 1000米以上

北京市 上海市

购物中心距离分布 购物中心距离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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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上广深成购物中心“扎堆”分析（下）

广州市购物中心最近距离在500米以内的占比高达60%，高于深圳市；成都除了春熙路商圈购物中心扎堆外，其他区域购物中心分布较分散，1000米以上占比达42%，远高于一线

城市该占比。

28.67%

32.62%

21.51%

17.20%

小于200米

200-500米
500-1000米

1000米以上

30.16%

26.03%

25.62%

18.18%

小于200米 200-500米

500-1000米 1000米以上

26.27%

16.10%

15.25%

42.38% 小于200米 200-500米

500-1000米 1000米以上

广州市 深圳市 成都市

购物中心距离分布 购物中心距离分布 购物中心距离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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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流辐射半径指周末商圈60%以上客流居住地与商圈距离。

北上广深成客流辐射半径最大商圈分析（上）

根据“扎堆”购物中心识别出城市商圈，并通过计算城市商圈客流辐射半径识别出辐射半径最大商圈，经过分析可知，北京客流辐射半径最大商圈为王府井商圈，客流辐射半径为

13.5公里；上海客流辐射半径最大商圈为南京东路商圈，客流辐射半径为11.5公里。

王府井商圈

南京东路商圈

北京市－王府井客流辐射情况 上海市－南京东路客流辐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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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流辐射半径指周末商圈60%以上客流居住地与商圈距离。

北上广深成客流辐射半径最大商圈分析（下）

广州客流辐射半径最大商圈为天河路商圈，客流辐射半径为7.8公里，深圳客流辐射半径最大商圈为南油商圈，客流辐射半径为7.5公里，成都客流辐射半径最大商圈为春熙路商圈，

客流辐射半径为6.8公里。

天河路商圈

南油商圈

春熙路商圈

广州市－天河路商圈客流辐射情况 深圳市－南油商圈客流辐射情况 成都市－春熙路商圈客流辐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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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上广深成购物中心沿地铁站分布情况分析（上）

北京、上海75%以上购物中心分布在地铁站周边1000米，上海有一半以上购物中心分布在地铁站周边500米，购物中心沿地铁站分布趋势明显。

44.62%

36.65%

18.73%

500米以内 500-1000米 1000米以上 53.13%

22.81%

24.07%

500米以内 500-1000米 1000米以上

北京市 上海市

购物中心离地铁站距离

距离地铁站500米以内

距离地铁站500-1000米
购物中心离地铁站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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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上广深成购物中心沿地铁站分布情况分析（下）

广州、深圳65%以上购物中心分布在地铁站周边1000米，深圳近一半购物中心分布在地铁站周边500米；成都市仅有58%购物中心分布在地铁周边1000米。

39.39%

29.55%

31.06%

500米以内 500-1000米

1000以上

49.58%

16.67%

33.75%
500米以内 500-1000米

1000米以上

37.29%

20.33%

42.37%
500米以内 500-1000米

1000米以上

广州市 深圳市 成都市

距离地铁站500米以内

距离地铁站500-1000米

购物中心离地铁站距离 购物中心离地铁站距离 购物中心离地铁站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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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分购物中心选取百度地图有室内图覆盖的购物中心，客流量统计选择时段是6.12-6.18。

北上广深成购物中心客流类型分析（上）

通过购物中心周末日均客流与工作日日均客流比例值将购物中心分为工作日型（<0.9）、均衡型(0.9-1.2)、周末型(>1.3)，经分析，北京、上海均衡型购物中心占比最高，其次是

周末型、工作日型；在空间分布上，均衡型购物中心主要分布在城市中心区域，周末型购物中心主要分布在城市外围区域，工作日型则集中在城市主要商务区。

11.74%

51.64%

36.62%

工作日型 均衡型 周末型

14.14%

48.99%

36.87%

工作日型 均衡型 周末型

购物中心客流类型分布

北京市 上海市

工作日型

均衡型

周末型

购物中心客流类型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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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分购物中心选取百度地图有室内图覆盖的购物中心，客流量统计选择时段是6.12-6.18。

北上广深成购物中心客流类型分析（下）

广州、深圳均是周末型购物中心占比最高，工作日型占比最低；与一线城市相比，成都最大特点是工作日型购物中心比例较高，达19%，居于五个城市之首。

8.22%

45.21%
46.57%

工作日型 均衡型 周末型

12.71%

40.68%
46.61%

工作日型 均衡型 周末型

19.39%

48.98%

31.63%

工作日型 均衡型 周末型

广州市 深圳市 成都市

工作日型

均衡型

周末型

购物中心客流类型分布 购物中心客流类型分布 购物中心客流类型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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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十大热门购物中心

万达广场大望路店

万达广场通州店

爱琴海购物中心

世纪金源购物中心

五彩城购物中心

三里屯太古里

荟聚西红门购物中心

西单大悦城

蓝色港湾

朝阳大悦城

北京十大热门购物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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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十大热门购物中心

环贸iapm商场

来福士广场

第一八佰伴

龙之梦购物中心长宁店

正大广场

万达广场周浦店

万达广场江桥店

月星环球港

日月光中心

大悦城

上海十大热门购物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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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十大热门购物中心

百信广场

乐峰广场

宜安广场

中华国际中心

5号停机坪购物广场

天河城商业区

万达广场番禺店

万达广场萝岗店

万达广场白云店

正佳广场

广州十大热门购物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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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十大热门购物中心

益田假日广场

深国投广场

怡景中心城

大浪商业中心

九方购物中心

购物公园

皇庭广场

万象城

海雅缤纷城

海岸城购物中心

深圳十大热门购物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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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十大热门购物中心

新城市广场

凯德天府

来福士广场

海滨城购物中心

SM广场二环路店

万达广场锦华店

万达百货金牛万达店

万象城

大悦城

远洋太古里

成都十大热门购物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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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购物中心发展趋势分析

