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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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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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编制目的

2017年，习总书记明确提出“要建立城市体检评估制度，建设没

有‘城市病’的城市”。城市体检既是“美丽中国”建设的核心内容，

也是推动城市人居环境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

通勤是城市生活的重要组成，关系着居民幸福感，影响着城市宜居性。

职住是城市空间的核心功能，决定了城市结构、空间绩效和运行成本。

快速城镇化进程使得中国大城市的职住空间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嬗变，

同时也带来长距离通勤和交通拥堵等城市病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

如何塑造高质量生活就成为当前中国城市发展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

居住、就业与通勤支撑，影响着城市发展和居民生活，是国土空间规

划定期评估工作重点关注、持续跟踪的主题。报告尝试构建起量化评

估城市通勤的指标和方法体系，以期为政策制定、城市规划、交通组

织、学术研究工作提供素材与启示。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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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选取36个中国主要城市，

借助互联网位置服务和移动通

讯数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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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描绘了城市通勤画像。通过核

心指标的横向比较和城市空间

的挖掘解析，从两个视角认识

城市通勤特征，探寻城市生长

规律，定位典型空间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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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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2019年1-6月，百度地图位置服务和移动通信运营商

手机数据获得的用户居住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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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勤距离：采用路网最短距离，来自百度地图250m栅格计算的

OD间路网距离，直线距离2.5千米内采用骑行方式路网距离，2.5千米

以上采用小汽车方式路网距离。

通勤时耗：采用百度地图250m栅格计算的公交方式行程规划信息，

公交方式包含轨道、常规公交以及多种公交方式的组合换乘，出行时

耗包含步行时间、候车时间、乘车时间以及换乘步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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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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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内容框架

横向对比

呈现通勤特征

空间解析

发掘特征成因

核心通勤指标 城市通勤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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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勤空间椭圆

居住就业空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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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住人口圈层分布

职住特征空间分类

通勤联系分类构成

通勤空间联系期望线

平均通勤距离空间分布

公交通勤时耗空间分布

轨道覆盖通勤人口比重

轨道覆盖空间范围

轨道覆盖居住就业分布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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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通勤范围：通勤空间半径

覆盖90%中心城区通勤人口的居住或就业分布的空间椭圆

提供椭圆型心、长轴半径、短轴半径、长轴方向角。

通勤椭圆的长轴半径，是体现城市需要交通服务支撑的空

间尺度。

通勤范围：具有紧密通勤联系的空间范围，对于认识城市空间结构

和运行特征具有重要作用。构建覆盖90%中心城区通勤人口居住与就

业分布的空间椭圆，以椭圆长轴定义通勤空间半径，作为城市通勤范

围测度。通勤空间半径越大，说明城市通勤紧密联系的空间范围越大。

中心城通勤影响范围往往超出自身行政范围，通勤空间半径标识了城市运

行需要支撑的空间尺度，辅以通勤空间椭圆，进一步呈现城市通勤范围与

空间形态。

通勤范围

椭圆

通勤空间

半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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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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千米

31 千米

29 千米

25 千米

城市规模 研究城市 通勤空间半径（千米）

1.通勤范围：通勤空间半径

全国主要城市通勤空间半径

注：蓝色标注城市规模分类的指标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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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通勤范围：通勤空间半径
全国主要城市通勤范围椭圆

重庆

40千米

大连

34千米

长春

29千米

深圳

40千米

哈尔滨

32千米

天津

37千米

济南

31千米

兰州

29千米

上海

39千米

北京

40千米

沈阳

31千米

宁波

31千米

杭州

33千米

西宁

28千米

厦门

29千米

郑州

29千米

武汉

28千米

昆明

27千米

银川

29千米

太原

25千米

南京

31千米

长沙

29千米

石家庄

28千米

广州

31千米

拉萨

19千米

西安

27千米

青岛

25千米

合肥

25千米

南宁

21千米

成都

29千米

贵阳

26千米

乌鲁木齐

29千米

呼和浩特

21千米

福州

24千米

海口

21千米

南昌

22千米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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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空间匹配：职住分离度

