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研究报告由高德软件有限公司高德地图交通大数据

团队撰写，所载全部内容仅供参考。报告是基于高德积累的

海量交通出行数据，通过大数据挖掘计算所得，通用算法与

理论保证了其合理性与科学性。报告采用“拥堵延时指数”

作为城市拥堵程度的评价指标，即城市居民平均一次出行实

际旅行时间与自由流状态下旅行时间的比值。该指数从交通

出行者角度出发，以简单易懂的方式表达交通拥堵给出行者

带来的时间成本。此报告客观地从多维度反映城市的交通拥

堵状况，力争做到精准、精细、精确，为公众交通出行、机

构研究、政府决策提供有价值的理论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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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2014Q1至今，高德已发布7版季度交通分析报告和重大节假日路况出行指南，感谢您的点滴支持，敬请留意后续研究结果的发布

* 欲了解城市更多实时排名及大数据内容，请访问：http://report.amap.com/



高德海量交通出行数据，来自交通行业浮动车和4亿+高德地图用户数据的结合

调研城市

364城市+全国高速 45个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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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选取样本量足够大的主要城市参与排名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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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数越高表示出行延时占出行时间的比例越大，也就越拥堵

拥堵延时指数 =
旅行时间

自由流（畅通）旅行时间 详见附录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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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无特殊说明，本数据报告统计时间均为2015年1月~12月

时间说明

报告编制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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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主要城市交通分析报告》以高德地图交通大数据发布平台、数据开放平台、阿里云ODPS及相关数据挖

掘支持为基础，描述城市拥堵现状、呈现拥堵演变规律、预测未来发展趋势，并专注拥堵成因及解决对策的研究；

为公众提供最快到达的躲避拥堵路线及出行建议，减少因拥堵造成的时间成本，提高出行效率；同时，辅助政府

出台管理政策，制定更合理的改善措施，助力城市治堵缓堵。

概 述
Summary



5

1
宏观分析

■ 城市拥堵全面恶化，大量二线城市赶超一线

■ 年度十大堵城北京夺魁 全年仅1城市拥堵缓解

■ 圣诞节当天全年最堵 南方人比北方人夜间出行频繁

■ 汪峰演唱会力压群星 EXO比TFBOYS粉丝更有钱

■ 预计2016年拥堵继续加剧 12月将为最堵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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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堵在威胁着中国

经济越发达、人口越密集城市拥堵越严重

从下图中国城市拥堵热力图分布来看，一、二线及省会城市是堵车的重灾区。当然，从分布来看拥堵现象不仅是大城市的问题，它出现在各种规模

的城市和地区，不断增加的拥堵延迟也在威胁着小城市。

从城市拥堵程度的分布来看，比较明显的特点是，经济发达和人口密集的地区拥堵越严重，尤其是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的经济区拥堵最突出。

相反，在人口稀少经济不活跃的地区路况较畅通，比如西部的新疆、青海、西藏等地区。

（图1）中国主要城市堵车热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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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析

中国主要城市堵车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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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首堵北京夺魁

大量二线城市堵超一线

2015年度十大堵城依次为：北京、济南、哈尔滨、杭州、大连、广州、上海、深圳、青岛、重庆。北京今年3次单双号限行的缓解政策（全

国最多），未能阻止拥堵夺魁。城市高峰拥堵延时指数2.06，平均车速22.61公里/小时；即：北京驾车出行的上班族通勤要花费畅通下2倍

的时间才能到达目的地，拥堵时间成本全国最高。

从入榜城市分布来看，主要为一、二线省会城市。随着中国城市经济和人口增长，济南、哈尔滨、杭州、大连4大二线城市拥堵纷纷超越一

线城市，涌入年度拥堵榜单前5名。

（图2）2015年度中国主要城市拥堵排名TO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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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度 中国十大堵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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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较畅通

