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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互联网时代的交通 

移动互联网解除了对网络接入端
的束缚，尤其适合交通领域。 

已经形成大量应用，涉及行业：
长途出行、长途货运、城市货运、
停车、导航、租车、合乘、车辆保
养、打车等。 

以百度手机助手为例： 

• 交通服务类APP达719款 

• 下载量过百万的交通APP99款 

• 累计下载>12亿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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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约租车 —互联网+交通的“前锋” 

典型代表： 

面向司机和乘客的双向补贴下，网络约租车发展迅速 

来源：清华大学媒介调查实验室， 
《打车软件经济与社会影响调研报告》 

来源：滴滴媒体研究院，等 
《中国智能出行2015年大数据报告》 



论文研究思路 

 网络约租车受到广泛关注，褒贬不一 

 交研中心，本文： 

 关注：城市交通体系结构、城市道路资源分配和利用效率 

 资源：多年持续的路网监测数据、北京市的交通调查数据 

论文研究思路 

网络约租车出行方式对道路
资源的占用 网络约租车乘客

的问卷调查

网络约租车在交通体系
中的定位

网络约租车带来的出
行方式转移

网络约租车对城市交
通的影响

路网运行监测数
据对比分析

路网运行状态变化

理论 实际



网络约租车的形式 

专车 

快车 

顺风车（拼车） 

…… 

网约出租车 

租车 
定制班车 

本文研究对象： 

• 专车、快车、顺风车（不区分合乘模式和非合乘模式） 

专车 

• 2014年7月推出 

• 定位为中高端出行服务 

快车 

• 2015年4月推出 

• 相比专车，加入门槛低，服务价格低 

顺风车 

• 2015年6月后，加速发展 

• 私家车顺路载客，鼓励顺路合乘 



网络约租车与传统出租车的异同 

以小汽车为
出行工具 

（门到门）
载客服务 

同 
服务形成方
式（叫车） 

运输工具和
司机的来源
和管理方式 

异 

用户体验 

企业管理成本
和效率 

对道路资源的占
用和使用效率 



出租车对道路资源占用高、使用效率低 

 与公共交通相比 

出租车人均占用道路面积是公共交通(载客35人，中等服务水平)的

10.5倍（来源：王炜等，《城市公共交通系统规划方法与管理技术》） 

 与私人小汽车相比 

出租车承载率（载客1.50人/车次，考虑空驶里程为0.99人/车次）低

于私人小汽车（1.24人/车次，含司机） 

出租车使用强度(频次)高于私人小汽车，对交通运行的影响更大。 

北京，2014年，出租车日均行驶里程是私人小汽车的6.7倍；出租车总量

仅占全市机动车保有量的1.2%，在城市道路机动车交通量中比例达12.4%

，早晚高峰时段高达18.4%。 

（来源：北京交通发展研究中心《2015年北京市交通发展年度报告》） 

 

http://www.sn.xinhua.org 



出租车在城市交通体系中的定位 

 出租车在城市交通系统中一直扮演着“辅助的社会化出行服务”的角

色而非主要出行方式，在城市交通出行结构中的占比一般不超过10%。 

北京市历年交通出行方式（不含步行）构成 



网络约租车在城市交通体系中的定位 

 网络约租车对道路资源的占用等同于出租车，属于非集约化的小汽

车出行方式 

 网络约租车在城市交通体系中的定位应当是“服务于特定人群或特

定出行需求的特殊出行”（来源，汪光焘演讲） 

 网络约租车规模应当在与城市规模、功能布局特征相适配的前提下

适度发展 

 

