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  娜         上海市城乡建设和交通发展研究院       2015年10月29日 



一、调查基本情况介绍 

二、新技术和新方法实践 

三、几点思考 



一、调查基本情况介绍 

二、新技术和新方法实践 

三、几点思考 



背 景 

 已经形成五年一次综合

大调查，每年一次小样

本调查的成熟机制。 

 

 

 自2009年以来城市规模、

综合交通供需情况发生

较大变化，急需掌握综

合交通需求变化的趋势

和特征。 

专业 



（一）调查内容 



共37个成员单位参与实施，共动用调查管理和实施人

员近3万人。 

调查对象涉及7.5万户家庭、17.9万人，6.5万名汽车驾驶员、

11个对外交通枢纽、83多个轨道站点、 

90条公交线路和130多个路口等 

回收25万份调查表格和问卷，获得55G的数据 

（二）调查实施情况 

第一阶段：
2013.05-2013.10 

调查技术 

方案设计 

第二阶段：

2013.11-2014.08 

调查实施 

方案制定 

第三阶段：

2014.09-2014.10 

调查问询、 

登记 

第四阶段：
2014.11-2014.12 

数据校核分析 

第五阶段：
2015.1-2015.5 

形成调查成果 

人
工
调
查
实
施 



2.9万辆出租车 

更加注重交通大数据挖掘 



（三）调查成果 

（一）交通与用地 

（二）出行需求特征 

（三）对外交通运行情况 

（四）公共交通和出租车运行特征 

（五）道路交通运行特征 

（六）停放车情况 

（七）货运交通运行情况 

（八）交通能耗和排放情况 

八方面的成果 
（一）对外交通总体规模扩大，辐射能力进一步加强 

（二）居民出行总量持续增长，出行活动日趋多样化 

  …… 

（九）生产性货运逐步外迁，生活性货运需求增长迅速 

（十）交通能耗刚性增长，交通减排压力大 

近五年交通发展十大基本趋势 

（一）关于交通和用地发展的问题 

（二）关于公共客运问题 

（三）关于道路交通问题 

（四）关于停车问题 

（五）关于道路货运问题 

（六）关于绿色交通发展问题 

综合交通发展六方面十五条建议 



一、调查基本情况介绍 

二、新技术和新方法实践 

三、几点思考 



道路货运场站布局 

（一）调查方案设计技术 

1.项目设计  注重调查项目的全面性，能够反映各类城市交通系统状况，与第四次

调查相比，加强了对道路货运设施、集体班车等方面的调查。 

22个品牌快递企业分拨中心及网点分布 



22. 道路流量和载客人数调查 
23. 轨道客流特征调查 
24. 公共汽电车客流调查 

综合性调查渠道 

11. 停车设施普查 
12. 道路货运场站和堆场普查 
13. 居民出行调查 
14. 流动人口出行特征调查 
15. 对外枢纽客流问询调查 
16. 典型用地吸引特征调查 
17. 小客车使用调查 
18. 货运车辆出行特征调查 
19. 集体班车出行特征调查 
20. 出租车出行特征调查 
21. 典型用地停车特征调查 

人工实施调查 

1. 社会经济、基础设施调查 
2. 人口和就业岗位调查 
3. 交通环境调查 

统计资料收集 

4. 道路车速调查 
5. 基于综合交通信息平台数据挖掘 
6. 基于遥感的交通相关用地调查 
7. 基于手机信息的出行特征调查 
8. 基于牌照识别的车辆出行特征调查 
9. 基于GPS的车辆出行特征调查 
10. 基于交通卡的交通特征调查 