四大直辖市天津最畅通

1 北京 2.056 1.678 22.81 27.98 46.89 

2 济南 2.039 1.689 21.23 25.63 43.29 

3 哈尔滨 1.989 1.709 22.91 26.67 45.58 

4 杭州 1.984 1.717 21.19 24.56 42.05 

5 大连 1.907 1.593 21.61 25.92 41.21 

6 广州 1.885 1.678 23.49 26.30 44.29 

7 上海 1.867 1.568 24.69 29.40 46.10 

8 深圳 1.863 1.591 25.44 29.73 47.40 

9 青岛 1.851 1.573 24.80 29.18 45.90 

10 重庆 1.845 1.567 24.89 29.30 45.92 

11 昆明 1.805 1.603 24.71 27.80 44.60 

12 武汉 1.804 1.51 23.09 27.49 41.65 

13 郑州 1.803 1.621 23.85 26.53 43.03 

14 南宁 1.785 1.616 23.29 25.67 41.57 

15 成都 1.767 1.546 25.91 29.52 45.78 

16 长沙 1.765 1.514 24.72 28.81 43.63 

17 西安 1.764 1.545 26.11 29.83 46.06 

18 合肥 1.738 1.488 25.34 29.59 44.04 

19 福州 1.732 1.506 26.45 30.26 45.80 

20 天津 1.720 1.482 26.90 31.24 46.27 

21 沈阳 1.702 1.49 23.83 27.21 40.56 

22 石家庄 1.698 1.443 27.28 32.06 46.33 

23 厦门 1.696 1.456 25.92 30.17 43.98 

24 佛山 1.695 1.498 27.71 31.27 46.96 

25 珠海 1.681 1.447 22.95 26.68 38.59 

26 南京 1.672 1.432 27.52 32.03 46.01 

27 金华 1.652 1.485 23.57 26.14 38.94 

28 长春 1.643 1.459 24.13 27.13 39.63 

29 苏州 1.642 1.391 27.93 33.00 45.86 

30 扬州 1.641 1.452 25.69 29.04 42.16 

31 徐州 1.631 1.465 26.38 29.30 43.02 

32 绍兴 1.625 1.434 27.37 30.99 44.49 

33 太原 1.619 1.463 27.62 30.61 44.70 

34 惠州 1.603 1.416 27.47 31.08 44.03 

35 温州 1.597 1.444 26.99 29.84 43.10 

36 宁波 1.572 1.365 26.18 30.19 41.15 

37 常州 1.563 1.415 28.84 31.77 45.07 

38 潍坊 1.549 1.413 30.19 33.20 46.77 

39 东莞 1.545 1.367 29.44 33.27 45.49 

40 泉州 1.535 1.397 29.32 32.19 45.02 

41 台州 1.525 1.417 29.34 31.53 44.74 

42 嘉兴 1.509 1.343 26.36 29.53 39.77 

43 中山 1.507 1.361 28.54 31.53 43.01 

44 南通 1.467 1.335 32.13 35.21 47.13 

45 无锡 1.451 1.287 32.43 36.61 47.07 

拥堵排

名
城市

高峰拥堵延

时指数↑

全天拥堵延

时指数

高峰平均车速

（km/h）

全天平均车速

（km/h）

自由流速度

（km/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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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

45个检测城市中有7个属于江苏省。其7城市拥堵排名均在26名以

外。以省会南京为例：高峰拥堵延时指数1.672，高峰车速27.5公

里/小时，比杭州白天的平峰期还畅通3%。

全国四大直辖市中，天津拥堵程度相对最低，拥堵排名第20位。

高峰期平均车速26.8公里/小时，相比邻居北京快17%。天津的拥

堵主要集中在和平区，全国拥堵排名第二，其它区域相对较畅通。

（图3）2015年度中国主要城市拥堵分布图

（表1）2015年度中国主要城市拥堵榜单2015年度 中国45个主要城市拥堵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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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堵随着经济的发展在同步增加，人们正在经历拥堵带来的挑战。在高德交通大数据监

测的45个城市中，对比近2年各城市高峰期拥堵变化规律和发展趋势发现：2015年有44个不

同规模的城市和地区，拥堵都在进一步恶化；其中，加剧最严重的TOP5城市为广州、成都、

长沙、郑州、杭州。同时发现，各城市每个月的拥堵均有加重现象，其中6月拥堵延时指数

涨幅最大。值得说明的是，在各城市拥堵全面加重的态势下，南通是唯一一个拥堵小幅缓解

的城市，这可能与城市快速路网和立体交通的发展带来的便利有关。

（图4）同比去年 2015年度城市拥堵变化趋势图

加重 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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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比去年 2015年度仅1个城市拥堵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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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我国汽车保有量持续快速增长。根据一项报告显示我国汽车保有量已经突破了1.63亿辆，保有量已经仅次于美国，成为全球第二。

