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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交通综合调查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城市交通综合调查的基本要求、调查准备、调查方案设计、调查实施、数据分析、成

果编制和存档发布。 

本标准适用于城市交通综合调查。 

2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2.1  

城市交通综合调查 urban transport comprehensive survey 
为获得城市交通需求、供给和运行的特征及规律，对人、物的移动状况和车辆停放状况等开展的调

查。 

2.2  

出行 trip 
为了一个明确目的，移动距离超过300米或步行时间5分钟以上，并占用交通资源的活动。 

2.3  

出行段 trip leg 
一次出行中，按照交通工具变化所划分的若干段。 

2.4  

出行方式 travel mode 
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采用的方式，包括步行或采用其他交通工具。 

2.5  

主要出行方式 main travel mode 
一次出行采用多种交通方式时距离最长的交通方式。 

2.6  

出入境调查 cordon line traffic volume survey 

对进出城市边界的交通量开展的调查。 

2.7  

漏报率 under-report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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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出行调查中，漏报、忘报、错报的出行次数占总出行次数的比值。 

3 基本要求 

3.1 调查原则 

城市交通综合调查应遵循客观真实、流程规范、技术先进及资源节约的调查原则。 

3.2 调查目标 

城市交通综合调查应通过收集城市和交通的相关基础资料，调查采集各类人口、车辆出行特征数据，

分析城市交通出行规律，为制定城市交通发展战略、编制规划以及交通管理等工作提供数据支持。 

3.3 调查范围 

城市交通综合调查范围应包括北京市行政边界以内的区域，可根据实际需要扩大到对北京城市交通

影响显著的区域。 

3.4 调查对象 

城市交通综合调查对象应包括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各类车辆和交通基础设施。 

3.5 调查项目设置 

3.5.1 城市交通综合调查应分为核心调查和辅助调查。 

3.5.2 核心调查应包括居民出行调查、流动人口出行调查、核查线调查和出入境调查。 

3.5.3 辅助调查应包括公共交通调查、出租车调查、客流吸引点调查、停车调查和货运调查。 

3.6 调查时间和周期 

3.6.1 城市交通综合调查周期应与人口普查和经济普查的开展周期相对应。 

3.6.2 城市交通综合调查应结合五年城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制定开展，宜在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规划制定的前一年实施。 

3.6.3 核心调查应在一个周期内开展多次小样本的特征调查，辅助调查宜结合城市交通发展需求适时

开展。 

3.7 调查流程 

3.7.1 城市交通综合调查流程应包括设置调查目标、调查准备工作、调查方案设计、预调查、正式调

查、数据录入、样本数据分析、数据加权扩样、数据综合调校、成果编制和成果存档发布等步骤。 

3.7.2 调查流程应符合附录 A的规定。 

4 调查准备 

4.1 准备工作内容 

调查准备工作应包括交通小区划分、道路核查线划定、基础资料调研和收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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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交通小区划分 

4.2.1 交通小区的划分应综合考虑城市规划的功能分区、街区分区、组团分区和国土资源的空间分区。 

4.2.2 交通小区的划分应与人口、就业等普查小区边界相协调。 

4.2.3 交通小区划分应保持延续性，如需调整宜基于既有交通小区细化。 

4.2.4 中心城范围的交通小区面积应小于 2平方公里，其他地区可适当扩大。 

4.3 道路核查线划定 

4.3.1 道路核查线划定应满足城市交通调查数据分析和综合调校的要求。 

4.3.2 道路核查线应结合铁路、河流、山体、高速公路和城市快速路划定。 

4.4 基础资料调研和收集 

4.4.1 城市交通综合调查应收集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土地利用、交通基础设施等基础资料，数据来源

应准确可靠。 

4.4.2 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数据应包括调查年人口、就业、教育、医疗、机动车保有量、经济发展等总

量及分布，宜细化到居（村）委会。 

4.4.3 城市土地利用数据应包括调查年和规划年的土地性质和强度数据，宜细化到控制性详细规划层

级。 

4.4.4 交通基础设施数据应包括道路设施、公共交通系统（线路、站点、场站）、综合枢纽（机场、

火车站、公路客运站）、停车设施、货运场站等。 

4.4.5 公共交通运营数据应包括线路配车数、车辆额定载客人数、行车计划表、卫星定位数据、刷卡

数据和票务数据等。 

4.4.6 出租车运营数据应包括出租车总量、单双班车数量、卫星定位数据和计价器数据等。 

4.4.7 综合枢纽运营数据应包括分时段航空、铁路、公路客运等方式到发车流量和客流量。 

4.4.8 停车场运营数据应包括刷卡数据和视频采集数据等。 

4.4.9 道路交通管理数据应包括公交专用道、潮汐车道、禁行道路、限行道路等设施数据及监测流量

数据。 

5 调查方案设计 

5.1 调查方案设计内容 

调查方案设计应包括调查内容、调查方式及抽样率等。 

5.2 调查内容 

5.2.1 居民出行调查应以出行段为单位收集全日出行信息，基本调查内容设计应符合附录 B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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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流动人口出行调查应包括流动人口的个人信息、在京驻留时间、到离京交通方式、一日出行信