2000年北京购物中心主要集中在王府井、西单两大商圈，随后四环内覆盖越来越密集，四环以外区域沿城市主路、高速路扩散。

2000年 2005年

2010年 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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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天拥堵指数

2017年第二季度主要城市拥堵指数趋势

第二季度，主要城市拥堵指数最高出现在劳动节小长假前一天2017年4月28日，最低出现在端午节第三天2017年5月30日，基本规律为工作日全天拥堵指数明显高于周末，工作日

拥堵指数规律为周一和周五全天拥堵指数高于周二、周三和周四；清明节、劳动节和端午节三个小长假全国主要城市表现出不同的特征：清明节与端午节主要城市全天拥堵指数较

周末有所下降，劳动节主要城市全天拥堵指数与周末相近。

2017/4/28
1.690

2017/5/30
1.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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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第二季度主要城市拥堵排名TOP10

从第二季度主要城市工作日高峰拥堵指数排名TOP10数据来看，直辖市重庆、北京、上海入榜，唐山是唯一入榜的非直辖市非省会城市，排名第8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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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第二季度全国部分城市高峰小时时间分析

高峰小时时间乌鲁木齐和拉萨较其他城市有明显延时，在本附录城市排行中，城市早高峰时间为7:00-9:00，晚高峰时间为17:00-19:00；乌鲁木齐工作日高峰时段取值延后两个小时,即早高峰
9:00-11:00，晚高峰19:00-21:00，拉萨工作日高峰时段取值延后一个小时。即早高峰8:00-10:00，晚高峰18:00-20:00。

全国主要城市中由西向东选取了20个城市，对其高峰拥堵小时做了对比分析，从下图来看，西部城市普遍比东部城市高峰小时时间延后，特别是最西部乌鲁木齐早高峰小时时间为

9:13到10:12，晚高峰小时时间为19:17到20:16，比最东部的哈尔滨早高峰小时时间延后1小时43分钟，晚高峰小时时间延后2小时1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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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中，红色区域为早晚高峰拥堵指数均高于全国均值城市，以哈尔滨、重庆、北京、石家庄、济南、上海和长春为此类型明显特征城市；桔色区域为晚高峰高于全国均值且早高

峰低于全国均值的城市，以广州、昆明、南宁、惠州、海口为此类型明显特征城市；绿色区域为早晚高峰拥堵指数均低于全国均值城市，以南通、无锡、银川和台州为此类型明显

特征城市。

重庆
北京

石家庄

济南

长春上海
唐山

西安

杭州

广州

贵阳

呼和浩特

大连
沈阳

成都

天津

济宁

昆明

长沙

合肥

南京

惠州

武汉

南宁

福州

佛山

青岛

郑州

厦门

海口

沧州

东莞

宁波

保定徐州

乌鲁木齐

太原

温州

兰州

深圳

南昌

中山

嘉兴

金华

绍兴

邯郸

潍坊
苏州

临沂

烟台

廊坊

西宁

常州
台州

拉萨

银川

泉州

无锡南通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哈尔滨

2017年第二季度全国主要城市早晚高峰拥堵分析

早高峰拥堵指数

晚
高
峰
拥
堵
指
数



@2017.7 Baidu《2017年第二季度中国城市研究报告》@2017.7 Baidu《2017年第二季度中国城市研究报告》41

2017年第二季度全国主要城市工作日/周末拥堵对比

对第二季度工作日和周末全天拥堵指数进行了对比，大部分城市工作日全天拥堵指数高于周末，特别是上海，周末全天拥堵指数较工作日拥堵指数下降11.5%，石家庄在结束了供

暖季交通限行管制措施后，第二季度工作日全天拥堵指数超过了周末。保定、廊坊和兰州是60个城市中周末全天拥堵指数高于工作日的城市，特别是保定和廊坊周末全天拥堵指数

较工作日均上升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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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第二季度典型城市分道路类型拥堵分析

典型城市选取TOP10城市中主城区有快速路的9个城市，唐山市因主城区快速路里程少，故不纳入本次快速路与非快速路对比。

北京、上海、杭州、重庆四个城市快速路比非快速路更拥堵，特别是北京和上海，快速路比非快速路拥堵指数分别高11%和10.4%。石家庄、长春、哈尔滨、济南和西安5个城市非

快速路比快速路更拥堵，特别是西安和济南，快速路比非快速路全天拥堵指数分别低19.1%和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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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依据平均拥堵里程，平均拥堵里程=每分钟的拥堵里程之和/总分钟数。

2017年第二季度全国高速拥堵TOP10省份

第二季度，全国高速拥堵TOP10省份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和中西部内陆省份。广东为高速平均拥堵里程最高的省份，每分钟平均拥堵里程达50.14km，远超其他省份，第二名为云

南，第三名为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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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第二季度全国高速TOP10拥堵路段

第二季度全国高速TOP10拥堵路段主要在与大型城市紧密连通的高速路段，多分布在东部地区，其中北京地区有4条，广佛地区有3条。莞佛高速坦尾桥至虎门大桥西向东路段、莞

佛高速太平互通立交至虎门大桥东向西路段为拥堵路段第一名和第二名，拥堵时段从上午8:00一直持续到24:00。北京地区的4条高速路段的拥堵时段多在白天，夜间拥堵情况均有

所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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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7 8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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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第二季度全国三大小长假高速拥堵分析

平均拥堵里程=每分钟的拥堵里程之和/总分钟数。

第二季度三大小长假，清明节平均拥堵里程在三大小长假中占比为42.6%，为三大小长假最高，清明节出程峰值拥堵里程明显高于劳动节和端午节出程峰值拥堵情况，回程峰值清

明节与劳动节拥堵里程相近，明显高于端午节回程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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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高速Q2小长假高速拥堵趋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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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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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依据平均拥堵里程，平均拥堵里程=每分钟的拥堵里程之和/总分钟数。

