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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数据来源及范围—本报告基于北京世纪高通科技有限公司的实时路况所覆盖的340+城市，利用3000万车辆实时回传数据

以及3000万手机地图APP日活用户回传数据，抽取100个全国主要城市进行分析。

 城市建成区范围—采用世纪高通联合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共同定义的建成区范围，保证数据范围的权威性。

 城市分级定义—本报告中城市分级参照第一财经·新一线城市研究所发布的《2020城市商业魅力排行榜》。其中，一线城

市4个、新一线城市15个、二线城市30个，三线城市70个。

 时间定义—全天（6:00-22:00）；早高峰（7:00-9:00）；晚高峰（17:00-19:00）。

数据说明



城 市 路 况 指 标 算 法 说 明

 延时指数——道路实际通行时间与自由流（畅通）状态下通行时间比值（比值≥1）。从时间维度来表征路网的拥堵状况，

指标值越大，代表路网道路运行效率越低，出行耗时越长。

 区域间拥堵不均衡系数——某个空间范围内不同路段延时指数的标准差。在延时指数相同的条件下，标准差越大，表明该区

域内不同道路拥堵情况的差异越大；标准差越小，表明不同路段运行状况差异越小。

 拥堵里程比例——道路网中严重拥堵路段的里程占比。该指标从空间维度来表征道路网的拥堵状况，指标值越大，代表路网

严重拥堵路段占比越高。

 时空拥堵指数——道路网中拥堵（中度拥堵及以上）路段长度与对应拥堵时间的乘积占比（占路网总长度与统计时段乘积的

比值）。从时空维度来表征路网的拥堵状况，指标值越大，代表路网拥堵持续时间越长，拥堵覆盖范围越广。

 常发拥堵路段（历史小时）——在某时间段内以一定频率出现严重拥堵的路段，区分工作日和非工作日。

注：各路段运行状况等级划分、严重拥堵里程比例与城市运行状况转换关系、延时指数与城市运行状况转换关系根据GB/T 33171-2016确定，时空拥堵指数与城市运行状况转换关系参考相关研究结论结合数据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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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2020年Q2全国主要城市交通出行状况



@ 世 纪 高 通 2 0 2 0 年 第 二 季 度 交 通 出 行 报 告

2020年Q2一线及新一线19个城市工作日高峰延时指数排名

 深圳位列2020年第二季度一线及新一线城市工作日高峰延时指数排名榜首，东莞排名最低。

 TOP5中，除4个一线城市外，重庆排名第二。

7

1.00

1.10

1.20

1.30

1.40

1.50

1.60

1.70

1.80

1.90

深
圳

重
庆

广
州

上
海

北
京

郑
州

成
都

长
沙

西
安

南
京

武
汉

杭
州

青
岛

沈
阳

天
津

合
肥

苏
州

佛
山

东
莞

2020年Q2一线及新一线19个城市工作日高峰延时指数排名
排名 城市 延时指数

1 深圳 1.826 

2 重庆 1.819 

3 广州 1.712 

4 上海 1.707 

5 北京 1.689 

6 郑州 1.654 

7 成都 1.649 

8 长沙 1.639 

9 西安 1.639 

10 南京 1.638 

11 武汉 1.628 

12 杭州 1.617 

13 青岛 1.582 

14 沈阳 1.577 

15 天津 1.563 

16 合肥 1.561 

17 苏州 1.520 

18 佛山 1.497 

19 东莞 1.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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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Q2二线30个城市工作日高峰延时指数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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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Q2二线30个城市工作日高峰延时指数排名 排名 城市 延时指数

