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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交服务水平分析



公交服务水平直接影响出行决策

当公交服务水平整体处在乘客容忍度范围内时，乘客才会选择公交。



影响公交服务水平的因素



分析示例：不同城市公交平均等车时间分析

根据GPS数据计算平均等车时间，可进一步分析采用加密或改善准点率缩短等车时间。

引自：世界资源研究所和“车来了”公交大数据研究中心报告



分析示例：不同城市公交出行高峰分布

早高峰规律
• 集中于早晨7-9点

晚高峰随性
• 晚高峰开始不一，分散于下午

15-19点
• 嘉兴下午16点进入晚高峰
• 深圳下午18点进入晚高峰

借助IC卡数据分析各个城市出行
规律之间的差异，可用于确定启
用时间，公交班次优化等。

引自：世界资源研究所和“车来了”公交大数据研究中心报告



2 公交大数据 in 车来了



车来了——实时公交信息服务APP
连接人与公交车，服务交通与出行

覆盖100+城市，8000万+用户



车来了公交大数据的主要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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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交GPS数据
• 数据源质量不一容易造成车与线路不匹配的现象
• 通过数据补偿等方式最大程度还原公交真实轨迹。

IC卡数据
• 借助公交IC卡数据分析用户出行规律
• 通过IC卡特征进行OD推断

车来了APP用户数据
• 分析用户候车实际场景
• 场景区分：在家查询、到车站途中查询、在站查询。
• 推断乘客真实候车时间

目的：
通过上述数据的分析，了解用户出行规律，从而为有
关部门提供公交服务优化提升的决策依据。



大数据处理流程 – 聚焦精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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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清洗在公交大数据处理的意义：
受到公交行业客观影响，目前公交数据源质量层次不齐，未经深度加工的原始数据在时间、空
间上可能会有大小不等的偏差。需要清洗、格式标准化、降噪、归约、比对后，形成系统数据
分析可用的数据。
精准的数据是公交大数据分析的前提。

建模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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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交大数据的分析方向

居民出行服务

城市治堵研究

运营决策支持

营运效率分析

服务质量考核



3
基于公交大数据

的

公交服务改善



基于公交大数据的服务改善
    通过一线运营人员的经验和需求确定公交大数据平台的相关功能，更好地指导公交服务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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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交大数据——公交发展现状监控

通过实时线网数据统计，可实时掌握当前城市公交线路情况。

l 公交线路数

l 公交站点数

l 上线公交车辆数

l 线网长度

l 平均速度

l 平均站距

l 线路重复系数

l 线路分布

l 公交专用道里程

l 线路非直线系数

l ……



平峰：15点客流集聚热力图* 高峰：18点客流集聚热力图

传统数据是相对静态的，损失了交通本身的
动态特性，APP用户大数据的时间连续性，
则能反映出某种动态的信息

*用户聚集程度，越红代表此处人口聚集效应越高

大数据云应用举例——出行热力图分析



公交大数据——服务质量监督
    公交服务质量是否优秀直接影响乘客的乘车感受，大数据分析从等车——乘车全过程挖掘公交服务质量

影响因子，便于管理部门有针对的提高服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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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交大数据——行业精细化管理
大数据与精细化管理从来都是孪生兄弟，基于公交大数据可指标化原公交行业“感性”管理的内容（如

运送效率低原因、车辆围栏管理、当月线网运行状况等），提升行业管理水平。

运送效率低指标
站点设置、线路设置、重复
系数、站间均速、大小车配
置状态、班次密度
……

车辆围栏
线路匹配度、上线车辆位置、
站内车辆数、营运时间、营
运里程、单车考核
……

线网运行状态
线网整体速度、高/平峰速度、
运行时间分布、平均班次耗时
车辆上线率、站点繁忙度
……

精细
管理精细化管理进阶——资源高效利用



4 大数据应用举例



公交大数据应用举例——精细化运营：确定高峰时间

106路早高峰是6:30-7:45。最高峰是7:15；
晚高峰是17:30-19:00,最高峰是18:00。

225路早高峰是6:15-9:15，最高峰是7:45；
晚高峰是16:00-18:30，最高峰是17:30。

重庆公交运用大数据平台结合每条线路特征，对625条公交线路分别确定各自的高峰时间，作为
精细化运营的基础。
下一步将根据本阶段成果指导发班间隔、运力调配。



公交大数据应用举例——精细化运营：指导开收班时间优化

案例：嘉兴8路公交延长收班时间
大数据平台发现仍有10%的用户在8路公交末班发出后查询线路，因此建议8路公交延长末班时
间。
2017年10月1日起，综合考虑大数据平台的分析及运力等因素，嘉兴将8路公交开通夜班车，延
长末班时间。



公交大数据应用举例——指导城市交通规划

线网科学规划 运力合理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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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分析乘客OD、换乘结合周边物理空间环境
合理规划公交线路、站点。

通过分析乘客流向、车内乘客人数、车辆运力、站点等
候人数等信息，计算当前车内拥挤指数，综合判断是否
增/减开公交班次，合理配置运力。



车来了公交大数据平台未来发展

l 关注现有数据质量提升

l 对用户特征精细化分析

l 开放数据与研究机构交流

l 助力精细化公交规划决策与管理

l 提高公交数据质量



THANK YOU谢谢！

扫描二维码，                             
查看《未来公交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