2017年第二季度全国三大小长假拥堵里程排行TOP10省份

通过分析第二季度三大小长假高速拥堵TOP10榜单，广东省境内高速平均拥堵里程在三大小长假均排行第一，特别是清明节的平均拥堵里程，是第二名江苏省的3倍，除广东之外，

重庆、云南、北京和四川三大小长假均入榜TOP10。

云南

河北

四川

山东

浙江

上海

北京

重庆

江苏

广东

劳动节

湖南

北京

陕西

河北

四川

福建

新疆

重庆

云南

广东

端午节

广西

上海

湖南

四川

北京

云南

重庆

浙江

江苏

广东

清明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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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第二季度广东省三大小长假高速拥堵分析

平均拥堵里程=每分钟的拥堵里程之和/总分钟数。

2017年第二季度广东省三大小长假，清明节平均拥堵里程在三大小长假中占比达54.2%，清明节出程和回程峰值拥堵明显高于劳动节和端午节峰值拥堵情况，端午节拥堵里程占比

为17.2%，特别是回程峰值不明显，是唯一一个回程峰值小于出程峰值的小长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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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Q2小长假拥堵趋势对比

清明节 劳动节 端午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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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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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第二季度广东省沈海高速拥堵分析

第二季度，沈海高速公路（天级）拥堵里程在清明节、劳动节和端午节小长假期间有明显加重，清明节期间拥堵最为严重，劳动节拥堵稍显严重，端午节为最畅通的小长假。沈海

高速呈现出周五下午、周六上午、周日下午的规律性拥堵。右图提取了沈海高速5个最堵日期的路况：2017年4月2日10时为假日出程最堵时刻、 2017年4月4日17时为假日回程最

堵时刻、 2017年6月11日16时为周日出行最堵时刻、2017年6月16日17时为工作日出行最堵时刻、 2017年6月17日11时为周六出行最堵时刻 。

小长假出程 2017 / 4 / 2 10时

小长假回程 2017 / 4 / 4 17时

周日回程：2017 / 6 / 11 16时

周六出程：2017 / 6 / 17 11时

工作日：2017 / 6 / 16 17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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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堵区域：拥堵指数达到1.8以上的区域；缓行区域：拥堵指数在1.5-1.8之间的区域；畅通区域：指数小于1.5的区域；无色值填充区域为无道路区域。

2017年第二季度北京市六环内区域工作日拥堵热力分析

北京六环内区域面积共计2267平方公里，选取第二季度工作日的7:00-9:00、11:00-13:00和17:00-19:00，3个时间段进行分析对比，北京六环内区域7:00-9:00时段拥堵区域占比

11.59%，区域分布较分散，主要集中在长安街沿线区域、学院路和西二旗区域； 17:00-19:00时段拥堵区域面积占比达12.73%，拥堵区域较集中，在长安街沿线区域和东部国贸、

三元桥等区域； 11:00-13:00时段拥堵区域明显降低，拥堵区域占比1.71%。

7:00-9:00
拥堵区域面积占比：11.59%
缓行区域面积占比：19.85%

11:00-13:00
拥堵区域面积占比：1.71%
缓行区域面积占比：8.17%

17:00-19:00
拥堵区域面积占比：12.73%
缓行区域面积占比：1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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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堵区域：拥堵指数达到1.8以上的区域；缓行区域：拥堵指数在1.5-1.8之间的区域；畅通区域：指数小于1.5的区域；无色值填充区域为无道路区域。

2017年第二季度上海市绕城高速内区域工作日拥堵热力分析

上海绕城高速内区域面积共计3105平方公里，选取第二季度工作日的7:00-9:00、11:00-13:00和17:00-19:00，3个时间段进行分析对比，7:00-9:00时段拥堵区域占比为6.27%，

区域分布较集中，主要集中在中环内西部和北部区域；17:00-19:00时段拥堵区域面积占比为6.08%，拥堵区域主要集中在中环内西部区域； 11:00-13:00拥堵区域明显降低，拥堵

区域面积占比为0.95%。

7:00-9:00
拥堵区域面积占比：6.27%
缓行区域面积占比：15.38%

11:00-13:00
拥堵区域面积占比：0.95%
缓行区域面积占比：5.03%

17:00-19:00
拥堵区域面积占比：6.08%
缓行区域面积占比：1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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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核心区域为沈海高速以南、广深沿江高速以东、丹平快速路以西、南至深圳边界内区域。拥堵区域：拥堵指数达到1.8以上的区域；缓行区域：拥堵指数在1.5-1.8之间的区域；畅通区
域：指数小于1.5的区域；无色值填充区域为无道路区域。

2017年第二季度深圳市核心区域工作日拥堵热力分析

深圳核心区域面积共计535平方公里，选取第二季度工作日的7:00-9:00、11:00-13:00和17:00-19:00，3个时间段进行分析对比，深圳核心区域拥堵在17:00-19:00时段拥堵区域

面积较大，拥堵区域面积占比达11.21%，拥堵区域分布较均匀； 7:00-9:00和11:00-13:00时段拥堵区域面积占比较小，分别为3.80%和1.42%。

7:00-9:00
拥堵区域面积占比：3.80%
缓行区域面积占比：10.73%

11:00-13:00
拥堵区域面积占比：1.42%
缓行区域面积占比：6.46%

17:00-19:00
拥堵区域面积占比：11.21%
缓行区域面积占比：2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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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堵区域：拥堵指数达到1.8以上的区域；缓行区域：拥堵指数在1.5-1.8之间的区域；畅通区域：指数小于1.5的区域；无色值填充区域为无道路区域。

2017年第二季度广州市、佛山市绕城高速内区域工作日拥堵热力分析

广州、佛山绕城高速内区域面积共计2794平方公里，选取第二季度工作日的7:00-9:00、11:00-13:00和17:00-19:00的3个时间段进行分析对比区域拥堵，广州、佛山绕城高速内

区域拥堵在17:00-19:00时段拥堵区域面积较大，拥堵区域面积占比达10.92%，拥堵区域分布主要集中在广州和佛山主城区； 7:00-9:00和11:00-13:00时段拥堵区域面积占比较小，