1 贵阳 1.666

2 长春 1.607

3 大连 1.603

4 昆明 1.602

5 哈尔滨 1.599

6 济南 1.596

7 珠海 1.573

8 福州 1.568

9 兰州 1.564

10 厦门 1.554

11 太原 1.553

12 石家庄 1.549

13 南昌 1.545

14 宁波 1.538

15 温州 1.519

排名 城市 延时指数

16 嘉兴 1.512

17 绍兴 1.505

18 台州 1.494

19 南宁 1.492

20 无锡 1.487

21 南通 1.484

22 常州 1.470

23 中山 1.468

24 惠州 1.465

25 徐州 1.447

26 保定 1.444

27 泉州 1.431

28 烟台 1.429

29 金华 1.427

30 廊坊 1.419

 贵阳位列2020年第二季度二线城市工作日高峰延时指数排名榜首，廊坊排名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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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Q2三线及其他主要城市工作日高峰延时指数排名

2020年Q2三线及其他主要城市工作日高峰延时指数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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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封位列2020年第二季度三线及其他主要城市工作日高峰延时指数排名榜首，三亚排名最低。

排名 城市 延时指数
1 开封 1.641 
2 丹东 1.641 
3 焦作 1.638 
4 平顶山 1.630 
5 大同 1.628 
6 伊春 1.620 
7 盘锦 1.613 
8 齐齐哈尔 1.604 
9 枣庄 1.601 

10 安阳 1.594 
11 佳木斯 1.594 
12 辽阳 1.592 
13 南阳 1.589 
14 本溪 1.582 
15 锦州 1.577 

排名 城市 延时指数
46 淄博 1.457 
47 邯郸 1.457 
48 威海 1.455 
49 潍坊 1.453 
50 镇江 1.450 
51 湛江 1.449 
52 柳州 1.444 
53 张家口 1.432 
54 泰州 1.432 
55 吉林 1.427 
56 衡阳 1.407 
57 黄石 1.402 
58 大庆 1.401 
59 桂林 1.399 
60 三亚 1.321 

排名 城市 延时指数
16 荆州 1.568 
17 牡丹江 1.567 
18 拉萨 1.561 
19 德州 1.561 
20 海口 1.559 
21 北海 1.556 
22 西宁 1.555 
23 东营 1.543 
24 淮南 1.536 
25 唐山 1.533 
26 阜新 1.529 
27 呼和浩特 1.525 
28 鹤岗 1.518 
29 银川 1.513 
30 新乡 1.510 

排名 城市 延时指数
31 临沂 1.509 
32 汕头 1.508 
33 洛阳 1.505 
34 乌鲁木齐 1.505 
35 马鞍山 1.496 
36 株洲 1.496 
37 泰安 1.488 
38 襄阳 1.484 
39 鞍山 1.481 
40 抚顺 1.474 
41 江门 1.474 
42 扬州 1.473 
43 秦皇岛 1.473 
44 包头 1.470 
45 湘潭 1.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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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Q2一线及新一线19个城市工作日高峰延时指数同比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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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复⼯复产推进，2020年第二季度全国一线及新一线的19个城市中，有14个城市工作日高峰延时指数同比上升，武汉同比增幅3.772%。

 佛山第二季度延时指数同比下降23.273%。2019年底，佛山上一轮中心城区交通拥堵治理三年行动计划收官，佛山对症下药治理全市140

处堵点，保证公交优先绿色交通分担率不低于60%。

2020年Q2一线及新一线城市工作日高峰延时指数同比变化情况

排名 城市 2020Q2延时指数 2019Q2延时指数 延时指数同比增降

1 重庆 1.819 1.675 8.584%

2 深圳 1.826 1.682 8.575%

3 长沙 1.639 1.518 7.954%

4 南京 1.638 1.568 4.478%

5 郑州 1.654 1.589 4.109%

6 武汉 1.628 1.569 3.772%

7 西安 1.639 1.586 3.339%

8 天津 1.563 1.524 2.608%

9 杭州 1.617 1.580 2.322%

10 合肥 1.561 1.526 2.287%

11 青岛 1.582 1.552 1.975%

12 苏州 1.520 1.494 1.707%

13 沈阳 1.577 1.557 1.301%

14 广州 1.712 1.702 0.567%

15 成都 1.649 1.650 0.054%

16 上海 1.707 1.713 0.345%

17 东莞 1.494 1.521 1.807%

18 北京 1.689 1.818 7.118%

19 佛山 1.497 1.951 23.273%



02 交通影响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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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2020年清明节假期主干道和高速延时指数同比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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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和2020年清明节假期上海地区主干道和高速延时指数变化趋势

