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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交通调查是制定和实施交通政策的基石。日本非常重视调查统计工

作，从1967年广岛县启动第一次城市交通调查以来，截至2023年3月，共有65

个都市圈累计开展了148次城市交通调查，为推动城市交通规划与政策发展起到

了重要作用。为确保调查的规范性和科学性，日本国土交通省在2007年发布了

《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调查指南(案)》，指导城市持续推进交通调查工作。

近年来，在数字社会发展、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以下简称“新冠疫

情”)的影响下，居民出行活动发生了急剧变化，城市交通应对措施也由增量扩

张的设施规划向存量提升的综合施策转换，传统城市交通调查在应对复杂多样

问题时日渐显露出局限性。为了适应社会和技术的加速变化，2024年6月，日

本国土交通省发布了最新版《城市交通调查指南》 (以下简称《指南》 )，是以

2007年版指南为基础进行的一次全面系统修订。新版《指南》明确了日本城市

交通调查的改革方向，构建了适应数字社会的城市交通调查体系。通过解读日

本新版《指南》，希望为未来中国城市交通调查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参考。

日本城市交通调查面临的新形势日本城市交通调查面临的新形势

随着经济增长、互联网普及以及受新冠疫情的影响，日本城市交通及政策

需求发生了剧烈变化，新版《指南》描述了城市交通调查面临的三方面新形势。

1）数字社会发展使居民出行的“量”和“质”发生明显变化。

互联网的普及使人们足不出户也可以进行购物、社交、观影、学习、就诊等各种各样的活动。信息通信技术的

迅猛进步已经深度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显著改变了居民的生活方式和出行习惯。

“量”的方面，居民出行总量下降。日本全国城市交通特性调查显示，从2010年到2021年城市居民的外出率(即

某地区有出行者占居住人数的比例)和人均日出行次数大幅减少，而这两项指标在2010年以前的走势基本持平。在

东京都市圈的居民出行调查(以下简称“PT调查”)中也呈现出一致特征，2018年调查结果显示，相较2008年，尽管

都市圈的人口总数在增加，但出行总量减少了约1 100万次(约为2008年总出行量的13%)。

“质”的方面，居民出行活动更加丰富多样。新冠疫情的影响加快了日本全社会数字化发展的进程，线上购

物、在线学习等活动进一步渗透到居民生活方式中。日本总务省的《信息通信白皮书(2021年)》显示，近年来网络

消费、视频和音频的流媒体服务以及在线观光服务等均有明显增长。根据国土交通省《远程办公人口动态调查》，

雇佣型远程办公人员的比例从2019年的14.8%上升为2022年的26.1%。再者，从国土交通省实施的《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症影响下的生活行为调查》结果来看，与新冠疫情流行前相比，疫情后实施远程办公的人增多，居家工作的人

闲暇时间较长，更希望能够在附近公园、广场、户外空间等地方骑自行车或步行游玩，对城市公共空间的需求有所

提升。

2）进入成熟型社会，交通发展措施由设施建设转向综合施策。

政府推进城市交通发展的措施发生了改变。以往的城市交通规划是以人口增加和交通容量不足为背景，是以

“量”的扩大为目标的设施规划。但是随着日本进入成熟型社会，在人口减少、老龄化加速、公共投资余力减退等

背景下，城市发展目标更加多元，从过去单一价值取向的缓解交通拥堵，到现今通过解决城市的问题实现可持续发

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和社会福祉(well-being)；城市交通面临的问题更加复杂广泛，例如促进交通

公平、实现交通安全和碳中和、提高防灾能力等，因此在应对措施上，逐渐由以硬件设施建设为中心转向硬件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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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软件政策引导的综合施策。

传统的城市交通调查主要聚焦于交通设施需求与规模的研究，而在应对步行环境改善、公共交通重组、城市功

能引导等短期、多样化的课题时，其定量支撑能力略显不足。因此城市交通调查需要及时进行调整，以更好地应对

社会发展给城市交通带来的各种各样新课题。

3）大数据和仿真技术加速发展，激发数据广泛融合与深度应用。

一方面，大数据极大丰富了与居民出行活动相关的数据源。随着信息通信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ICT)的广泛应用，能够精准捕捉个体位置信息的大数据应运而生。特别是，智能手机、手表及平板电脑