分别为2.28%和1.71%。

7:00-9:00
拥堵区域面积占比：2.28%
缓行区域面积占比：10.26%

11:00-13:00
拥堵区域面积占比：1.71%
缓行区域面积占比：9.21%

17:00-19:00
拥堵区域面积占比：10.92%
缓行区域面积占比：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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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堵区域：拥堵指数达到1.8以上的区域；缓行区域：拥堵指数在1.5-1.8之间的区域；畅通区域：指数小于1.5的区域；无色值填充区域为无道路区域。

2017年第二季度成都市绕城高速内区域工作日拥堵热力分析

成都绕城高速内区域面积共计538平方公里，选取第二季度工作日的7:00-9:00、11:00-13:00和17:00-19:00的3个时间段进行分析对比区域拥堵，成都绕城高速内区域拥堵在

17:00-19:00时段拥堵区域面积较大，拥堵区域面积占比达20.23%，拥堵区域分布主要集中在南部区域； 7:00-9:00和11:00-13:00时段拥堵区域面积占比较小，分别为9.21%和

4.75%。

7:00-9:00
拥堵区域面积占比：9.21%
缓行区域面积占比：23.93%

11:00-13:00
拥堵区域面积占比：4.75%
缓行区域面积占比：15.86%

17:00-19:00
拥堵区域面积占比：20.23%
缓行区域面积占比：2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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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时钟：是百度地图将影响交通的关键因素小时级天气、分析日期5分钟粒度指数指数和对比日期5分钟粒度指数曲线，可视化为24小时时钟样式，是创新型的交通多维度关联分析工具。

2017年第二季度重庆市交通拥堵分析

采用交通时钟方式分析了第二季度典型降雨日小时级天气与交通拥堵指数24小时变化情况，重庆在4月26日周三全天降雨的情况下，晚高峰指数明显增加，峰值达到2.77，远超通

勤日平均晚高峰指数；5月5日，工作日最后一天的小雨，晚高峰指数在降雨时段稍有加重；6月26日，工作日第一天的早高峰降雨，早高峰指数有明显增加，本日成为第二季度最

堵早高峰。

当日交通拥堵指数 Q2通勤日平均交通拥堵指数

重庆 4/26
周三 小雨

全天降雨

重庆 5/5
周五 小雨

早晚高峰降雨

重庆 6/26
周一 小雨

早高峰降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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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时钟：是百度地图将影响交通的关键因素小时级天气、分析日期5分钟粒度指数指数和对比日期5分钟粒度指数曲线，可视化为24小时时钟样式，是创新型的交通多维度关联分析工具。

2017年第二季度北京市交通拥堵分析

采用交通时钟方式分析了第二季度典型降雨日小时级天气与交通拥堵指数24小时变化情况，北京在5月22日早高峰周一叠加小雨的情况下，本日成为北京第二季度最堵早高峰，早

高峰峰值为达2.43，晚高峰指数明显降低；6月13日，4、9限行日期早高峰前的小雨，并没有影响早高峰出行指数，晚高峰指数有明显降低；6月22日前发布暴雨预警，交通出行

量大幅降低，在全天降雨的情况下，交通指数在早晚高峰均有明显降低。

北京 5/22
周一 小雨

早高峰降雨

北京 6/13
4/9限行 小雨

早高峰前降雨

北京 6/22
周四 小到中雨

暴雨预警+全天降雨

当日交通拥堵指数 工作日交通拥堵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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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时钟：是百度地图将影响交通的关键因素小时级天气、分析日期5分钟粒度指数指数和对比日期5分钟粒度指数曲线，可视化为24小时时钟样式，是创新型的交通多维度关联分析工具。

2017年第二季度石家庄市交通拥堵分析

采用交通时钟方式分析了第二季度典型降雨日小时级天气与交通拥堵指数24小时变化情况，石家庄在4月13日周四晚高峰降雨的情况下，晚高峰指数明显增加，峰值达到2.83，远

超平日晚高峰指数；5月22日，工作日第一天晚高峰的小雨，使得晚高峰指数有明显增加，本日成为第二季度最堵晚高峰，峰值指数达到3.09；6月22日，周四全天降雨，早高峰指

数有明显增加，晚高峰指数与通勤日平均相比变化不大。

当日交通拥堵指数 Q2通勤日平均交通拥堵指数

石家庄 4/13
周四 小雨

晚高峰降雨

石家庄 5/22
周一 小雨

晚高峰降雨

石家庄 6/22
周四 小雨

全天降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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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时钟：是百度地图将影响交通的关键因素小时级天气、分析日期5分钟粒度指数指数和对比日期5分钟粒度指数曲线，可视化为24小时时钟样式，是创新型的交通多维度关联分析工具。

2017年第二季度济南市交通拥堵分析

采用交通时钟方式分析了第二季度典型降雨日小时级天气与交通拥堵指数24小时变化情况，济南在4月19日周三晚高峰指数受降雨影响较通勤日平均指数有明显增加，峰值达到

2.41；5月8日，工作日第一天早高峰指数较通勤日平均明显增加，晚高峰的中雨使得晚高峰指数也有明显增加；6月23日，工作日最后一天加晚高峰中雨天气，使得晚高峰指数较

通勤日平均有明显增加，早高峰指数变化不大。

当日交通拥堵指数 Q2通勤日平均交通拥堵指数

济南 4/19
周三 小雨

晚高峰降雨

济南 5/8
周一 中雨

晚高峰降雨

济南 6/23
周五 中雨

晚高峰降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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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第二季度北京市通勤（上班）TOP10拥堵路段

北京上班通勤TOP10拥堵路段的拥堵指数均超过4.3，其中朝阳北路青年路至石佛营路路段最为拥堵，拥堵指数高达7.717；大部分拥堵路段的拥堵时段从6:50左右持续到10:30左