2007年6月至今，我国汽车保有量的复合增长率达到14.9%。汽车的快速增长，城市道路负荷过重，势必造成拥堵的日益严重。

■ 联合国机构世界气象组织发布今年的厄尔尼诺现象将是近15年来最糟糕的一次，天气中降雨、降雪等因素都与城市的道路密切相关。以广州为

例，2015年与2014年相比，广州拥堵上涨接近20%；根据历史降雨量记录，广州5月份的降雨量达到了804.5毫米，一个月的降水量与往年半

年的降水量相当，拥堵的上涨与恶劣天气的影响有较大的关系。

■ 根据高德交通大数据显示：以北京为例，运营车辆日均出行里程约210公里，而公众出行里程仅20公里，其运营车辆对道路的占用率是非运营

车辆的10倍之多；这意味着每多一辆运营车辆将相当于增加10辆非运营车辆。2015年，互联网打车软件盛行，在带来便利性的同时，也改变

了人们的出行模式（公交转约车），互联网约车在某种程度上势必会增加存量车的周转率，形成增量出行需求，从而增加城市运营车辆的数量，

也会不同程度的加重城市拥堵。

2015年，各城市通勤高峰期的拥堵程度都在恶化，

而随着国民经济的提高，制定针对交通拥堵行动的共识是

非常重要的。从影响2015年交通拥堵的宏观因素来看，

可能与以下几个方面相关：

同比去年 2015拥堵加剧成因浅析

宏

观

分

析



11

1

1.5

2

2.5

北
京

市

济
南

市

哈
尔

滨
市

杭
州

市

大
连

市

广
州

市

上
海

市

深
圳

市

青
岛

市

重
庆

市

昆
明

市

郑
州

市

武
汉

市

南
宁

市

成
都

市

长
沙

市

西
安

市

合
肥

市

福
州

市

天
津

市

沈
阳

市

石
家

庄
市

厦
门

市

佛
山

市

珠
海

市

南
京

市

金
华

市

长
春

市

苏
州

市

扬
州

市

徐
州

市

绍
兴

市

太
原

市

惠
州

市

温
州

市

宁
波

市

常
州

市

潍
坊

市

东
莞

市

泉
州

市

台
州

市

嘉
兴

市

中
山

市

南
通

市

无
锡

市

一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四季度

11

拥堵延时指数

城市

一年之中一季度最畅通 四季度最拥堵（晚高峰18:00-17:00是堵之最）

大部分城市拥堵逐季加重

从45城市季度拥堵程度的分布来看，2015年有84%的城市在第四季度拥堵最严重，成为名副其实的堵车季；从拥堵时间分布看，四季度晚

高峰的17:00-19:00是全天最拥堵的时刻。这一现象应该与进入冬季北方恶劣天气频繁、冬季白昼时间缩短人们出行更集中、年末商场打折促

销、各类活动频繁等情况有关。另外，发现有近一半的城市一季度最畅通，主要是一季度包含春节，各大城市拥堵都会急剧下降。

（图6） 2015年各城市四个季度拥堵状况分布图

84%
有84%的城市在四

季度最拥堵

44%
有44%的城市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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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点 01点 02点 03点 04点 05点 06点 07点 08点 09点 10点 11点 12点 13点 14点 15点 16点 17点 18点 19点 20点 21点 22点 23点

Q1 Q2 Q3 Q4 四季度晚高
峰拥堵加剧

明显

（图5）2015年四个季度拥堵变化趋势图

季节性拥堵特征分析



1212

传统大家认为最繁忙的开学季9月为最拥堵的月份，但通过高德交通大数据显示，2015年的9月并不是一年中最拥堵的月份。在检测的45城市

中， 2月有88%的城市是全年最畅通的月份，这主要是因为2月的春节期间人口返乡拥堵下降明显，尤其是外来人口多的城市；与此同时，12月份

有43%的城市为年度最拥堵月，其次是11月有33%的城市，接近年底的11、12月为大部分城市最严重的月份。这应该与年末商场促销增多、节日

密集、集体外出活动频繁等有关。

广州市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12月份为全年最堵月 2月份最畅通

43% 88%
43%的城市12月

份最堵
88%的城市2月最

畅通

宏

观

分

析

（图7） 2015年各城市月拥堵趋势分布图

月度拥堵特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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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为全年大部分城市拥堵延时指数爆表且最拥堵的十天。从日期分布来看，重大节假日前夕、接近年底的周五都是出行High点。而且比较明显的是，

洋节（圣诞节、平安夜）比中国传统节日更High。12月25日圣诞节当天恰逢周五，全国45个城市中有一半以上是全年最堵的天，其中济南、杭州当天拥堵

排名全国最堵，拥堵延时指数超过2.5，尤其晚高峰拥堵程度达到爆表瘫痪状态。

圣诞节（周五）

周五

中秋节前（周五）

平安夜（周四）

国庆节前（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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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 

2.23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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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

杭州

哈尔滨

北京

福州

圣诞节当天城市拥堵TOP榜
拥堵延时指数

拥堵延时指数

注：取出每个城市全年中最拥堵的10天，按日期查看其分布规律

2015年度 最堵的10天（洋节High过传统节日）

（周二）

（周一）

（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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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度 北京市环路交通拥堵分析（本研究由高德与清华-戴姆勒可持续交通研究中心联合发布）