以250米栅格统计的中心城区人口的居住和就业空间分布。

在现有居住和就业空间分布的基础上，按通勤距离最短原

则重新匹配每个居民的职住对应关系，获得理论最小平均

通勤距离。即平均出行多远距离就能找到一份工作，其值

越小说明城市职住功能的空间配置越均衡。

职住空间

分布

职住分离度

受到房价、就业机会、家庭、教育等各种因素影响，居民往往难以选择最

小通勤的居住和就业，职住分离度是现实中城市职住供给失衡状况的反映。

空间匹配：城市需要合理的居住与就业空间配置。职住分离度是指

不考虑就业差异与人的选择，在既有职住布局条件下通过交换就业地，

在理论上能够实现的最小通勤距离，是城市职住空间布局匹配的测度。

职住分离度越小，说明城市职住空间供给的平衡性越好。

指标计算样本：中心城区范围内的居住人口与就业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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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空间匹配：职住分离度

城市规模 研究城市

4.1 千米

3.8 千米

3 千米

3.7 千米

全国主要城市职住分离度

职住分离度（千米）

注：蓝色标注城市规模分类的指标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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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通勤距离：通勤距离是家到就业地的距离。中心城区通勤人口

平均通勤距离，是融入人的选择后城市真实职住分离情况的测度。平

均通勤距离越大，居民通勤成本就越高，城市需要更高效的交通系统

支撑。

11

3.通勤距离：平均通勤距离

百度地图计算家到就业地的路网距离，通勤OD直线距离

2.5千米内采用骑行方式路网最短距离，2.5千米以上采用小

汽车方式路网最短距离。

中心城区通勤人口，通勤路网距离的平均值
平均

通勤距离

平均通勤距离会受到少数长距离通勤的影响，因此辅助以通勤距离的中位

数指标，更全面呈现城市的通勤距离特征。

通勤

路网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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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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通勤距离：平均通勤距离

12

城市规模 研究城市 平均通勤距离（千米）

9.3 千米

8.3 千米

7.4 千米

7.4 千米

全国主要城市平均通勤距离

注：蓝色标注城市规模分类的指标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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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通勤距离：平均通勤距离

13

城市规模 研究城市 通勤距离中位数（千米）

全国主要城市通勤距离中位数

5.4 千米

4.9 千米

4.3 千米

4.1 千米

注：蓝色标注城市规模分类的指标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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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幸福通勤：5公里通勤比重

通勤距离分组：2.5千米（可步行）、2.5-5千米（可骑

行）、5-15千米（公交60分钟）、15-25千米（轨道60分

钟）、大于25千米（超60分钟）

中心城区通勤人口中，距离小于5公里的通勤人口比重

通勤距离

分组

5公里通勤

距离比重

幸福通勤：就近职住，可采用步行、自行车等非机动车方式上班，

会带来幸福的通勤体验。以距离小于5公里的通勤人口比重作为衡量城

市职住平衡和通勤幸福的指标。5公里通勤比重越高，说明城市能够就

近职住、绿色出行，拥有幸福通勤体验的人口比重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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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标尝试建立幸福体验与通勤距离的关系。5公里的可慢行距离，使居

民具有合理可控的通勤时间和多样的交通方式选择，更容易具有好的通

勤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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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幸福通勤：5公里通勤比重

城市规模 研究城市 5公里通勤比重

全国主要城市5公里通勤比重

49 %

51 %

55 %

58 %

注：蓝色标注城市规模分类的指标均值



编

制

说

明

核

心

通

勤

指

标

城

市

通

勤

特

征

16

5.公交服务：45分钟公交服务能力占比

公交服务能力：公共交通对于高密度城市的通勤出行具有不可替代

的支持作用。45分钟内能够通过轨道、地面公交等公交方式通勤的人

口比重，是城市的公交通勤服务能力的测度，反应了公交系统与职住

空间的契合程度。一般来说，45分钟公交服务能力比重越高，说明公

交系统对城市通勤的保障越好。

来自百度地图行程规划计算的通勤OD间公交方式门到门出

行时耗。公交方式包含轨道、公交及组合方式。出行时耗

包含步行时间、候车时间、乘车时间以及换乘步行时间。

中心城区通勤人口中，如果采用公交方式45分钟通勤可达

的人口比重。

公交通勤

时耗

45分钟公交

服务能力

时耗是居民对于通勤成本直接认知，长的通勤距离可以通过快速轨道缩短

通勤时耗，45分钟通勤时间是合理通勤的基本保障，呈现公交服务能力与

城市职住布局的匹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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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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规模 研究城市 45分钟公交服务能力占比