右，其中二环莲花池东路至复兴门内大街路段拥堵持续到中午11:40。自西向东进城的阜石路、自东向西进城的朝阳北路进入上班通勤拥堵道路TOP10；北清路自东向西是昌平区

域至西二旗通勤的主要道路，本季度排名第六。

1 2 3 4 5

6 7 8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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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第二季度北京市通勤（下班）TOP10拥堵路段

北京下班通勤TOP10拥堵路段的拥堵指数均超过4.2，其中朝阳北路红领巾桥至十里堡路路段最堵，拥堵指数高达7.026；二环和三环的拥堵时段从14:00左右持续到19:00左右，国

贸及上地地区通勤族主要通勤道路的朝阳北路、京通快速路及北清路的拥堵时段大约从17:00开始，北清路拥堵甚至持续到22:25。

1 2 3 4 5

6 7 8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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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第二季度上海市通勤（上班）TOP10拥堵路段

上海上班通勤拥堵路段的拥堵指数均超过4.1，其中南北高架路中环路至内环高架路路段最堵，拥堵指数高达5.869；大部分路段的拥堵时段从6:50左右持续到10:30左右，其中南

北高架路、沪金高速、莲花南路路段拥堵持续到中午11:30左右。上海上班通勤拥堵路段整体呈现向城中心聚拢分布。

1 2 3 4 5

6 7 8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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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第二季度上海市通勤（下班）TOP10拥堵路段

上海下班通勤拥堵路段的拥堵指数均超过3.8，其中吴中路万源路至虹梅路路段最堵，拥堵指数高达5.293；大部分路段的拥堵时段从16:50左右持续到19:00左右，其中茂名北路从

中午12:00开始持续拥堵到22:35。吴中路、沪渝高速、沪蓉高速、延安高架路为自西向东进城方向，南北高架路、内环高架路、真北路、成都北路为自南向北出城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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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第二季度广州市通勤（上班）TOP10拥堵路段

广州上班通勤大部分拥堵路段的拥堵指数均超过4.0，其中珠吉路珠村东横三路至广园快线高架桥路段最堵，拥堵指数高达4.909；广州上班通勤拥堵时段相对集中，大部分路段的

拥堵时段从7:20左右持续到9:10左右。京珠线、东晓路、农林下路、江海大道都是自南向北的进城路段，自东向西进城的天河北路、中山大道西、广园快速路也进入上班通勤拥堵

道路TO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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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第二季度广州市通勤（下班）TOP10拥堵路段

广州下班通勤拥堵路段的拥堵指数均超过3.4，其中白云大道北白云堡道至荟贤路路段最堵，拥堵指数高达4.798；广州下班通勤拥堵时段持续时间较长，其中新光快速路江海大道

至南洲路路段拥堵时段从14:35持续到23:05，长达8.5小时。晚高峰拥堵路段整体呈现从城中心向外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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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第二季度深圳市通勤（上班）TOP10拥堵路段

深圳上班通勤拥堵路段的拥堵指数均超过3.3，其中玉平大道清平高速出口至泥岗西路路段最堵，拥堵指数高达4.682；上班通勤拥堵时段相对集中，大部分路段的拥堵时段从7:25

左右持续到10:00左右。深圳上班通勤拥堵路段整体呈现向城中心聚拢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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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第二季度深圳市通勤（下班）TOP10拥堵路段

深圳下班通勤拥堵路段的拥堵指数均超过3.6，其中新区大道新彩隧道至金龙路路段最堵，拥堵指数高达6.308；TOP10拥堵路段中有一半的路段拥堵时段从13:30左右持续到21:30

左右，长达8小时。深圳下班通勤拥堵路段整体分布较分散，福田区的路段整体呈现从城中心向外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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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绿灯路口进口方向是指驶入红绿灯路口的方向，标准十字路口为四个进口方向。

2017年第二季度北京市TOP10拥堵路口

根据北京4200个红绿灯路口第二季度0:00-24:00进口方向拥堵指数分析，对前50大拥堵路口的分布情况进行了地图打点，50大拥堵路口比较集中的区域有望京区域、国贸区域、

学院路区域、天通苑区域和二环内区域，重点分析了前十大拥堵路口的详细数据，最拥堵的为交道口东大街和东四北大街，全天拥堵指数达到2.564，最受公众关注的望京区域的

大山子桥路口（望京街_京密路路口）和大山子路口（望京街_首都机场辅路路口），本季度排行分别为第三和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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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第二季度北京市通州区通勤交通分析（上）

从北京通州驾车通勤人数上来看，去往国贸周边区域和亦庄周边区域的人数远高于其他区域，通州到国贸、亦庄人流量与国贸、亦庄到通州的人流量曲线呈明显钟摆状，国贸、亦

庄是通州生活人口的重要通勤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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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热力图中，通勤人数越大凸起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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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第二季度北京市通州区通勤交通分析（下）

北京通州区至国贸主要驾车通勤道路有朝阳北路、广渠路、京通快速路和双桥中路，早高峰从通州中心区至国贸中心区的平均行驶时间为40分钟，8:15从通州中心点出发行驶时间

最长，约花费47分钟，最好在7:30之前或8:50之后错峰出行；晚高峰平均为39分钟，18:15从国贸中心点出发行驶时间最长，约花费42分钟，20点出发最为经济，仅需29分钟；北

京通州至亦庄的主要驾车通勤道路有六环、京通快速路及五环、张采路及漷马路，从通州中心区至亦庄中心区早高峰通勤时间平均为42分钟，晚高峰通勤时间平均为41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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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黄色轨迹是通州到国贸的通勤轨迹，红色轨迹是通州到亦庄的通勤轨迹，点位越密集表示道路通勤量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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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第二季度佛山市至广州市通勤交通分析（上）