息，基本调查内容设计参照居民出行调查。 

5.2.3 核查线调查和出入境调查宜包括全日或高峰时段每 15分钟双向断面机动车、非机动车的车流量

和客流量，车型划分应参照附录 C的规定。 

5.2.4 公共交通调查应包括轨道交通和公共电（汽）车的乘客个人信息，以及出行目的、换乘接驳方

式、换乘接驳距离等出行信息。 

5.2.5 出租车调查应包括载客人数和乘客个人信息、出行目的等信息。 

5.2.6 客流吸引点调查应包括机场、火车站、长途客运站等综合枢纽调查，以及大型商业、办公、医

院、学校、娱乐设施、宾馆、旅游景点等公建设施调查，具体要求如下： 

——综合枢纽调查应包括乘客来源地、乘客个人信息、到离站交通方式等； 

——公建设施调查应包括用地规模、建筑规模、停车设施、出入口设置等建筑物基本属性和进出

公建设施的人员个人信息、出发地点、出行方式、出发及到达时间等。 

5.2.7 停车调查应包括车辆停放地位置、停车设施类型及分时段进出车辆数等。 

5.2.8 货运调查应在货运场站和货物到发终端分别开展，内容包括货物种类、运送方式、车辆的出发

及到达时刻、出发及到达地。 

5.3 调查方式 

5.3.1 各分项调查应在充分考虑利用信息数据和先进技术的基础上，辅以人工调查。 

5.3.2 居民出行调查应充分利用各种先进技术手段，以卫星定位、互联网和移动通信网相结合的方式

记录全部出行信息，宜采取入户调查。 

5.3.3 道路核查线调查、出入境调查的流量获取应充分利用电子监测设备，车型分类可辅以人工调查。 

5.3.4 公共交通调查应充分利用刷卡数据、卫星定位数据，辅以站点和随车抽样调查。 

5.3.5 出租车调查应以计价器数据、卫星定位数据为主要采集手段，乘载率等指标可辅以人工调查。 

5.3.6 流动人口出行调查和客流吸引点调查应在充分利用相关电子信息资源的基础上，辅助现场抽样

补充调查。 

5.3.7 停车调查应以刷卡数据、视频数据为主要采集手段，路边停车可辅以人工调查。 

5.3.8 货运调查应充分利用货车卫星定位数据，辅以问卷抽样调查。 

5.4 抽样率 

5.4.1 城市交通综合调查应采用抽样调查。 

5.4.2 抽样率应满足交通模型参数标定及建模的要求。 

5.4.3 居民出行调查样本应涵盖居民住户和集体驻地，抽样率应根据城市人口规模计算确定，并满足

所有交通方式或交通目的的最小抽样要求，抽样率不小于 0.5%，小样本调查抽样率可适当降低。 

5.4.4 流动人口出行调查的抽样率宜根据流动人口数量及出行特征确定，抽样率不小于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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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调查实施 