5.公交服务：45分钟公交服务能力占比

全国主要城市45分钟公交服务能力占比

45 %

43 %

44 %

47 %

注：蓝色标注城市规模分类的指标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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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轨道覆盖：轨道覆盖通勤比重

车站出入口1000米半径覆盖体现轨道交通的服务范围。

中心城区通勤人口中，居住与就业两端均在轨道站点1000

米半径覆盖范围内的通勤人口比重。

轨道覆盖：轨道交通对城市空间格局演变起到了重要的骨架作用，

有效提升了城市的就业可达性，拉近新城与城市中心区的联系。轨道

覆盖通勤比重，即家和就业地两端均在轨道站点1千米覆盖范围的通勤

人口比重，体现了轨道线网与职住空间组织的匹配度。轨道站点1千米

半径覆盖通勤比重越高，说明轨道对职住空间支撑作用越好。

轨道站点

半径

轨道覆盖

通勤比重

当前，一些城市轨道客流强度偏低，正是由于轨道布局与通勤需求存在空

间错位，轨道1千米覆盖通勤人口比重体现轨道线网对职住空间的支撑与

契合程度。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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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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规模 研究城市 轨道覆盖通勤人口比重

6.轨道覆盖：轨道覆盖通勤比重

19

32 %

21 %

11 %

12 %

全国主要城市1公里轨道覆盖通勤比重

注：蓝色标注城市规模分类的指标均值

说明：考虑重庆山地城市的特

征，重庆轨道站点1000米覆盖范

围采用路网距离计算



城市通勤特征

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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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

城区人口
（万人）

1863 建成区面积
（平方千米）

1469 人均GDP
（万元）

12.9

城区范围

1.城市概况

北

京

市

20

数据来源：《2018年城市建设统计年鉴》

道路网密度
数据来源：《中国主要城市道路网密度监测报告-2020年度》

轨道线网长度（千米）
数据来源：《2019年度中国内地城市轨道交通线路概况》

—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

776

5.7（千米/平方千米）

2.通勤特征

研究城市

超大城市均值

平均通勤距离 11.1千米

5公里以内
通勤比重

38%

职住分离度
7千米

城区通勤半径 40千米

轨道覆盖
通勤比重

27%

45分钟
公交

服务能力占比
32%

通勤距离

通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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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区通勤人口5公里同心圆分布

3.职住分布

北

京

市

21

城区通勤人口居住分布

城区通勤人口就业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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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勤联系圈层分布

4.通勤联系

城区内部通勤

73%

城区居住郊区就业 6%

郊区居住城区就业

18%

城区居住市外就业

1%

市外居住城区就业

2%

主城内部 主城区县 区县主城 主城市外 市外主城

北

京

市

22

城区内部通勤平均距离：7.0公里

街道单元通勤联系期望线

街道单元职住特征空间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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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通勤效率

北

京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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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人口平均通勤距离

就业人口平均通勤距离

5公里以上公交方式通勤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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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轨道覆盖通勤

北

京

市

24

轨道覆盖居住人口分布

轨道覆盖就业人口分布

轨道站点半径 1000米

轨道覆盖居住人口比重% 43

轨道覆盖就业人口比重% 59

轨道覆盖通勤人口比重%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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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通勤特征