从佛山到广州驾车通勤人数上来看，广州沙面周边区域和广州天河南周边区域稍高于其他区域。佛山到广州沙面人流量与广州沙面到佛山的人流量曲线呈钟摆状，广州沙面周边区

域是佛山生活人口的重要通勤区域；佛山到广州天河南人流量与广州天河南到佛山的人流量呈钟摆状，广州天河南周边区域是佛山生活人口的重要通勤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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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面周边区域：沙面公园周边3公里范围；天河南周边区域：冼村周边2公里范围。图中黄色轨迹是佛山到沙面的通勤轨迹，红色是佛山到天河南的通勤轨迹，点位越密集表示道路通勤量越大。

2017年第二季度佛山市至广州市通勤交通分析（下）

佛山至广东沙面周边区域主要驾车通勤道路有广佛路，穗盐路、龙溪大道和花地大道，从佛山至广州沙面的早高峰通勤时间平均为54分钟，从广州沙面到佛山晚高峰通勤时间平均

为49分钟；佛山至广州天和南周边区域的主要驾车通勤道路有龙溪大道、广州环城高速、广州内环路和华南快速干线，从佛山至广州天河南早高峰通勤时间平均为65分钟，从广州

天河南到佛山晚高峰驾车时间平均花费7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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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第二季度成都交警二环高架路拥堵瓶颈点治理效果分析

成都交警依托百度地图定制的交通实时监测与研判平台，全方位分析神仙树区域的交通运行特性，结合新建设的神仙树立交群功能，科学优化完善二环高架丽都路上行匝道的交通

组织方案，解决了上行匝道与高架主线因车流交织形成的重大堵点，有效提升了通行效率，疏解区域交通压力。自5月1日方案调整后，二环高架路拥堵状态明显缓解，全天指数降

低7.99个百分点，特别是7:30-10:30，17：30-18：30时段的拥堵指数分别降低了30.97%和1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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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第二季度成都市中小街道避堵治理效果分析

成都交警深化打造“以静制动”严管区，2017年第二季度新增静态交通严管街30条，全市静态交通严管街达到360条。在“以静制动”工作成效的支撑下，成都交警和百度地图携

手优化了地图导航的智慧避堵策略和交通参与者的出行路径规划，充分发挥了中小街道的毛细血管分流作用，有效分担了主干道交通压力，均衡路网交通流。以天府立交区域为例，

新增交子南二路、交子北二路、泰和一街、天顺北街等严管街道，第二季度该区域晚高峰交通指数持续下降，6月份比4月份指数下降9.84%，治理效果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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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第二季度济南市新增禁停道路治理效果分析

第二季度济南禁停道路增至100条，相比第一季度新增50条禁停道路。济南第二季度高峰拥堵指数比第一季度下降3.70%，全天拥堵指数比第一季度下降9.21%，禁停道路政策效

果比较显著。下图使用红黄绿热力反映了第二季度对比第一季度道路拥堵的变化，可以看出济南中心道路整体呈拥堵下降趋势，第二季度新增的二七新村南路、无影山中路、燕子

山路、阳光新路、文化东路、文化西路等禁停道路拥堵下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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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3：2017年第二季度主要城市拥堵排名榜单
拥堵排行 城市名称 高峰拥堵指数 早高峰拥堵指数 晚高峰拥堵指数

1 哈尔滨 2.247 2.318 2.176 

2 重庆 1.960 2.002 1.918 

3 北京 1.902 1.904 1.900 

4 石家庄 1.891 1.881 1.902 

5 济南 1.873 1.870 1.876 

6 长春 1.856 1.920 1.792 

7 上海 1.822 1.847 1.797 

8 唐山 1.780 1.737 1.822 

9 西安 1.758 1.730 1.786 

10 杭州 1.736 1.755 1.716 

11 广州 1.725 1.530 1.920 

12 贵阳 1.719 1.609 1.830 

13 呼和浩特 1.707 1.645 1.769 

14 大连 1.706 1.743 1.668 

15 沈阳 1.697 1.732 1.663 

16 成都 1.692 1.627 1.756 

17 天津 1.680 1.695 1.665 

18 济宁 1.674 1.609 1.739 

19 昆明 1.672 1.540 1.805 

20 长沙 1.667 1.596 1.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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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3：2017年第二季度主要城市拥堵排名榜单
拥堵排行 城市名称 高峰拥堵指数 早高峰拥堵指数 晚高峰拥堵指数

21 合肥 1.663 1.634 1.693 

22 南京 1.660 1.658 1.661 

23 惠州 1.656 1.524 1.788 

24 武汉 1.648 1.602 1.695 

25 乌鲁木齐 1.648 1.572 1.725 

26 南宁 1.635 1.465 1.804 

27 福州 1.631 1.531 1.731 

28 佛山 1.627 1.528 1.726 

29 青岛 1.627 1.638 1.617 

30 郑州 1.621 1.591 1.651 

31 厦门 1.613 1.539 1.687 

32 海口 1.600 1.415 1.784 

33 沧州 1.596 1.581 1.611 

34 东莞 1.571 1.464 1.679 

35 宁波 1.549 1.511 1.586 

36 保定 1.522 1.497 1.547 

37 徐州 1.516 1.476 1.555 

38 太原 1.495 1.459 1.531 

39 温州 1.495 1.423 1.566 

40 兰州 1.491 1.463 1.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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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3：2017年第二季度主要城市拥堵排名榜单
拥堵排行 城市名称 高峰拥堵指数 早高峰拥堵指数 晚高峰拥堵指数

41 深圳 1.490 1.387 1.594 

42 南昌 1.474 1.433 1.515 

43 中山 1.473 1.393 1.554 

44 嘉兴 1.471 1.456 1.485 

45 金华 1.462 1.407 1.516 

46 绍兴 1.458 1.426 1.491 

47 邯郸 1.440 1.356 1.524 

48 潍坊 1.439 1.439 1.440 

49 苏州 1.438 1.460 1.417 

50 临沂 1.432 1.394 1.470 

51 烟台 1.417 1.426 1.408 

52 廊坊 1.414 1.386 1.442 

53 西宁 1.411 1.338 1.484 

54 常州 1.406 1.401 1.412 

55 台州 1.392 1.348 1.435 

56 拉萨 1.378 1.200 1.557 

57 银川 1.377 1.309 1.446 

58 泉州 1.372 1.262 1.481 

59 无锡 1.347 1.336 1.358 

60 南通 1.307 1.256 1.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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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工作型地铁站点排行是选取Q2季度地铁站点周边500米工作日平均热度/周末平均热度得出的排行