一季度交通情况最佳，四季度最差

9月过饱和情况尤其严重

下左图是2015年各月工作日的环路平均车速，下右图为各月及节假日和特殊事件期间的日均过饱和当量图。从全年的平均速度变化趋势可以看

出，2015年第一季度的速度最高，第四季度最低，交通状态逐季度变差。这主要与年初春节和冬季雨雪天气及年末活动频繁有关。从各月工作日及节

假日的日均过饱和当量中也能看出各节假日对交通状态均有不同程度的减缓。而第二次雾霾红色预警单双号限行同时叠加周末效应使得过饱和情况改

善尤为显著。

结合平均速度变化和过饱和当量变化分析，大数据显示虽然9月份二环

内环的平均速度与第四季度相比并不是最低，但过饱和当量却是最高。经过

数据分析，以9月和11月为例，右二图分别展现了这两个月二环内环各路段在

高峰时间的速度与过饱和临界速度的差值的平均值的大小分布。对比两月可

以发现，南二环在两月中虽然都是非过饱和状态，但11月的速度比9月明显偏

低，且东二环至东北二环过饱和的程度也有所增加，因此11月的平均速度总

体较9月低。然而经过统计，虽然9月份平均速度略高，但处于过饱和状态下

的时空单元数量却多于第四季度，这导致了9月份过饱和情况尤其严重。平均

速度与过饱和当量不一定成负相关的现象也说明了旅行者的体验与道路资源

的利用程度可能存在差异。因此，在交通管理与评价的时间，不能采用单一

的指标，需要联合多种科学的指标。

二环内环9月平均速度与过饱

和临界速度差值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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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颜色越红即过饱和程度越多，越蓝表示非过饱和且速度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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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交通污染排放最佳，12月最差

下左图是2015年各月工作日环路的日均碳氧化物排放总量。从日均碳氧化物排放总量来看，二三四环变化趋势基本一致。首先，机动车污

染排放在第四季度最差，尤其是12月，第一季度第二差。这和外界气温有较大关系，第一、四季度气温较低，人们更偏向选择机动车出行。另

外，外界温度低，汽油燃烧不充分，机动车在相同的行驶状况下也会产生较多的污染排放。其次，交通状况也会影响机动车污染排放总量。8月

份由于交通状况良好，机动车污染排放状况最佳。下右图为环路工作日早晚高峰碳氧化物排放总量。可以看出，晚高峰污染排放普遍高于早高

峰，且季度差异更为明显，早高峰四个季度的机动车污染排放差异较小。

宏

观

分

析

单双号限行及放假对污染排放影响

2.00

2.50

3.00

3.50

4.00

4.50

5.00

环路工作日日均碳氧化物排放总量

四环

三环

二环

(t）

特征日 二环 三环 四环

春节 26% 37% 39%

清明 5% 6% 6%

五一 8% 13% 15%

端午 13% 19% 26%

十一 19% 23% 29%

阅兵期间 21% 19% 29%

红色预警1 15% 14% 19%

红色预警2 33% 30% 40%

单双号限行日与普通工作日相比排放总量下降百分比

右图是单双号限行日与普通工作日相比排放总量下降的百分比。

表中可以看出，假期的长短对污染物排放影响较大。十一假期较清

明、五一这些假期来说放假时间较长，机动车污染排放下降较为明

显。这可能与人们更愿意在长假期出游的心理行为相关。其次，阅兵

和两次红色预警同为单双号限行日，机动车污染排放均有一定程度下

降。表中可以看出，四环污染物排放下降效果最好，二环三环差接

近。可能的原因是四环上弹性出行需求较多，而二三环刚性出行需求

较多。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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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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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00

环路工作日早晚高峰碳氧化物排放总量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t）

（本研究由高德与清华-戴姆勒可持续交通研究中心联合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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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左图看出，拥堵车队持续延长的时间约为3.5h，再过3h后，拥堵逐渐散去。拥堵车队最