上海市

城区人口
（万人）

2424 建成区面积
（平方千米）

1238 人均GDP
（万元）

12.7

城区范围

1.城市概况

研究城市

超大城市均值

上

海

市

25

数据来源：《2018年城市建设统计年鉴》

道路网密度
数据来源：《中国主要城市道路网密度监测报告-2020年度》

轨道线网长度（千米）
数据来源：《2019年度中国内地城市轨道交通线路概况》

—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

801

7.2（千米/平方千米）

平均通勤距离 9.1千米

5公里以内
通勤比重

48%

职住分离度
4千米

城区通勤半径 39千米

轨道覆盖
通勤比重

33%

45分钟
公交

服务能力占比
39%

通勤距离

通勤范围



编

制

说

明

核

心

通

勤

指

标

城区通勤人口5公里同心圆分布

3.职住分布

上

海

市

26

城区通勤人口居住分布

城区通勤人口就业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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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区内部通勤

85%

城区居住郊区就业 5%

郊区居住城区就业

9%

城区居住市外就业

1%

市外居住城区就业

1%

主城内部 主城区县 区县主城 主城市外 市外主城

通勤联系圈层分布

4.通勤联系

上

海

市

27

城区内部通勤平均距离：7.0公里

街道单元通勤联系期望线

街道单元职住特征空间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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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通勤效率

上

海

市

28

居住人口平均通勤距离

就业人口平均通勤距离

5公里以上公交方式通勤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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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轨道覆盖通勤

上

海

市

29

轨道覆盖居住人口分布

轨道覆盖就业人口分布

轨道站点半径 1000米

轨道覆盖居住人口比重% 46

轨道覆盖就业人口比重% 59

轨道覆盖通勤人口比重%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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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通勤特征

广州市

城区人口
（万人）

1315 建成区面积
（平方千米）

1300 人均GDP
（万元）

15.1

城区范围

1.城市概况

研究城市

超大城市均值

广

州

市

30

数据来源：《2018年城市建设统计年鉴》

道路网密度
数据来源：《中国主要城市道路网密度监测报告-2020年度》

轨道线网长度（千米）
数据来源：《2019年度中国内地城市轨道交通线路概况》

—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

501

7.1（千米/平方千米）

平均通勤距离 8.7千米

5公里以内
通勤比重

51%

职住分离度
4千米

城区通勤半径 31千米

轨道覆盖
通勤比重

37%

45分钟
公交

服务能力占比
50%

通勤距离

通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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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区通勤人口5公里同心圆分布

3.职住分布

广

州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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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区通勤人口居住分布

城区通勤人口就业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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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区内部通勤

79%

城区居住郊区就业 5%

郊区居住城区就业

9%

城区居住市外就业

2%

市外居住城区就业

5%

主城内部 主城区县 区县主城 主城市外 市外主城

通勤联系圈层分布

4.通勤联系

广

州

市

32

城区内部通勤平均距离：5.3公里

街道单元通勤联系期望线

街道单元职住特征空间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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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通勤效率

广

州

市

33

居住人口平均通勤距离

就业人口平均通勤距离

5公里以上公交方式通勤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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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轨道覆盖通勤

广

州

市

34

轨道覆盖居住人口分布

轨道覆盖就业人口分布

轨道站点半径 1000米

轨道覆盖居住人口比重% 52

轨道覆盖就业人口比重% 62

轨道覆盖通勤人口比重%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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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通勤特征

深圳市

城区人口
（万人）

1303 建成区面积
（平方千米）

928 人均GDP
（万元）

18.4

城区范围

1.城市概况

研究城市

超大城市均值

深

圳

市

35

数据来源：《2018年城市建设统计年鉴》

道路网密度
数据来源：《中国主要城市道路网密度监测报告-2020年度》

轨道线网长度（千米）
数据来源：《2019年度中国内地城市轨道交通线路概况》

—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

316

（千米/平方千米） 9.5

平均通勤距离 8.1千米

5公里以内
通勤比重

57%

职住分离度
3千米

城区通勤半径 40千米

轨道覆盖
通勤比重

30%

45分钟
公交

服务能力占比
57%

通勤距离

通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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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区通勤人口5公里同心圆分布

3.职住分布

深

圳

市

36

城区通勤人口居住分布

城区通勤人口就业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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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区内部通勤