北京市工作型地铁站点排行

通过地铁站工作日/周末热度对比，位于亦庄的经海路、荣昌东街地铁站，位于望京的望京东站，以及海淀的永丰、西二旗地铁站，都是典型的为“工作日”服务的站点；我们观察

经海路地铁站工作日人群的工作地点分布，发现主要集中在经海路地铁站附近，进一步放大之后发现工作人群主要集中在京东大厦、锋创科技园。

北京市工作型地铁站TOP10 经海路地铁站工作人群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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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周末型地铁站点排行是选取Q2季度地铁站点周边500米工作日平均热度/周末平均热度得出的排行

北京市周末型地铁站点排行

通过地铁站工作日/周末热度对比，森林公园南门、北安河、欢乐谷景区、什刹海、十三陵景区等供人群周末休闲娱乐的地铁站的周末热度提升较大，另外像大兴线、房山线、昌平

线的西红门、篱笆房、昌平东关等几个站点周末热度也会大大高于工作日；我们进一步分析森林公园南门周末人群的居住地点分布，发现奥森主要覆盖居住在北京北边的用户，其

中亚运村、清河居住的人群最多。

北京市周末型地铁站TOP10 森林公园南门地铁站居住人群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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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铁工作日早出门热度选取的是Q2季度工作日5~7点地铁站点周边500米区域的平均热度和人群画像

北京市地铁工作日早出门（5~7点）热度排行

我们发现在清晨地铁站的热度中，重要的交通枢纽北京西站、北京南站、T2航站楼、T3航站楼分别位于第二、第四、第七和第八，早起的人群有一大部分是为了出行；另外南城的

宋家庄、双井、大红门等地铁早出门的用户也比较多，而北城只有一个天通苑站进入TOP10，南城的人普遍出门会比北城更早。进一步对早出门的用户进行分析，发现以25~44岁

的男性居多。

64.02%

35.98%

男 女

早出门用户性别分布

3.69%

14.81%

31.00% 29.17%

19.11%

2.06%
0.17%

18以下 18-24 25-34 35-44 45-54 55-64 65以上

早出门用户年龄分布

北京市工作日早出门地铁站TO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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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铁工作日晚回家热度选取的是Q2季度工作日22~24点地铁站点周边500米区域的平均热度和人群画像

北京市地铁工作日晚回家（22~24点）热度排行

我们发现在深夜地铁站的热度中，双井、大望路、劲松、潘家园、呼家楼的热度都很高，朝阳群众看来往往要加班到深夜；而像宋家庄、天通苑、石榴庄这样的地铁站，既早起又

晚归，真的是挺拼的。进一步对晚回家的用户进行分析，18~24岁年龄段用户占比提升，25~44岁年龄段用户比例下降，主要以18~34岁的男性为主。

66.13%

33.87%

男 女

晚回家用户性别分布

3.39%

21.32%

34.52%

24.63%

14.59%

1.43% 0.11%

18以下 18-24 25-34 35-44 45-54 55-64 65以上

晚回家用户年龄分布

北京市工作日晚回家地铁站TO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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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深两城地铁人群活跃特性
——上海人更“扎堆”，深圳人更热衷于夜生活

百度地图是国内地图的领跑者，目前月活跃用户超过3亿，市场份额超过70%，每日导航服务超过2亿公里。百度地图借助人工智能技术打造智能导航，

通过“AI大脑”帮助用户享受更简单高效的出行。百度地图通过智能驾车导航、步行AR导航、高精度定位等功能，真正成为人工智能时代公众出行的水电

煤。

DT财经是第一财经旗下数据内容与社群平台，定位为集数据内容聚合、数据线上社群、数据线下活动、数据可视化于一体的专注于大数据产业的战略

平台。通过数据解读线下和线上消费社会和商业图景，连接数据、机构和人群，DT旨在打造大数据时代的内容生态型入口。DT的主要产品，包括商业大

数据内容研究“NEXT情报局”和“地铁1公里”，以及汇聚数据专业人士的数据侠社群。

我们发现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地铁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城市运转的规律，本次百度地图与DT财经合作联合报告，基于百度地图开放平台海量位置数

据、百度地图海量交通出行数据的挖掘计算，选取了中国目前城市人口最为密集的两座城市——深圳与上海。以地铁站点的中心位置为坐标，向外延展

500米距离作为地铁周边的辐射圈，带你从一个崭新的视角观察这两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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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统计时间：5月8日至5月14日

上海市比深圳市人更“扎堆”

上海地铁附近人群热力值最高的区域集中在黄埔与徐汇区附近。由此向外环延伸，逐步衰减，呈现出单中心放射性特征，扎堆现象严重。深圳罗湖区虽然热力值非常高，但福田、

南山及关外的一些区域也呈现出高热力，全城表现出多中心分散分布的特征。显然，深圳的模式更利于缓解人口总密度过高带来的许多城市问题。

上海及深圳全城地铁站点周边500米人群活跃度地图

上海 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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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说明：各时段热力数据以所有数据中最高值作为1，进行标准化处理

数据统计时间：5月8日至5月14日

深圳市比上海市下班更晚，但却更热爱夜生活

在时间维度上，两个城市早高峰均出现在8时左右。深圳晚高峰比上海晚了一个小时，出现在18时。上海的晚高峰则比深圳持续时间长，约从17时开始到18时结束。深圳和上海的

24小时热力曲线在4时和22时左右发生交叉。或许意味着，爱打拼的深圳人比小资范儿的魔都人更热爱夜生活。

0.00

0.20

0.40

0.60

0.80

1.00

0时 1时 2时 3时 4时 5时 6时 7时 8时 9时 10时 11时 12时 13时 14时 15时 16时 17时 18时 19时 20时 21时 22时 23时