长达17km，向后传播的速度高达17/3.5=4.86km/h！

本次事故的直接交通损失主要是连环相撞的7辆汽车，而除大巴车上部分乘客被碎玻璃划

伤手臂外，其他车上的人员并无大碍，故事故的直接损失在可控的范围内。

除了直接损失，事故带来的社会经济损失也不可忽视，此处仅保守考虑因时间延误带来的

社会经济损失。据实时的环路检测器数据估计，事发时车辆的平均到达率约为每小时3500辆，

事故处理完毕后拥堵消散的流量约为每小时7500辆 ,如果认为拥堵过程中车辆处于静止状态，

那么造成的总延误约为39800h！

根据相关研究估计每辆车平均载有2.5人，按照北京人均月平均工资6463元（北京市统计

局2015年发布）来计算的此次事故总经济损失达到267.9万。显然，交通延误造成的间接经济

损失比直接损失严重得多，所以考察交通事故的总体影响还应重视对社会的间接经济损失。

另一方面，据有关报道，本次事件是因为大货车刹车失灵而导致内侧和外侧的车辆发生了

连环相撞，继而引发了几乎整个环路的大拥堵。管理部门可以考虑在及早的交通事故预报上进

行优化，避免交通事故影响持续扩大，同时发生交通事故后也应该及时进行智能交通诱导，减

少拥堵范围的继续扩大同时也减少总的延误时间！

7月8日速度时空分布图

7月9日速度时空分布图

7月10日速度时空分布图

事故描述：2015年7月9日早晨6点，东四环大郊亭桥附近一大

货车刹车失灵，导致7车连撞。这起车祸导致东四环南向北方向拥堵

约4小时。

对比发现，普通工作日早高峰拥堵主要发生在东四

环中路，而7月9日的重大交通事故则表现出明显的拥堵

消散特征。交通事故处置完之前，拥堵的车队持续增

长，甚至延伸到了南四环东路和中路，而事故下游区域

畅行无阻。事故处理完毕，拥堵的车流逐渐消散，直到

下午1点后才恢复畅通！

2015年度 重大交通事故分析——北京 （本研究由高德与清华-戴姆勒可持续交通研究中心联合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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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情况下，改善出行时间、路线选择的认识和对未来拥堵的预测可以为改善城市交通起到积极的一步。通过14年、15年两年拥堵增长及变化规

律，预测2016道路交通拥堵趋势：

■ 下图为2016年拥堵加重风险最高的TOP10城市，其中风险最高的三个城市可能是青岛、济南和北京。以青岛为例，从近2年拥堵趋势来看，青岛

15年拥堵程度上升非常明显，尤其是第四季度（见右下图）。

■ 预计，未来几年城市交通拥堵将继续加重，可能会变的更糟；期待有更多的缓堵策略和完善基础设施等多方面来改善城市的拥堵增长率。

0.00% 0.50% 1.00% 1.50% 2.00% 2.50%

青岛市

济南市

北京市

成都市

昆明市

深圳市

天津市

福州市

哈尔滨市

重庆市

2016年拥堵加重风险城市TOP10

拥堵增长率

1.00

1.50

2.00

2.50

青岛14年与15年拥堵趋势

7 per. Mov. Avg. (2014年)

7 per. Mov. Avg. (2015年)

3月 12月6月

注：拥堵增长率是通过14年和15年拥堵上升、下降率算出，斜率越高证明拥堵加重趋势越严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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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析

拥
堵
延
时
指
数

2016年 城市拥堵加重潜力城市预测及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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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
济南市
郑州市
青岛市
武汉市

石家庄市
西安市
天津市
合肥市
南京市
徐州市
太原市
宁波市
嘉兴市
南通市

哈尔滨市
杭州市
重庆市
南宁市
昆明市
长沙市
佛山市
沈阳市
珠海市
长春市
惠州市
金华市
苏州市
绍兴市
扬州市
常州市
中山市
泉州市
无锡市

深圳市
上海市
福州市
成都市
厦门市
东莞市

9月最堵 11月最堵 12月最堵

（表3）16年各城市最堵月分布

通过近2年历史数据分析，预计2016年大部分城市最拥堵的月份集中在11月和12月；而全年中，十一国庆节的前一天（9月30日），

当天出行集中且恰逢周五，将会是2016年大部分城市最拥堵的天。

（图8）预计2016年度各城市最拥堵月分布图
宏

观

分

析

预计2016年大部分城市最堵月为12月，9月30日为最堵天

2016年 各城市最堵月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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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度，单双号限行期间，各城市都有部分限号车辆依然冒着违规风险上路。从各城市限行期间平均“闯限”的比例来看，石家庄最高，闯限比

例约17%；而大连最低。 用户“闯限”的高发可能与政策信息传达受限、执行意识低、不重视、刚需等多种因素有关。

限行首日“闯限”最高发

石家庄“闯限”最严重

与此同时，我们进一步分析了各城市限行首日的“闯限”状况，发现限行大部分城市第一天“闯限”用户最多。石家庄限行首日违规比例高达22%，

比限行期间高5%，也就是说每5辆车就有一辆不按限行规定出行。而厦门第一天“闯限”比例相对最低，与厦洽会成常态，人们更习惯有关。由此来

看，限行首日“闯限”比例主要与政策宣传的广度有较大关系。当政策出台时，如能较大力度广泛的宣传，可能会使政策执行的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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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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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度 单双号限行政策与出行“闯限”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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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100%
70%北方城市10:00是出行高峰 100%南方城市14:00-15:00是出行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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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方城市日均出行里程占比

北方 南方

从下图南北方城市日均出行里程占比的分布规律来看，70%以上的北方城市驾车出行集中在上午时段，出行量远高于南方城市，其上午出

行峰值在10:00-11:00，侧面也说明北方以上班族为主。而所有南方城市下午和夜间出行量普遍高于北方城市，其晚间的20:00-23:00差异最

大，这也说明南方人出行不局限于上班，时间支配更自由，夜生活也更加丰富。

北方城市上午出

行量更大

南方城市下午-
晚间出行量更大

峰值 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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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