89%

城区居住郊区就业 2%

郊区居住城区就业

2%

城区居住市外就业

4%

市外居住城区就业

4%

主城内部 主城区县 区县主城 主城市外 市外主城

通勤联系圈层分布

4.通勤联系

深

圳

市

37

城区内部通勤平均距离：6.4公里

街道单元通勤联系期望线

街道单元职住特征空间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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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通勤效率

深

圳

市

38

居住人口平均通勤距离

就业人口平均通勤距离

5公里以上公交方式通勤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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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轨道覆盖通勤

轨道站点半径 1000米

轨道覆盖居住人口比重% 45

轨道覆盖就业人口比重% 45

轨道覆盖通勤人口比重% 30

深

圳

市

39

轨道覆盖居住人口分布

轨道覆盖就业人口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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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析

说

明

以500米栅格核密度热力图呈现：

 中心城区就业人口的居住分布

 中心城区居住人口的就业分布

通勤人口就业/居住分布

 覆盖90%中心城区通勤人口（一端位于中心城区）的居住就业分布

 提供椭圆型心、长轴半径、短轴半径以及覆盖面积属性

90%通勤空间椭圆

 以通勤椭圆型心为圆心，绘制5千米间隔的同心正圆

 统计中心城区通勤人口在各圈层居住人口及就业人口比重

 计算每个圈层中心城区通勤人口职住比（就业人口比重/居住人口比重）

5千米同心圆职住圈层分布

附：空间解析说明

解读城市职住空间格局，

识别就业中心、大型居住区

识别城区通勤辐射范围以及空间形态特征

挖掘中心城区核心区域半径，解析居住外溢、就业外迁、新城建设

等不同的城区空间拓展模式。

城区通勤人口就业分布

40

职住分布：通勤范围与空间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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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空间划分为

城区、区县、市

外三个圈层

 统计不同圈层间

中心城区通勤人

口构成比重

通勤空间构成

 以街道（乡镇）为空间单元

 通勤联系期望线

 职住构成饼图：

区内居住区内就业

区内居住区外就业

区外居住区内就业

通勤空间联系

 将城市空间划分为：

职住平衡型（内部通勤为主）

居住主导型（居住为主，就业流出）

就业主导型（就业为主，吸引流入）

双重主导型（居住流出，就业流入）

职住特征空间分类

通勤联系：空间组织与通勤距离

识别5种类型中心城区通勤人口的构成比重

呈现通勤空间联系以及分区通勤人口构成特征

依据真实通勤关系，识别分区职住特征

41

街道单元通勤联系期望线

街道单元职住特征空间分类

附：空间解析说明

解

析

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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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米栅格呈现：

 栅格内居住人口密度

及平均通勤距离

 栅格内就业人口密度

及平均通勤距离

通勤距离空间分布

以街道（乡镇）为空间单元呈现：

 距离大于5千米的通勤人口，采用公交方式的平均时耗。

公交通勤时耗空间分布

交通效率：幸福通勤与公交服务

标识幸福通勤空间分布，识别通勤效率提升的重点区域

解析公交服务与职住布局的匹配程度，识别公交通勤提升的区域

42

居住人口平均通勤距离

5千米以上公交方式通勤时间

附：空间解析说明

解

析

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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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250米栅格为空间单位

 标识轨道车站出入口

1000米半径覆盖范围

轨道覆盖空间范围

 轨道车站出入口1000米半径覆盖范围的居住/就

业人口占中心城区通勤人口的比重

轨道覆盖居住/就业人口

 统计居住与就业两端均在

轨道站点1000米覆盖半径

内的通勤人口占中心城区

通勤人口的比重

轨道覆盖通勤人口比重

轨道覆盖：轨道对于通勤空间的塑造与支撑

1千米覆盖体现轨道线网对

职住空间的支撑作用,以及

TOD导向下站点周边功能

开发的特征。

识别轨道城市职住功能的覆盖支撑

解析轨道线网编织与职住空间布局的匹配程度。

43

轨道覆盖居住人口分布

附：空间解析说明

解

析

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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