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力争通过大数据分析，客观、系统呈现城市的主

要通勤特征。因数据覆盖性等原因，相关指标值可能存在

一定偏差，所载全部内容仅供参考。

影响通勤的因素众多，指标值大小还不足以判断城市

职住空间布局和通勤交通组织的优良中差，城市通勤的评

价与诊断还需要深入、细致研究。

未来期待与更多的合作伙伴一起共同挖掘数据价值，

提高我国城市治理的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水平，为建

设更多人民满意的城市献策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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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编制目的

《2020年度全国主要城市通勤监测报告》，从通勤范围、空间匹配、

通勤距离、幸福通勤、公交服务、轨道覆盖6个方面，呈现了36个中国主

要城市的通勤特征数据画像。

通勤时耗——是人们通勤出行的直观感受，是考察城市运行效率的关

键指标，是居民生活品质的重要影响因素。

通勤时耗：单程平均通勤时耗

第7个核心指标

通勤范围：城区通勤半径

空间匹配：职住分离度

通勤距离：平均通勤距离

幸福通勤：5公里通勤比重

公交服务：45分钟公交服务能力占比

轨道覆盖：轨道覆盖通勤比重

2020年5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交通基础设施监测与治理实验室，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联合百度地图慧眼发布《2020年度全国主要

城市通勤监测报告》，受到行业和社会的高度关注，转载量超过千万。

“要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作为城市发展的基础目标，推进以

人为核心的城镇化，使城市更健康、更安全、更宜居，成为人民群众高

品质生活的空间。”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的讲话

研究团队完善了高精度

出行时间提取技术，计算出

36个城市的单程平均通勤时

耗，作为城市通勤监测的第

7个核心指标。

从城市治理的角度，更

需要关注将通勤时耗控制在

合理水平，避免超长通勤带

来的环境、社会问题。报告

进一步提供了：城市45分钟

通勤可达人口比重，作为城市运行效率和居民生活品质的衡量标准；单

程超过60分钟通勤人口比重，用来揭示城市的超长通勤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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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大城市

Ⅰ型大城市

超大城市

城市列表：城市分类：

北京市、上海市、广州市、深圳市

天津市、沈阳市、南京市、杭州市、青岛市、

郑州市、武汉市、重庆市、成都市、西安市

太原市、大连市、长春市、哈尔滨市、合肥市、

厦门市、济南市、长沙市、昆明市、乌鲁木齐市

石家庄市、呼和浩特市、宁波市、福州市、南昌市、

南宁市、海口市、贵阳市、兰州市、西宁市、银川市Ⅱ型大城市

Ⅰ型小城市 拉萨市

4

10

10

11

1

上海

广州
深圳

武汉

南京

成都

哈尔滨

长春

大连

济南

昆明

兰州
西宁

石家庄

海口

贵阳

银川

呼和浩特

南昌
长沙

西安

南宁

福州

宁波
重庆

天津
北京

沈阳

杭州

青岛

郑州

太原

合肥

厦门

乌鲁木齐

拉萨

本报告共选取36个全国重点城市作为研究对象。其中直辖
市（4个）、计划单列市（5个）、省会城市（27个）。

2.城市选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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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研究对象

3.数据说明

中心城区通勤人口：以居住地或就业地至少一端位于中心城区范围
内的通勤人口作为研究对象，包含城区内部通勤、城区居住郊区就业、

郊区居住城区就业、城区居住市外就业、市外居住城区就业。

中心城区范围：以现行城市总体规划中明确提出的中心城区范围为
基础，结合街道（乡镇）行政边界以及通勤人口分布进行局部调整，

覆盖中心城主要建成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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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数据来源