交通信息挖掘 

 注重调查渠道的多元化，通过资料收集、交通信息挖掘和人工实施等手段，充

分利用交通管理统计数据和交通信息资源 



人员出行 
特征指标 

车辆出行 
特征指标 

1. 居民出行调查 

12.道路流量和载客人数
调查 

15.轨道客流特征调查 

13.公共汽电车客流调查 

14.基于交通卡的交通特
征调查 

系统 
 

运行 

2.对外枢纽客流问询调查 

5.基于牌照识别的 
车辆出行特征调查 

4.基于手机信息的 
出行特征调查 

3.流动人口出行特征调查 

6.基于GPS的 
车辆出行特征调查 

7.小客车使用调查 

8.集体班车出行特征调查 

9.出租车出行特征调查 

专项 
 

出行 

10.人口和就业岗位调查 
11.基于遥感的交通相关

用地调查 

用地  人口 

 注重调查项目的关联性，能够对调查关键指标进行多角度的比对分析 



• 增加郊区建成区的样本规模 
• 聚焦小客车购买和牌照意愿 
• 增加出行成本指标 

居民出行调查 

货车出行调查 

停车设施调查 

小客车出行特征
调查 

交通环境调查 

 更加注重调查内容的针对性，聚焦当前交通重点和热点问题。 

不同家庭新增车辆意愿 

全市各分区停车位规模和构成情况 

不同方式通勤出行的出行成本对比 

• 增加快递物流设施和车辆出
行特征调查 

• 非居类建筑设施和需求普查 
• 路内停车的设施和需求普查 

• 常驻上海外牌车规模和分布 
• 小客车出行特征 

• 重点调查各行业交通能耗 
• 机动车排放之外，关注船舶

排放 

第四次和第五次抽样样本分布 



2.数据采集 

    首次采用PDA调查，在调查现场即可完成数据录入工作，无需后期再进行人

工录入工作，并通过PDA预先设定程序对调查信息完整性、出行次序的时空轨迹

逻辑性、地址准确性等进行当场检查，极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和调查质量。 

 PDA录入技术 

调查PDA手持终端 调查PDA的数据录入流程 



 调查地址坐标精确定位技术 

    调查地址录入和定位首次对接公共导航地图云技术，在调查PDA内存入导航地址库，

保证了调查地址在导航地图上进行坐标精确定位，成功率超过99%，极大提高了调查地址

的准确性。 

调查地址导航地图坐标定位实例图 

地址类型 门牌号 交叉口 特殊点 

输入实例 铜仁路 331 号 铜仁路近北京西路 人民公园 

输出坐标 
121.45575344336, 

31.23383064968 

121.45565930094, 

31.23441847298 

121.47802144882, 

31.238873227509 

输出坐标

所在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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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第四次综合交通调查交通小区 2014年第五次综合交通调查交通小区 

    由于调查出行记录采用精确定位技术，因此交通小区主要作为调查成果的最小统计

分析单元。按照中心城周边地区及新城深入研究要求，全市划分为约4000个交通小区，

较上一次调查增加了3倍。 



（二）抽样调查样本选取和扩样技术 

1.居民出行调查抽样和扩样技术 

 居民出行调查样本规模 

1、单一指标样本
量估算公式 

2、调查指标体系
设计 

3、样本总规模 
估算 

n为某一指标的样本量，p为选
择该指标的概率，q为未选择
的概率，e为最大允许误差 

n =
4𝑝 ∙ 𝑞

𝑒2
 

• 4个区域 
• 8组年龄 
• 2种目的 
• 4个时段 
• 10种方式 

    最大允许误差设定为±5%，并分

析上海交通方式分担率实际范围对应

的样本出行条数，再考虑户均人数和

平均出行率范围，最终设定样本户数。 

样本规模理论估算过程 

     综合理论技术测算、国内外经验借鉴、上海历次调查经验、以及调查实施可操作性，

最终样本规模设定为7.5万户，抽样率约0.9%。较上一次增加1.5万户。 



居民出行调查的抽样居（村）委会分布 

   综合考虑抽样科学性和可操作性，采用三阶段抽样法，中心城周边地区、新城及新市

镇等本次调查重点关注地区的抽样率较上一次提高1倍左右。 

居民出行调查抽样流程 

 居民出行调查抽样方案 



 居民出行调查扩样过程 

扩样对象 

1. 户籍常住人口 

2. 外来常住人口（社区） 

扩样系数 

1. 街道（乡镇、开发区） 

2. 年龄 

母体人口 

1. 2010年普查人口库 

2. 2013年统计人口库 

扩样思路 

扩样过程 

① 一次扩样：按照2010年六普人口资料，进行“人

口类型（2种）×街道分布（229个）×年龄结构

（9组）”交叉扩样，共计4122个扩样系数； 

② 二次扩样：按照2013年统计人口资料，进行“人

口类型（2种） ×区县分布（17个）”交叉扩样，

共计34个扩样系数； 

③ 三次扩样：按照2013年统计人口资料，进行“人

口类型（2种） ×年龄结构（3组）”交叉扩样，

共计6个扩样系数； 

④ 全程扩样系数共计84万个：一次扩样系数× 二次

扩样系数× 三次扩样系数 
一次扩样街道平均扩样系数 

常住人口区县分布的二次扩样与
一次扩样比较 

按照户籍常住人口、外来常住人口（社区）等2种人口类型，以“街道×年龄”