等个人设备生成的位置数据正被广泛利用，同时车辆GPS定位系统及交通 IC卡记录也为研究交通问题提供了丰富的

移动位置信息，进一步增强了数据的多样性。

另一方面，与人的移动相关的城市仿真技术和可视化技术取得了很大进展，通过叠加三维城市模型、公共交通

数据信息(General Transit Feed Specification, GTFS-JP①)等，扩展了数据应用的可能性，极大提升了数据挖掘能力。

新版新版《《指南指南》》66个方面改进个方面改进

新版《指南》分为导入篇、调查篇和活用篇三部分，其中，导入篇主要介绍了近年来城市交通调查进展，说明

城市交通调查的必要性、有效性等；调查篇围绕居民出行调查，详细介绍调查体系的构建，调查设计、调查准备和

实施、数据的处理和集计结果公开等内容；活用篇则讨论在规划制定和对策研究中如何灵活利用PT调查数据及其

他数据。总体来看，新版《指南》在以下6个方面进行了改进。

1）重新审视调查的目的与意义。

城市交通调查的根本是为解决交通问题而服务。城市交通发展的问题、目标、举措不断演进，需要重新审视城

市交通调查的目的和意义。新版《指南》将城市交通调查重新定义为包括应对广泛的城市课题在内，对交通实际情

况进行把握、分析，以提出对策和各种措施的综合性研究。即不仅要为设施完善提供定量依据，更重要的是能够更

加精准地仿真和评估不同政策的影响，为应对各种新课题提供决策支撑。

2）建立“标准+定制”的调查体系。

新版《指南》指出，因不同都市圈情形各异，重要的是一边参考新版《指南》，一边设计符合都市圈自身研究

需求的调查。日本全国开展过PT调查的都市圈一共65个，主要包括3大都市圈(东京、近畿、中京)、4个地方中枢

都市圈(道央、仙台、广岛和北九州)、45个地方中核都市圈和13个地方中心都市圈。其中，地方中核都市圈的人口

约30万人以上，地方中心都市圈的人口仅为10万人以上，在人口规模上就差异巨大。

新版《指南》既要兼顾标准化，又要确保各都市圈交通调查的自由度，搭建了必选项与自由项相结合的调查体

系。其中，居民出行特征属于必选项，由新版《指南》给出标准化方法、流程等，确保不同都市圈之间的数据可以

进行横向对比，为促进数据的交互共享奠定基础；为有助于针对特定问题展开研究，自由项部分由各都市圈根据自

身需求追加调查项，新版《指南》针对主要问题场景给出推荐性调查内容，供各都市圈参考(见图1)。

3）提出“活动·场所·移动”一体调查理念。

随着线上活动的普及，在家或移动中都可以进行活动，例如在家办公，乘坐地铁时办公，乘坐地铁时通过手机

进行购物活动，等等。仅仅捕捉移动(即人的出行)，很难掌握居民生活的实际状态。新版《指南》提出了“活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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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调查项目的必选项和自由项

Fig.1 Mandatory and optional items for research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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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移动”一体调查理念，认为调查设计要从把握“移动”转向把握“活动”，研究能够一体把握活动目的、场所和

移动的关系的调查技术。例如将调查“出行目的”变更为“停留场所的活动”，同时记录活动内容和活动时间，以

及是否有线上活动等。值得注意的是，新版《指南》中对这一新理念展开了探讨，尽管认为把握“活动”的调查具

有很强的必要性和意义，但是鉴于方法尚未成熟，仍需要在实际城市试行调查来确定，因此，新版《指南》中并未

发布用于把握活动的通用调查设计内容。

4）关注基于移动模型的仿真技术应用。

关于调查数据分析方法，在实践中应用成熟的是四阶段模型，此外还有基于活动的模型 (Activity-Based

Model)。新版《指南》指出，尽管日本学界对基于活动的模型研究丰富，但实践应用较少。四阶段法作为一种集计

模型，主要适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的研究，随着居民活动越来越个性丰富，四阶段法对实际刻画不够精确的局限