2019年4月5日-2019年4月7日 2020年4月4日-2020年4月6日

 2020年清明节假期上海地区主干道和高速延时指数变化趋势整体较为平稳，交通压力同比有较大缓解。

 2020年清明节假期第一天出城高峰期，延时指数同比下降幅度较大，假期后两天指数呈平稳趋势，同比有小幅度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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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和2020年五一假期上海地区主干道和高速延时指数变化趋势

2019年5月1日-2019年5月4日 2020年5月1日-2020年5月5日

上海-2020年五一假期主干道和高速延时指数同比变化趋势

 2020年五一假期第一天，上海地区主干道和高速交通压力较大，同比明显上升。据5月1日央视新闻报道，5月1日当天上午，上海G1503

高东收费站出城方向多条主干道拥堵超过10公里。

 2020年五一假期除第一天出城高峰期以外，上海地区主干道和高速整体交通情况较为稳定，延时指数较为平稳。

 与清明节相比，疫情因素对五一假期上海地区交通出行的影响明显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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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6月7日-2019年6月9日 2020年6月25日-2020年6月27日

上海-2020年端午节假期主干道和高速延时指数同比变化趋势

 2020年端午节假期第一天，上海地区主干道和高速交通压力较大，延时指数呈较高态势，同2019年相比有小幅度下降。

 2020年端午节假期除第一天出城高峰期以外，上海地区主干道和高速整体交通情况较为稳定，与2019年整体假期交通状况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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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号措施对城市交通影响分析-北京

 北京自2020年6月1日恢复高峰时段区域限行交通管理措施。数据显示，6月1日之后，北京高峰时段交通状况明显改善。

 受北京疫情再次影响，6月12日开始延时指数大幅降低，至6月19日指数开始逐步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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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工作日高峰时段延时指数趋势

工作日高峰时段日均值 5月18日-6月1日限号前工作日高峰延时指数均值 6月1日-6月30日限号后工作日高峰延时指数均值 6月1日限号措施执行

限号措施恢复前 限号措施恢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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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号措施对城市交通影响分析-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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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工作日高峰延时指数趋势

工作日高峰时段日均值

 西安市政府据自2020年5月6日恢复高峰时段区域限行交通管理措施。数据显示，5月6日限号措施恢复当天延时指数低于平均值，而5月7日

和5月9日受下雨天气影响指数上升明显，后续指数趋于平稳，交通状况较限号前有略微改善。

4月20日-5月6日限号前工作日高峰延时指数均值 5月6日-5月29日限号后工作日高峰延时指数均值 5月6日限号措施执行

限号措施恢复前 限号措施恢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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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号措施对城市交通影响分析-成都

 成都市政府据自2020年4月7日恢复高峰时段区域限行交通管理措施。数据显示，限行后的延时指数均值略低于限行前。

 受周一开学及下雨天气影响，4月3日（清明节前一天）延时指数达到1.798，为4月最高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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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工作日高峰延时指数趋势

工作日高峰延时指数日均值 3月23日-4月7日限号前工作日高峰延时指数均值 4月7日-4月30日限号后工作日高峰延时指数均值 4月7日限号措施执行

限号措施恢复前 限号措施恢复后



03 全国主要城市交通五维特征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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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交通五维特征画像说明