为基本扩样系数进行三次扩样。 



2.小客车使用调查抽样和扩样技术 

抽样方法： 

随机性：在各机动车检测站开展调查，利用每日参加

机动车检测小客车的随机性来保障样本的随机性。 

均衡性：调查基本覆盖全市所有社会机动车检测站，

共51个，调查时间共持续2个月，以保证调查样本的均

衡性。 

代表性：共抽取样本3万户，包括各类号牌的小客车，

抽样率约为1%。 

扩样方法： 

（1）将调查获得的样本定位到市域范围内 

（2）分区域分号牌统计出行特征指标 

   3个区域：中心城区、近郊区、远郊区 

   3类号牌：市区号牌、郊区号牌、外省市号牌 

（3）按照母体情况进行扩样 

各检测站的样本量 

获得调查样本的分布 



3.货车出行调查抽样和扩样技术 

货车出行调查抽样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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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货车 中型货车 大型货车 重型货车母体与抽样率： 

以经上海市交通运输管理处授权并颁发营

运许可证的普通货运车辆为母体，普通货

车抽样率10%，集装箱车辆抽样率8%，抽样

率的确定综合上次调查抽样率、可实施性、

经费限制确定。 

抽样： 

抽样采取分层设计、整群抽样的方法，

通过分层设计控制样本分布，通过整群

抽样确保调查科学性和可操作性的结合，

共调查普通货车15000辆，集装箱车辆

2000辆，被调查企业220家。 

扩样：以吨位层、区县层扩样。 



4.公共汽电车客流调查抽样和扩样技术 

 公交线路抽样：主要关注27条不同区域客流走廊，并保持调查延续性，最终样本规模设

定为90条公交线路，抽样率约7%，抽样线路所承担的客运量，占到客运总量的18%。 

 90条线路高峰发车间隔均在10分钟以内，全部采取班次50%抽样的调查方法 

90条抽样线路分布图 

2014年地面公交客流分布 



（三）交通信息挖掘技术 

1、用地信息 

2、手机信令 

3、车牌识别 

4、车辆GPS 

5、交通一卡通 

6、道路信息 

1.城市用地 

2.调查期实有人口 

3.小客车实有量 

1.出租汽车出行特征 

2.货运车辆出行特征 

3.进出市境车辆出行特征 

1.区域间人员出行 

2.外来人员住宿特征 
1.道路断面流量及车速 

2.轨道客流进出站及换乘特征 

3.公共交通方式间客流换乘特征 

4.潮汐交通特征 

交通信息数据资源 

充分利用现有信息数据资源进行交通特征挖掘，是对人工调查的辅助、补充和校核。 



1.用地信息 

解译获得全市23万个分析单元用地信息，是城市用地调查的主要方法。 

• 数据来源：城市信息中心 

高分辨率航空遥感用地（解译） 

房屋建筑（统计） 

• 数据来源：房屋土地资源信息中心、测绘建筑 

 全市分类建筑量分布 
•13类建筑的建筑总量，空间布局及每个
分析单元的用地开发强度。 

 全市分类用地分布 

•28类用地类型的面积总量及空间布局 

2013全市居住建筑密度 2013年全市非居建筑密度 



1、地下轨道车站
客流换乘特征分
析技术 

•利用地下轨道线路
与移动通信LAC区、
地下轨道车站与基
站的唯一对应关系
进行路径识别 

2、校核线手机客
流穿越特征分析
技术 

•将移动通信网络的
出行轨迹映射至道
路网络，并在校核
线周边设置100-
500米的缓冲区过
滤信号漂移产生的
影响 

3、手机用户昼夜
分布分析技术 

•跟踪一段时期手机
数据，按出现天数
比例判定分析对象，
并按累计停留时间
最长为原则判断用
户的夜间 、白天
固定地分布 

2.手机信息 

日均1800万移动通信用户的信令数据，辅助校核人口分布、出行分布等人工调查。 

• 数据来源：由市交通

信息中心协调获取

2011年-2014年移动

手机信令数据 

• 基站分布：全市约6

万个基站，中心城平

均半径约130米，郊

区平均半径约360米 

• 采样原理：短信、通

话、LAC区切换或每

隔1-2小时定时与基

站通讯的信令数据 

基于移动通信用户电子脚印的 

早高峰进出内环手机用户数 

进：出＝1.7 ：1 



3.车牌识别信息 

• 数据来源：市交通信息中心协调获取

市交警2012年-2014年车牌识别数据 

• 数据内容：车辆号牌、号牌颜色、途

径时间、途径车速、车辆属地及设备

断面编号等 

 