出行里程占比

2015年度 南北方出行时间偏好大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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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星演唱会影响力排行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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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度 明星演唱会影响力排行榜 （数据来自：高德地图开放平台数据研究院）

根据高德地图开放平台数据研究院的分析结果显示：2015年一线明星举办演唱会时的场馆热度汪峰最高，超越众歌神和小鲜肉，成为年度演

唱会最有影响力的明星。而排汪峰之后的Top10依次为陈奕迅、张惠妹、李健、TFBOYS、EXO、邓紫棋、萧敬腾、孙燕姿、周杰伦。

注：明星影响力占比是取明星场均人数/明星前10名演出场次人数总合，场馆人数热度越高影响力越大

影响力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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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馆门前（玉渊潭南路）拥堵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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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O演唱会对周边道路拥堵影响更大

从活动当天万事达中心周边的玉渊潭南路拥堵延时指数来看，拥堵

均发生在演唱会前后，从曲线明显看出EXO演唱会造成道路更堵。

而从开场前拥堵趋势来看，TFBOYS拥堵比EXO提前半小时，也说

明TFBOYS的粉丝可能更积极热情。

EXO演唱会

■ EXO粉丝更土豪

从活动时驾车前来万事达中心的用户数量分布来看，两个天团

基本持平，EXO驾车来的粉丝量稍多。另外，从粉丝使用的手

机类型看，EXO的iPhone用户占比更多，由此猜测EXO粉丝更

壕。

55%
45%

android

IOS
52% 48%

注：数据选取两场活动的共同场地万事达活动中心，TFBOYS为8月15号（周六），EXO为7月18和7月19的均值（周六）
热度数据来源高德地图开放平台数据研究院

TFBOYS热度高，EXO粉丝土豪

TFBOYS见面会

拥堵延时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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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FBOYS场馆内热度高于EXO

VSTFBOYS（49.5%） EXO（50.6%）

VS

驾车前来的粉丝对比

使用iPhone手机的粉丝占比

TFBOYS（52.6%） EXO（47.4%）

场馆内热度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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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维度：周六19：00-23：00

23

汪峰演唱会

恒大足球赛

恒大足球赛

恒大足球赛

亚冠足球赛

从天河体育场周边2公里内全年道路拥堵状况来看， 汪峰演唱会为全年最堵最火爆的大型事件。演唱会当天6月13日体育场周边道路拥堵延时指

数高达2.36(严重拥堵)，其拥堵程度高出恒大足球比赛↑18%，直接秒杀恒大足球以及异常火爆的亚冠赛，成为天河体育馆周边道路全年最拥堵

的一天。

（图9）2015年度广州天河体育场拥堵趋势

恒大足球赛

张惠妹演唱会

2015年度 大型活动与交通梳堵

汪峰演唱会拥堵超越亚冠

交通大数据助力大型活动梳堵 效果显著

从下图拥堵趋势来看，年度最具影响力的亚冠赛拥堵程度居然普遍低于恒大足球赛，当天区域延时指数1.6（基本畅通），低于恒大球赛↓44%。

亚冠赛拥堵的大幅缓解，主要得益于高德地图交通大数据辅助政府部门做大型活动的预案和导流，让拥堵缓解成为可能。主要有三个方面：1、

赛前基于交通大数据预测的拥堵预测及避堵方案 2、政府官方、地方媒体、导航客户端等大范围广泛的信息发布3、管理部门交通管制预案和车

流疏散以及高德地图导航分流。

大型赛事及重大活动都会造成周边道路拥堵加剧，交通压力增大。通过监测广州天河体育场周边全年的拥堵状况，分析各赛事对拥堵影响，在为公众

提供出行参考的同时，也辅助政府在遇到类似状况下提前预警和智能梳堵参考。

拥堵延时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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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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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之最

2
■ 职住失衡最严重之城-重庆

■ 堵车时间最长之城-杭州

■ 上班最苦逼之城-哈尔滨；下班最艰辛之城-广州

■ 朝九晚五之城-太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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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晚高峰单侧拥堵道路分布

（图9）早高峰单侧拥堵道路分布

北京

研究城市潮汐道路能发现城市上班族车流的迁移动向，侧面反映一个城市的职住状况。目前，大型城市睡城和工作区分布极度集中，造成大量单

侧拥堵的潮汐道路。交通数据显示：重庆2015年早晚高峰有6%以上仅单侧道路拥堵严重，从占比上均领先全国其它城市。而从单侧拥堵道路条数上来

看，最多的是北京，早高峰主要以四周往中心汇集（如：办公集中区金融街、中关村、国贸），晚高峰车流则主要由城中心往四周发散（如：睡城回

龙观、通州、天通苑）

年

度

之

最

北京

四周汇
集中心

中心流
向四周

6.0%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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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1.2%