上海及深圳全城各时段整体热力分布

上海工作日热力 上海周末热力 深圳工作日热力 深圳周末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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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百度地图开放平台是国内最大的互联网地图基础设施，面向开发者开放六大基础服务能力——定位、影像、出行、轨迹、数据、分析。目前开发者注

册数超过115万，开发者市场份额已达75%，日均响应位置服务请求次数突破800亿次，其中由百度鹰眼提供的轨迹开放能力每日覆盖轨迹里程已达1亿公

里，每日服务活跃的应用及网站超过65万，每10个用到地图能力的应用当中就有7个应用在使用百度地图开放平台的产品及服务。同时，百度地图开放平台

也提供并支持共享出行、快递物流、在线旅游、互联网房产、智能穿戴、LBS游戏、车载硬件等多个行业的一站式服务解决方案，覆盖多种终端设备及硬件

产品。

摩拜单车是百度地图开放平台所服务的开发者，也是共享单车行业的领军企业，自2016年起至今，共享单车的出现极大地提升了公众的出行便利性。

2017年第一季度，百度地图对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四城市公共交通站点覆盖盲区进行了分析，本季度，百度地图继续深耕盲区这一主题，以共享单车

为切入点，联合摩拜单车对公共交通站点覆盖盲区起到的补充作用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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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上广深公共交通站点覆盖盲区分析

2017年第一季度，百度地图根据常驻人口周边500米没有公交、地铁站点的区域分布分析得来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四城市公共交通站点覆盖盲区，随着共享单车的盛行，公众

出行的便利度得到了很大的提升，本季度，百度地图联合摩拜单车共同研究，共享单车对公共交通站点覆盖盲区是否能起到很好的补充作用。

北京 上海

广州 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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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区覆盖是盲区人口周边500米有摩拜单车订单出现的区域分布。

摩拜单车对北京市公共交通站点覆盖盲区分析

摩拜单车在北京五环内的盲区覆盖效果较好，摩拜单车对北京公共交通站点覆盖盲区覆盖人数达92.71%。从下图可以直观看出，摩拜单车的盛行，极大地减少了北京五环内公共交

通盲区。

摩拜单车对公共交通站点盲区覆盖分布图公共交通站点覆盖盲区分布图 摩拜单车覆盖后的盲区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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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区覆盖是盲区人口周边500米有摩拜单车订单出现的区域分布。

摩拜单车对上海市公共交通站点覆盖盲区分析

摩拜单车在上海盲区覆盖效果较好，对上海公共交通站点覆盖盲区人数达92.64%。

摩拜单车对公共交通站点盲区覆盖分布图公共交通站点覆盖盲区分布图 摩拜单车覆盖后的盲区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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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区覆盖是盲区人口周边500米有摩拜单车订单出现的区域分布。

摩拜单车对广州市公共交通站点盲区覆盖分析

摩拜单车在广州越秀、海珠、天河区的盲区覆盖效果较好，摩拜单车对广州公共交通站点覆盖盲区人数达83.26%。

摩拜单车对公共交通站点盲区覆盖分布图公共交通站点覆盖盲区分布图 摩拜单车覆盖后的盲区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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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区覆盖是盲区人口周边500米有摩拜单车订单出现的区域分布。

摩拜单车对深圳市公共交通站点盲区覆盖分析

深圳全市公共交通基础设施完善，盲区较少，摩拜单车在深圳的盲区覆盖效果很好，覆盖人数高达99.34%，几乎全覆盖。

摩拜单车对公共交通站点盲区覆盖分布图公共交通站点覆盖盲区分布图 摩拜单车覆盖后的盲区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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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拜单车对北上广深公共交通站点盲区的覆盖人数分析

公共交通站点覆盖盲区是常驻人口周边500米没有公交、地铁站点的区域分布；公共交通站点覆盖盲区人口占比=公交、地铁站点覆盖常驻人口数/总常驻人口数。

摩拜单车在深圳对公共交通覆盖盲区的补充效果最好，对盲区人群的覆盖几乎达到100%。对广州盲区人群的覆盖虽然是北上广深四城市最低，但仍达到83.26%。对北京和上海盲

区人群的覆盖均在92%左右。摩拜单车对公共交通站点覆盖盲区起到了很好的补充作用。

92.71% 92.64%

83.26%

99.34%

北京 上海 广州 深圳

摩拜单车对公共交通站点盲区的覆盖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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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铁站点骑行热度：根据地铁站周边500米摩拜单车订单数量计算

热门骑行地铁站点TOP10-北京市

北京热门骑行站点主要集中在四环以内，阜成门、东大桥、复兴门骑行热度最高，总体来看，热度较高的地铁线路主要集中在10号线、4号线、14号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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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铁站点骑行热度：根据地铁站周边500米摩拜单车订单数量计算

热门骑行地铁站点TOP10-上海市

上海热门骑行站点为人民广场、四川北路、同济大学等站，总体来看，热度较高的地铁线路主要集中在10号线、8号线、1号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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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铁站点骑行热度：根据地铁站周边500米摩拜单车订单数量计算

热门骑行地铁站点TOP10-广州市

广州热门骑行站点主要集中在城市西部，一德路、黄沙、西门口等站骑行热度最高，总体来看，热度较高的地铁线路主要集中在6号线、2号线、5号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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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铁站点骑行热度：根据地铁站周边500米摩拜单车订单数量计算

热门骑行地铁站点TOP10-深圳市

深圳热门骑行站点主要集中在沿线线路，坪洲、布吉、石厦等站点骑行热度最高，总体来看，热度较高的地铁线路主要集中在1号线、7号线、3号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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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上广深摩拜单车用户年龄分布

北京、上海40岁以上摩拜单车用户占比较多，深圳摩拜单车用户的年轻群体占比最高，广州20岁以下单车用户占比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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