  42个市境道口、343个中心城快速路断面和14个越江桥隧车牌识别数据，辅

助校核小客车实有量、车辆出行分布等人工调查。 

基于车牌数据的车辆行驶路径识
别技术 

•筛选问题车牌：车牌至少有一位被错误
识别的概率为6%-12%； 

•误识别车牌校正：按断面相近，路径可
循，采集时间差合理为原则进行车牌数
据校正 

•出行链整理：与线圈数据，收费数据相
比对，整理路径信息 

基于停留时间的长期在沪使用外
牌车辆识别技术 

•累计停留时间：超过180天 

•单次来沪平均停留时间：超过5天 



4.车辆GPS信息 

  2.9万辆出租车，1万辆货车GPS信息，是调查中心城地面道路车速的主要途

径，是辅助校核出租车、货运车辆出行特征的主要手段。 

出租车轨迹图 

货车轨迹图 

• 数据预处理 

• 地图匹配 

• 出行路径推算 

• 路段行程车速计算 

基于出租车GPS信息的路
段行程车速分析技术 

基于货车GPS信息的出
行路径选择分析技术 

集卡交通量分布 

中心城快速路早高峰行程车速 

地面主次干道早高峰行程车速 



（四）综合校核和分析技术 

1.校核分析思路 

综合校核和分析技术路线 

   以交通出行调查扩样数据为基础，利用相关的交通管理统计数据、交通信息挖

掘数据和辅助专项调查数据，对关键调查指标进行综合比对和校核，并借助交通

模型技术平台进行模拟分析。 



例如：小客车出行特征校核分析技术 

 外省市号牌小客车规模和分布——多源数据的融合 

 数据来源1：在沪购买交通强制险记录 

 数据来源2：全市夜间停车调查（含本市注册小客车数据库） 

 数据来源3：市境道口和快速路的车辆牌照识别数据 

 数据来源4：机动车年检数据 

在上海买保险 在上海参加年检 夜间停放在上海 经常在上海使用 

交强险 
停车 

调查 

车牌 

识别 
年检站 

校核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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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城市实有小客车年均增幅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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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区牌        10万/年 
沪C牌         10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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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客车出行特征 

基于多源数据，采用比对分析和模型模拟等方法，对出车率、出行率和载客人次等关键指标进行校核分析。 

多种来源的小客车出行特征校核 

数据 
来源 

居民出行 
调查 

年检站小
客调查 

载客人次调查 历年趋势 
校核结果 
（工作日） 

地面调
查 

高架调
查 

道口
调查 

2004 2009 

方 
法 
介 
绍 

数据扩样后，计算如
下指标 
 出车率：有出行小

客车/总小客车数 
 出行车出行率：小

客车出行总车次/
有出行小客车的总
量 

 载客人次：驾车出
行的同行人数*出
行量/出行量 

选取20
个地面
道路调
查加权
平均值 

沪闵高架、
南北高架、
内环高架、
延安高架、
逸仙高架
以及中环
高架的下
匝道调查
加权平均
平均值 

朱桥、
安亭、
S26、
汾湖、
S32、
枫泾、
金山卫
等7个
道口的
加权平
均值 

第三
次调
查校
核值 

第四
次调
查校
核值 

综合比对各
种来源的数
据，结合历
年的趋势，
确定最终的
校核结果。 

出车率 0.72 0.834 --  ---  --- 0.902 0.9 0.83 

出行车
出行率 

2.26 2.53 --  ---  --- 2.75 2.7 2.64 

载客人
次 

1.41 1.589 1.413 1.489 2.21 2.3 1.76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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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调查基本情况介绍 

二、新技术和新方法实践 

三、几点思考 



1. 对新途径新方法要进行试调查的重要性 

对本次新增或采用新方法的调查项目开展了试调查，验证调查实施方案

的可行性。组织开展了PDA入户调查、小客车出行特征、公交客流抽样

比例、货运场站普查、非居住停车和路内停车普查等9项试调查。 

2. 采用PDA进行居民入户调查，对前期准备工作要求高 

3. 交通大数据挖掘是增加调查的准确度和精细化的重要趋

势，但目前尚无法取代问询调查。 

PDA的优点在于在调查录入过程中，实时进行逻辑审核，避免人为错

误，同时调查进度和数据可在调查中实时查看，做到过程控制。缺点是

对调查人员素质和培训、录入软件、数据平台等要求高。 

目前交通大数据比较热门的领域，如手机信令数据挖掘、车牌识别数据挖

掘、GPS数据挖掘、公交一卡通数据挖掘等，对居民入户调查数据提供了越来

越丰富的校核数据，但是入户问询调查仍是综合交通的核心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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