出行结构 公共交通为主 以小汽车为主 

小结 



网络约租车对出行方式转移的影响 

 方法：微信问卷调查，面向北京市出行者 

 调查时间：前后两次调查 

问卷调查方法和样本量 

2015年7月, 
4000份问卷 

2015年11月， 
4000份问卷 

• 补贴力度较大 

• 专车发展达10个月，

快车和顺风车新推出 

• “尝鲜”心态重 

• 补贴力度很小 

• 专车、快车和顺风车

均区域稳定 



网络约租车对出行方式转移的影响 

1）删除无效问卷 

 前后回答矛盾 

 回答问卷时间过短 

 相同IP回答 

2）剔除网络约租车专职司机问卷 

样本有效性筛选 

第一次调查 第二次调查 

收回问卷数 4000份 4000份 

有效问卷数 3498份 3705份 

  调查样本日常出行方
式与全市出行结构对比基
本一致 



网络约租车对出行方式转移的影响 

根据微信用户特点，扩样算法考虑三个因素： 

 手机网民（微信用户）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关系 

 不同年龄段人口在全市人口（出行人口）中的比例关系 

 扩样后样本的传统出行结构与全市出行结构一致 

 注：传统出行方式是指被调查者2014年的日常出行方式 

出行量测算方法 



网络约租车对出行方式转移的影响 

 随着补贴额度的减少，专车使用人数减少，快车和顺风车使用人数增多

；补贴活动（经济杠杆）具有“诱增”作用，尤其在初始发展阶段 

 网络约租车总乘客数不减反增，网络约租车用户群体或“乘客量”趋于

稳定，在出行结构中的占比趋于稳定 

71% 

29% 



网络约租车对出行方式转移的影响 

 北京市网络约租车工作日出行量接近352.6万人次，占六环内总出行量

（不含步行）的11% 

 网络约租车出行量的49.7%来自公共交通 

 出租汽车行业的38%出行量被吸引到网络约租车。 



网络约租车对出行方式转移的影响 

 专车对出租车、私人汽车出行者的吸引力更高 

 快车对公交车、出租车出行者的吸引力更高 

 顺风车对公交、步行及自行车出行者的吸引力更高 



网络约租车对出行方式转移的影响 

网约车方式 

原始出行方式 

步行及

自行车 

公共交

通 
出租汽车 

私人小

汽车 
其他 

专车 增 增 不变 不变 

忽略 

快车 增 增 不变 不变 

顺风车 不变 不变 减 减 

顺风车接乘客

增加的出行 
折增 折增 折增 折增 

注：1、出行量折算为车次，按照次均1.5人折算 
    2、假设顺风车接送乘客需要额外绕行2公里，根据北京
市次均出行距离，6次顺风车出行等同于1次小汽车出行。 

网络约租车相比传统出行方式的小汽车出行
量增减关系（车次） 

 快车对小汽车出行量的增加作用最大。 

 顺风车能够减少小汽车出行总量。 

 



网络约租车对出行方式转移的影响 

 网络约租车增加小汽车日出行约33.0万车次。 

 按单车每日出行率2.43车次计算，考虑尾号限行，相当于增加16.9万辆

小汽车。（北京市2015年小客车配置指标为15万，网络约租车导致的小汽车出

行量增减相当于北京市小客车配置指标提速了一年） 

 

需求管
理政策 

部分抵消了需求管理
政策的作用 

小结 



网络约租车对城市交通运行的影响 

 交通指数：综合反映道路交通运行状况的评价指标 

 北京市从2008年持续跟踪监测 

监测数据 



多源数据的验证 

工作日地面公交客运量降幅较为明显，降幅12%； 

轨道客运量降幅较小，降幅3%。 

2015年5月相比2014年5月，单车日均运次减少2.2车次（降

幅10%），运营里程减少5.5% 

从北京中石化统计的汽油销量来看，2015年

上半年汽油销量同比增长10.9% 



多源数据的验证 

来源：高德地图《2015Q2中国主要城市交通分析报告》 

 高德数据显示相同特征 



网络约租车对城市交通运行的影响 

 北京市2014-2015年，人口增长1.7%、机动车保有量增长2.7%，处于近

年常规水平；也并未出现长时间持续的异常天气。 

 路网交通指数的增幅明显超出往年。 

 网络约租车快速发展及其所带来的出行结构改变是目前可见的主要变

化因素，其对交通运行的影响不可回避。 

 

小结 



结论 

 网络约租车为居民出行提供一种便捷的出行服务 

 网络约租车没有改变非集约化运输特性；网络约租车的发展规模必须

适当发展，尤其是道路资源供需矛盾突出的大城市。不能简单地以“

共享经济”名义，一味鼓励发展；鼓励闲置车辆使用的策略与交通需

求控制政策背道而驰。 

 双向补贴活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市场供需关系，诱增了网络约租车出

行量，改变了城市交通出行结构，对城市交通运行造成影响。 

 影响程度：快车 > 专车 > 顺风车 

 网络互联网对减少私家车出行量的作用远小于对公共交通的吸引量 

 



后续和展望 

不足： 

 调查的样本量规模略小 

 网络约租车的发展变数很多，需要更长周期的持续观察 

 2015年底，“合乘模式”、“中心派单模式”等 

 

展望： 

 网络约租车是时代发展趋势，“堵不如疏” 

 引导： 

       1）规范运营，保证安全。 

       2）集约化运输，提高道路资源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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