19

 延时指数

从时间维度来表征路网的拥堵状况，指标值越大，代表路网道路
运行效率越低，出行耗时越长；

 区域间拥堵不均衡系数

指标值越大，表明该区域内不同道路拥堵情况的差异越大；

 严重拥堵路段里程占比

从空间维度来表征道路网的拥堵状况，指标值越大，代表路
网严重拥堵路段占比越高；

 常发拥堵占比

在某一时段内以一定频率出现严重拥堵的路段占比；

 时空拥堵指数

从时空维度来表征路网的拥堵状况，指标值越大，代表路网拥堵
持续时间越长，拥堵覆盖范围越广；

0

N

注：为响应公安部、中央文明办、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共同组织实施的“城市道路交通文明畅通提升行动计划”，世纪高通推出城市交通拥堵五维特征画像，从时间维度、空间维度、强度维度，综合分析城市交通运行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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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交通五维特征画像-一线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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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 广州 一线城市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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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 深圳 一线城市均值

• 整体交通状况趋于一线城市均值；

• 一线城市中常发拥堵占比最高；

• 一线城市中常发拥堵占比及严重拥堵里程占比最小；

• 一线城市交通拥堵最为严重；

注：以上数据采用各城市2020年2季度/工作日高峰指标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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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交通五维特征画像-新一线代表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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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时指数等4项指标均趋于新一线城市平均值；

• 常发拥堵占比低于新一线城市均值。

• 整体交通状况趋于新一线城市均值。 • 时空拥堵指数等4项指标趋于新一线城市均值；

• 常发拥堵占比略高于新一线城市均值。

注：以上数据采用各城市2020年2季度/工作日高峰指标计算。



@ 世 纪 高 通 2 0 2 0 年 第 二 季 度 交 通 出 行 报 告 22

城市交通五维特征画像-区域间拥堵不均衡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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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区域间拥堵不均衡系数—指某个空间范围内不同路段延时指数的标准差；在延时指数相同的条件下，不均衡系数越大，表明该区域内不同道路拥堵情况的差异越大；

以上数据采用各城市2020年2季度工作日通勤高峰期间（包含早高峰：7:00-9:00，晚高峰：17:00-19:00）数据计算。

 一线城市中排名最高的为深圳，最低为上海；新一线城市中排名最高的重庆，最低的为苏州；二线城市中排名最高的为贵阳，最低为烟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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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交通五维特征画像-严重拥堵里程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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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严重拥堵路段里程占比—该指标从空间维度来表征道路网的拥堵状况，指标值越大，代表路网严重拥堵路段占比越高；

以上数据采用各城市2020年2季度工作日通勤高峰期间（包含早高峰：7:00-9:00，晚高峰：17:00-19:00）数据计算。

 一线城市中排名最高的为深圳，最低为北京；新一线城市中排名最高为重庆，最低为佛山；二线城市中排名最高为贵阳，最低为南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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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交通五维特征画像-常发拥堵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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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常发拥堵占比—2020年2季度各城市市区内以一定频率出现严重拥堵的路段占比；

以上数据采用各城市2020年2季度工作日通勤高峰期间（包含早高峰：7:00-9:00，晚高峰：17:00-19:00）数据计算。

 一线城市中排名最高的为广州，最低为北京；新一线城市中排名最高为杭州，最低为重庆；二线城市中排名最高为贵阳，最低为烟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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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线城市中排名最高的为深圳，最低为北京；新一线城市中排名最高为重庆，最低为佛山；二线城市中排名最高为大连，最低为台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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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交通五维特征画像-时空拥堵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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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时空拥堵指数—从时空维度来表征路网的拥堵状况，指标值越大，代表路网拥堵持续时间越长，拥堵覆盖范围越广；

以上数据采用各城市2020年2季度工作日通勤高峰期间（包含早高峰：7:00-9:00，晚高峰：17:00-19:00）数据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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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交通五维特征画像-时空拥堵指数

深 圳 重 庆 大 连

 从时空拥堵指数的角度来看，2020年第2季度工作日通勤高峰期间，一线城市中深圳最为拥堵，新一线城市中重庆最拥堵，二线城市中大连

最拥堵。

 第二季度大连加快推进多项交通运输重点工程复工，包括旅顺中部通道、大连北站交通综合枢纽、国省干线路面改造、农村公路大中修和重

点水运工程等建设项目。其中国省干线路面改造130公里、农村公路大中修400公里。（资料来源：凤凰网辽宁频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