3.数据说明

通勤OD：与《2020年度全国主要城市通勤监测报告》保持一致，来

自2019年1-6月，百度地图位置服务和移动通信运营商手机数据获得

的居住地、就业地信息，以250米栅格汇聚形成通勤OD，将两个相互

独立数据源进行交叉验证、融合分析。

通勤时耗： 全方式单程通勤出行时耗，来自百度通勤提取的高时空

点密度样本子集（约占百度通勤OD样本的37%），将3个月早高峰时

段从家到就业地的出行时间聚合，获得250米栅格OD间的通勤出行时

耗均值。

4

互联网位置服务

移动通信运营商

数据来源

15407

中心城区居住人口

8012

3836

中心城区通勤人口

81%

6527 34%

市区常住人口

1.9亿人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2018

样本率%样本量（万人）

市区就业人口

1.1亿人

样本率%样本量（万人）

70%

34%

注：相关数据处理各环节均匿名化，各环节及输出均不涉及个体隐私



通勤指标
0 2



编

制

说

明

通

勤

指

标

5

1.单程平均通勤时耗

250米栅格间早高峰、全方式通勤时间，利用百度地图位置
服务中高时空点密度样本子集计算获得。

中心城区通勤人口的平均通勤时耗，给通勤OD人数赋予栅
格间单程通勤时耗，计算获得通勤人口平均时耗。

单程平均通勤时耗：通勤时耗，是人们通勤出行的直观感受，是城
市运行效率的关键指标，是居民生活品质的重要影响因素。单程平均

通勤时耗定义为中心城区通勤人口，早高峰从家到就业地，全方式出

行时耗的平均值，是城市空间、交通效率、宜居水平的综合体现。

36个中国主要城市的平均通勤时耗36分钟。

长的距离可以通过快速交通支撑缩短通勤时耗，而短距离通勤会有更高步

行、骑行比重并不一定追求更短的出行时耗。

栅格OD
通勤时耗

平均
通勤时耗

指标计算样本：中心城区通勤人口(居住、就业至少一端位于中心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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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单程平均通勤时耗

41 分钟
9.3千米

37 分钟
8.3千米

34 分钟
7.4千米

33 分钟
7.4千米

城市规模 研究城市 平均通勤距离（千米）

全国主要城市单程平均通勤时耗

注：蓝色标注为城市规模分类的指标均值

平均通勤时耗（分钟）



编

制

说

明

通

勤

指

标

7

2. 45分钟以内通勤比重

中心城区通勤人口中，单程平均通勤时耗少于45分钟的人
口比重。45以内分钟

通勤比重

《纽约2040—规划一个强大公正的城市》提出45分钟以内通勤人口比重

90%，作为城市繁荣、公平、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伦敦、新加坡、上海、

南京也提出45分钟通勤覆盖80%-90%的城市发展目标。

36个中国主要城市45分钟以内通勤人口比重仅有76%。

45分钟以内通勤比重：从城市治理的角度，更需要将通勤时耗控制
在合理水平，45分钟以内通勤保障，已经成为全球大城市的目标共识。

中心城区通勤人口中，单程45分钟可达比重，是城市运行效率和居民

生活品质的衡量标准与发展目标。

250米栅格间早高峰、全方式通勤时间，利用百度地图位置
服务中高时空点密度样本子集计算获得。栅格OD

通勤时耗

指标计算样本：中心城区通勤人口(居住、就业至少一端位于中心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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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74%

80%

83%

城市规模 研究城市

注：蓝色标注为城市规模分类的指标均值

全国主要城市45分钟以内通勤比重

2. 45分钟以内通勤比重

45分钟以内通勤比重
76 %

75 %

68 %

58 %

78 %

78 %

78 %

77 %

74 %

74 %

73 %

71 %

71 %

70 %

85 %

83 %

81 %

80 %

80 %

79 %

79 %

78 %

77 %

76 %

88 %

85 %

83 %

83 %

83 %

83 %

83 %

81 %

81 %

80 %

80 %

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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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于60分钟通勤比重：超长时间的极端通勤，严重损害居民身心健
康，容易引发一系列环境与社会问题，需要给予高度关注。以单程大

于60分钟的中心城区通勤人口比重，作为城市超长通勤问题的量度。

9

中心城区通勤人口中，单程通勤时耗大于60分钟的人口比
重。大于60分钟

通勤比重

36个中国主要城市中，有超过1000万（占13%）的通勤人口，正在承受

60分钟以上的极端通勤之苦。

关注极端通勤，避免超长通勤带来的身心伤害与社会问题，是构建城市风

险防范体系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也是城市治理的重要举措。

指标计算样本：中心城区通勤人口(居住、就业至少一端位于中心城区)

3. 大于60分钟通勤比重

250米栅格间早高峰、全方式通勤时间，利用百度地图位置
服务中高时空点密度样本子集计算获得。栅格OD

通勤时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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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13%

9 %

8 %

城市规模 研究城市

注：蓝色标注为城市规模分类的指标均值

全国主要城市大于60分钟通勤比重
大于60分钟通勤比重

3. 大于60分钟通勤比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