6.1 调查实施步骤 

调查实施应包括调查组织、调查宣传、调查培训、质量监控、预调查、正式调查和数据录入。 

6.2 组建调查机构 

调查准备阶段应成立调查组织和技术支持机构，明确部门分工和人员职责。 

6.3 调查宣传 

6.3.1 调查宣传工作宜在调查实施前开始，并持续至调查工作全部结束。 

6.3.2 调查宣传工作宜充分利用报纸、电台、电视、网络等大众媒体，并可利用墙报、横幅、标语等

方式。 

6.4 调查培训 

6.4.1 在调查实施之前应编制调查培训手册，组织调查培训。 

6.4.2 调查培训过程宜集中分步骤进行，包括讲解、讨论、答疑、考试、总结等环节。 

6.5 质量监控 

6.5.1 各分项应分别制定方案设计阶段、实施阶段、录入阶段的质量监控方案。 

6.5.2 调查人员应分为调查实施人员和组织管理人员，组织管理人员负责对调查实施人员的工作进行

监督和检查。 

6.5.3 调查实施过程中，调查管理机构应进行数据质量抽查。 

6.6 预调查 

正式调查之前应开展预调查，优化调查方案设计。 

6.7 正式调查 

6.7.1 居民出行调查和流动人口出行调查宜同期开展。 

6.7.2 正式调查时，应避开恶劣天气、学校假期、节日、重大活动等影响出行特征的日期。 

6.7.3 居民出行调查应对抽样选中家庭中的 6岁以上成员进行调查，并分为两次入户，第一次入户发

放问卷，讲解如何填写出行日记，第二次入户在调查日的当日晚上或次日晚上，引导被访者回忆，填写

问卷。 

6.7.4 流动人口出行调查宜在流动人口集中驻地开展，包括宾馆、酒店、工地、宿舍等。 

6.8 数据录入 

6.8.1 调查实施前应设计调查数据库、制定数据录入方案和编制录入程序。 

6.8.2 数据录入程序应包括数据的初步逻辑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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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数据分析 

7.1 数据分析步骤 

数据分析应包括样本数据分析、数据加权扩样和数据综合调校三个步骤。 

7.2 样本数据分析 

应对各分项调查的样本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获得各分项调查样本数据的交通特征和相关指标。 

7.3 数据加权扩样 

数据加权扩样应在样本数据分析的基础上，基于人口、户数、年龄分布、机动车等总体控制数据，

对样本数据进行加权扩样，具体要求如下： 

——居民出行调查和流动人口出行调查中，可按照家庭属性（如有车家庭、无车家庭）、人口构成

（如常住人口、流动人口）分类，通过样本数据和总体控制数据同类型指标的比值分别确定权重； 

——核查线调查和出入境调查中，可基于时段、车型，通过与同类型调查点的交通特征的比较确定

权重； 

——公共交通调查中，基于刷卡数据和票务数据，通过同类型指标的比较分别确定权重。 

7.4 数据综合调校 

7.4.1 应运用交通模型及公共交通客运量、出租客运量等总量控制数据，对加权扩样数据进行分时段、

分方式的综合调校。 

7.4.2 应运用出行总量、出行分布、出行方式、出行目的、出行距离及漏报率等指标反映综合调校精

度。 

8 成果编制和存档发布 

8.1 城市交通综合调查应编制成果报告，包括总报告、分项调查报告、技术报告和工作实施报告。 

8.2 综合调查数据和成果应及时存档。 

8.3 成果报告应按照有关规定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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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城市交通综合调查流程 

A.1 城市交通综合调查流程。 

城市交通综合调查流程见图A.1。 

 

图A.1 城市交通综合调查流程图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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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C  

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居民出行调查基本调查内容设计 

B.1 居民出行调查基本调查内容 

居民出行调查基本调查内容设计见表B.1。 

表 B.1 居民出行调查基本调查内容设计表 

信息类别 基本问题 问题描述 

家庭信息 

家庭地址 具体的家庭地理住址或指定的交通小区 
家庭成员数量 调查当日居住在被调查户内的所有成员 
成员关系 各成员之间的亲属或非亲属关系 
机动车数量 家庭拥有的机动车数量 
房屋所有权 自有或租用 
家庭收入 年家庭全部收入 

成员信息 

性别  
出生年份  

人员类别 包括全日制学习、非全日制学习、学龄前儿童、退休

人员、无职业、全职工作、兼职工作 

职业 

包括工人、企业公司员工、商业/服务业人员、公务员、
事业单位员工、农林牧渔业人员、社区工作人员、个

体业主或经营者、专职司机、教职工、医护人员、军

人/警察、自由职业 
是否在京居住半年以上  
工作或学校地址 具体的工作或学校的地理住址或指定的交通小区 
调查当日是否出行  
无出行原因  

车辆信息 车辆类型 包括小客车、中客车、大客车、小货车、大货车、客

货两用 

出行信息 

出发时间  
到达时间  
出发地点 具体出发的地理住址或指定的交通小区 

出行目的 
包括工作、公务外出、上学、个人事务、家务、休闲

娱乐健身、购物、吃饭、探亲访友、接送人、陪同他

人、取送货物 
到达地点 具体到达的地理住址或指定的交通小区 

交通方式 
包括步行、小客车、客货两用车、货车、摩托车、地

铁、公交、出租、班车、校车、普通自行车、租赁自

行车、电动自行车、普通三轮车、助动三轮车 
同行人员数量 只对小客车驾驶员填写 
出行费用 过路费、停车费、公共交通票等全部交通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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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D  

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车型分类 

C.1 车型分类 

车型分类如下： 

——机动车宜分为小客车、中客车、大客车（非公交）、空驶出租车、载客出租车、单机公交车、

铰接公交车、小货车、中货车、大货车、摩托车； 

——非机动车宜分为普通自行车、助动自行车、普通三轮车、助动三轮车。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