性逐渐显现。而基于活动模型的模拟技术关注个体活动，更契合“活动·场所·移动”一体调查理念，能够考虑个体

差异对城市整体特征的影响，使模型得以更加精准评估交通措施，细化交通需求管理。因此，新版《指南》建议将

基于活动模型的仿真技术作为现状推演、未来预测以及措施评价的一项新选择。此外，还有多种仿真技术，例如步

行活动仿真、疏散仿真等，各都市圈想要解决的问题各异，每种仿真技术也不是万能的，应当根据各都市圈的政策

评价需求，灵活选用必要的仿真技术。

5）探讨大数据利用与传统居民出行调查的关系。

在大数据时代的浪潮之下，大数据可否替代PT调查的争论不绝于耳。新版《指南》对如何认识大数据与传统

PT调查的关系做了专门讨论。总结了日本当前可以获取的各类大数据的数据源及其属性、特征，指出大数据与PT

调查数据各具优势：居民出行调查可以综合居民个人特征和出行目的与出行方式之间的关系，获得全面完整的出行

特征；而大数据既有数据量大、时间序列性强且能即时捕捉信息的特点，也存在属性不够丰富、难以刻画出行活动

的内在机理等缺陷。因此，在数据利用中既要正视传统居民出行调查的价值，也要充分利用好大数据的优势，探索

两类数据的聚合应用。

6）搭建开放式平台促进数据的使用。

新版《指南》还总结了以往调查在数据使用环境方面存在的壁垒，例如调查结果由各都市圈自行管理，数据公

布方式因各都市圈而异，不利于进行不同都市圈居民出行特征的横向对比，等等。为了提高数据的使用效率，国土

交通省搭建了开放式城市交通调查平台，支持线上简易分析和可视化。同时，平台提供调查结果使用的案例集，就

“数据可以用于解决哪些问题”进行普及和宣传，以提升各方对数据应用的认知。

笔者感悟笔者感悟

应时而变。社会环境变化，人的需求改变，形势的转移，技术的迭代革新，都构成了城市交通规划技术改革向

前的动力。要抓住事物的源头，从核心环节入手。交通调查工作是城市交通发展的根基，如何建立与数字社会相适

应的城市交通调查体系已成为当下亟须讨论的问题。

处理好标准与特色的关系。“千城千面”决定了城市交通问题的复杂性和特殊性，每个城市适宜采取的措施，

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方式都有很大差别。制定城市交通调查指南既要提供标准化的方法，又要兼具差异性。日本

新版《指南》中采用“必选项+自由项”的调查体系设计，不仅提高了新版《指南》使用的弹性，而且起到了合理

划分中央与地方工作重点的作用。中央层面通过规范必选项调查内容，有利于推进都市圈之间数据的横向对比，从

而发挥中央对全局工作的指导作用。

“工夫在诗外”。在信息技术创新和全球化发展的今天，城市交通调查技术方法取得了很大进展，关于大数据、

仿真技术的讨论在中国早有共识，少数一线城市的调查理念和实践也都处于领先位置。但是如何周期性地开展城市

交通调查，以及如何利用好调查数据发挥最大数据价值，这些工作的重要性较调查技术本身而言，有过之而无不

及。城市交通调查的制度化开展、标准化实施和开放共享等方面，仍有许多要补的功课。例如数据开放共享的首要

前提是数据安全，这需要从法律、制度、技术等维度协同推进，共同创建良好的数据使用环境。

注释：

Notes:

① GTFS-JP是基于国际通用的公共交通数据格式“GTFS”，结合日本实际扩展的公共交通数据集。

收稿日期：2024-08-23

作者简介：赵莉 (1983— )，女，河北易县人，博士，高级工程师，研究方向为物流规划与政策研究，电子邮箱

86583733@qq.com。
1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