1.2%

0.0% 1.0% 2.0% 3.0% 4.0% 5.0% 6.0%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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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早晚高峰单侧拥堵道路占比TOP10

注：占比为单侧潮汐道路条数/检测道路条数

早高 路条数

北京 88

上海 37

重庆 31

沈阳 23

深圳 20

成都 20

武汉 17

南京 16

广州 16

青岛 15

晚高 路条数

北京 55

成都 46

广州 41

上海 36

深圳 33

重庆 26

武汉 22

南京 21

沈阳 15

青岛 13

2015年度 职住失衡最严重之城—重庆

单侧路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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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中处于拥堵、严重状态时间最长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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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杭州市每天有6小时以上处于拥堵或严重拥堵状态，全年处于拥堵和严重拥堵状态的累计时间超过1600个小时，也就是说一年持续堵车

时间长达70个昼夜。其全年累计拥堵时长超越一线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平峰期也较拥堵的杭州成为年度全国堵车时间最长的城市。

累计拥堵时长（小时）

年

度

之

最

注：平均每小时拥堵延时指数>1.8计时一小时，全年累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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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北京

杭州日均拥堵趋势

平峰也较拥堵拥
堵
延
时
指
数

2015年度 堵车时间最长之城—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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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5 2

哈尔滨

济南

杭州

北京

大连

青岛

上海

重庆

天津

武汉

早高峰最拥堵城市TOP10

从数据来看，哈尔滨人们与大连人们一样从早7点就开始进入最拥堵状态，比大部分城市的早高峰（8点）提前1小时；而哈尔滨除了堵得早以外，

早高峰峰值拥堵比大连高7%。冬日零下二十度的哈尔滨，苦逼上班族起的最早且要冒着风寒承受着拥堵带来的煎熬，当之无愧为全国上班最苦逼的城

市。

早高峰拥堵延时指数
年

度

之

最

1

1.5

2

2.5

04点 05点 06点 07点 08点 09点 10点 11点 12点

哈尔滨早高峰拥堵趋势变化

哈尔滨 济南 杭州 北京 大连

堵的最早

峰值更高

2015年度 上班最苦逼之城——哈尔滨

早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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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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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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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线城市日均拥堵趋势来看，广州从下午14点拥堵最先开始攀升；晚高峰从17:00逐渐持续到22:00，是堵城中拥堵消散最慢的城市；峰

值18:00是广州最拥堵时刻，拥堵延时指数高达2.35（严重拥堵），比北京拥堵高4%；广州人平均驾车半小时走不出天河北，仅相当于人跑步的

速度。接近瘫痪状态的晚高峰且拥堵消散最慢的痛苦感受，荣登年度回家最艰辛之城，堵到不想出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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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城市下午至凌晨拥堵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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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度 下班最艰辛之城——广州

拥堵警戒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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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通勤日，太原驾车用户高峰期的出行里程占比全国最多，其高峰出行里程占比超22.5%，这意味着驾车用户每5个人中就有1个在高峰期间驾车出

行，此数量比北京高↑2.8%。另外从全天24小时出行里程分布来看，太原夜间出行量明显低于其它一二线城市，全天出行主要集中在白天的8：00-18：

00的通勤时段，成为以上班族为主的朝九晚五之城。

22.5%

0.0%

10.0%

20.0%

太原 青岛 济南 石家庄 北京 长春 郑州 西安 大连

高峰用户出行里程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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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小时出行里程占比分布

太原 北京

年

度

之

最

出行里程占比

出行里程占比

2015年度 朝九晚五之城——太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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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节假日期间，全国最拥堵的城市非济南莫属。该城市全天（6-22点）平均拥堵延时指数1.6，也就是说周末的任意时段驾车每出行1小时，都需

要多花费36分钟的时间，该拥堵程度比南京的通勤高峰还要拥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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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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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度 节假日依然拥堵之城——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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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交通帮助用户实时了解路况，同时引导用户避开拥堵路段更快速到达目的。通过对年度人均查看高德地图路况次数最高且拥堵的城市做对比

（去除默认开启），在下表中拥堵程度相当的拥堵城市，对路况服务使用次数越高说明该城市人们更智慧且省时意识更强。数据显示北京平均每天主动

打开路况的占比最高，遥遥领前其它城市，是广州的2.5倍之多，成为年度省时意识最强之城。

年

度

之

最

18.0%

12.7%

11.2%

10.8%

8.5%

8.1%

8.0%

7.7%

7.6%

7.3%

0% 2% 4% 6% 8% 10% 12% 14% 16% 18% 20%

北京市

成都市

上海市

武汉市

杭州市

西安市

重庆市

青岛市

深圳市

广州市

年度人均查看路况次数最多城市排行

注：次数占比=城市人均次数/前10城市人均次数之和

2015年度 省时意识最强之城——北京

查看次数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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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均导航次数最多城市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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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度

之

最

2015年，从全国用户人均使用导航的次数的频度来看，使用导航最多的前十城市分别是成都、北京、深圳、杭州、广州、上海、天津、武汉、青

岛、香港。其中，成都在TOP10城市中国使用次数占比达11.6%，意外秒杀北京、深圳、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成为年度最爱使用导航的城市。

注：占比=城市人均次数/前10人均次数总和

2015年度 地图不离手 最爱使用导航之城—成都

使用次数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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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度，在全国使用高德地图的用户中，台州的iPhone用户占比为64%，相比安卓用户数量多77%，就是说每10个用户有将近7个使用

iPhone。是全国导航用户中使用iPhone手机最多的城市。从iPhone用户前10名城市分布来看，大部分都位于长三角的江、浙、沪地区。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台州市

温州市

宁波市

杭州市

绍兴市

上海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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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州市

南通市

苹果用户占比最高城市排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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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2015年度 iPhone用户占比最多城市——台州

IOS用户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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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市

惠州市

广州市

全国等灯时间最长的城市排名

从各城市通勤出行的平均等红绿灯时长来看，等灯时间最长的城市分布多数位于南方，广东省占6席。其中深圳高峰平均等灯时间31.7秒，比广州慢7秒

，等灯时间最长的深圳成为年度最考验驾车耐心的城市。

年

度

之

最

时间（秒）

2015年度 最考验耐心之城（等灯时间最长）——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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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期间拥堵下降最大城市TOP10

深圳各维度多次入榜，说明深圳是一个非常有特点的城市。从各城市春节期间与平日的拥堵程度下降趋势来看，深圳的下降幅度超过↓20%，全国下降

幅度居首；春节期间全城自由流，整个城市畅通无阻。与平日的严重拥堵相比，外来人口最多的深圳是春节期间最冷清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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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度 春节期间最冷清之城——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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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排名前10城市都位于南方，南方城市夜间出行里程占比压倒性的大胜北方，南方人更热爱夜生活。

 与北京相比深圳出行较高的时段分布在21点至23点，年度深圳夜间依然是出行最活跃、最频繁、夜生活最丰富之城。

根据用户的夜间出行里程占全天的比重，判断人们在夜间的活跃度。分析发现：

夜间出行里程占比

注：全年夜间时段20:0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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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度 夜生活最丰富之城——深圳

里程占比

里程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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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处处皆堵的大中国，全天都较畅通的无锡人们称得上是最幸福的，根据2015全年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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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度 最畅通惬意之城——无锡

■ 无锡全天24小时不堵车，即便在上下班的高峰时间驾车出行，平均车速高达32.44公里/小时，约比北京快46%，每小时比北京多走10km。

■ 另一方面，无锡通勤高峰最拥堵时刻与广州和北京晚上8点的程度相当，是当之无愧的最畅通惬意之城。



附录A：名词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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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定义

拥堵延时指数 拥堵延时指数=交通拥堵通过的旅行时间/自由流通过的旅行时间

拥堵延时时间 拥堵延时时间=交通拥堵通过的旅行时间-自由流通过的旅行时间

平均旅行长度 城市范围内平均的旅行长度

平均旅行速度 城市范围内平均的旅行速度

平均旅行时间 城市范围内平均的旅行时间

平均延迟时间 城市范围内平均的延迟时间

最拥堵的一天 城市在某时间范围内拥堵延时指数最高的一天

热点商圈 城市中人流多、车流多、商业贸易发达的区域

每天通勤延时 每天上班或下班堵车时间

道路高峰出行平均速度 某条道路上，早晚高峰期车辆的平均行驶速度

道路高峰出行旅行时间 某条道路上，早晚高峰期车辆的平均旅行时间

道路高峰出行延时时间 某条道路上，道路的延时时间；拥堵延时时间=交通拥堵通过的旅行时间-自由流通过的旅行时间

道路平峰出行平均速度 某条道路上，不受堵车影响，车辆自由通过状态下的平均车速，通常在夜间

道路平峰出行旅行时间 某条道路上，不受堵车影响，车辆自由通过状态下的平均旅行时间，通常在夜间

城市主干路 是城市道路网的骨架，为连接城市各区的干路，以交通功能为主

日均时空过饱和当量 在一定时间和空间内过饱和的单元总量；

过饱和时间密度 每公里日均过饱和单元；

过饱和空间密度 每小时日均过饱和单元；

碳氧化物(COx) 汽车尾气中一氧化碳、二氧化碳等碳氧化合物的统称。

氮氧化物(NOx) 汽车尾气中氮氧化合物的统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