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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交通大数据市场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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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行业大数据市场份额

9%
至2018年中国大数据
市场规模283.7亿

450万公里

国家每年投资1万亿在交通行业的建设上

铁路、水路运力同居世界第一

数据来源：易观 www.analysy.cn



2、交通行业，直面大数据挑战

冲击

转型

云上贵州

位置大数据

百度迁徙地图

快车、专车、顺风车

各大城市交通指数

数据种类繁多、模式复杂、条块分割、

碎片化、缺乏统一标准

交通信息服务产业链、价值链刚刚形成

适应、学习、利用大数据

互联、融合、动态、多视角



出行服务
系统

行业数据
交换节点

交通信息
平台

实现全程、实时、多样化

的信息查询、发布与反馈

借助其他行业数据，增强交

通、运输、物流分析服务产品

对各层次交通的行停、拥堵、
疏导等信息展示、反馈、预

警、干预等应用

资源统筹

与决策

统筹多种交通运力资

源，规划、分析、建

设、运营、监管与决策

支持

畅行中国

采用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手段，精准对接供需，高效配置资源，培育智能交通的新业态和新模式

3、畅行中国，数字交通发展的重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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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联通大数据公司有什么数据

 运营商大数据具备全面性、多维性、中立性、完整性是其它企业很难比拟的，而且通过这些不同维度数据的交

叉关联，可以创造更多的新数据和新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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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通信交往圈的大小，主被叫，时间

序列，得到用户的社交特征

运营商的通过位置信息，可以掌握用户

出行特征，给用户带来生活的极大便利

基于用户访问什么网址，下载什么应用，

访问什么内容等，得到上网喜好

实名制的客户资料数据，不仅信息覆盖完

整，而且准确，还可以基于登记住址进

行验证。

运营商有客户最为详实的消费账单，比

如流量费，短信费、语音费、新业务费

等，能反映用户的一些特征

通过用户的通信使用情况，比如本地，

漫游，长途，了解用户通话行为特征

识别记录手机终端型号，了解用户手机

使用特征，发展趋势，用户换机周期等

通过用户上网，位置，通话等行为按照

时间排列，了解更多规律提供更多服务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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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商是数据管道，掌控全局数据

3

• 移动运营商拥有个人、企业的上网和通话行为、位置记录等数

据，数据规模优势明显

• 因业务属性的特殊性，刻画客户数据完整是运行商得天独厚

的优势一般企业难以企及

• 运营商承担着相当大的社会责任，数据不分享、不外流，数据安全

得到保障

2、中国联通大数据优势

运营商以号码为唯一的ID来整合各类数据

运营商数据解决移动互联网时代最为关注的三个问题

数据一点集中

• 用户上网、通信、位置、终端、社交等

多维度数据一点采集、一点处理、一点

服务

• 均采集生产系统原始数据，实时性、真

实性、完整性有保障。

• 海量数据处理能力，同时能力开放平

台的建设实现资源共享、数据共享、

有助于快速共建模型，快速形成生产

能力，已经具备4500+节点，90PB  

的存储能力。

• 信息含量丰富：集中了用户从生活到工

作、从通信到互联网，覆盖24小时的位

置、行为信息，价值高、范围广；

• 信息可信度高：全部数据为实名制现

网真实用户数据。

数据价值高

强大的数据支撑能力

• 全方位、全流程的IT能力服务：提供多

行 业解决方案能力、大数据平台集成

能力、 跨行业数据采集整合能力、大

数据治理能 力、产品交付能力、大数

据运营能力。

平台能力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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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联通大数据公司数据能力沉淀

 信息含量丰富：集中了用户从生活到工作、从通信到互联网的数据，覆盖24小时的位置、行为信息，信息价值

含量高、信息涵盖范围广。

 信息可信度高：用户数据样本量大，更真实的反映一个用户的多面性，且全部数据为实名制现网真实用户数据

 基于4亿用户提供全样本数据

 涵盖9大类，共计3700+个用户标签

 轻松识别5亿URL，21万个互联网产品，1.4万个APP

 成功识别约4600个手机品牌、11万个终端型号

 日处理7000亿上网记录信息， 900亿位置记录信息

160亿计费详单

 具备4500+Hadoop节点数和90PB的存储能力



能力沉淀

 通过信令数据实时解析用户位置信息，结合GPS数据进行位置纠偏提升用户位置信息准确性，北上广地区定位

精确度在250m内，数据从处理到服务3分钟内完成。

大数据平台实时数据引擎

数据源 信令数据文件 互联网流量日志数据文件

互联网日志GPS解析

位置识别模型

CS域模型 PS域模型

数据清洗\编码转换

位置-时间序列化

信令数据实时处理

轨迹识别模型

实时位置纠偏

用户位置

查询能力

用户轨迹

查询能力

位置点对点距离

查询能力

地理围栏

感知能力

4、联通大数据公司数据能力——位置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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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实时位置

根据用户信令定位用户当前位置，未变化时，每小时更

新，确保显示用户最新位置。

用户实时轨迹

跟踪用户出现的每一个位置，生成变化轨迹。

小区实时热力

某一范围内人流量变化，以热力图形式展现。

6

8

工作地信息

定位用户工作时段所处的地理位置。

居住地信息

定位用户宿息时段所处的地理位置。

娱乐地信息

定位用户娱乐所在地的地理位置。

7

4

5

地理围栏感知

在地图上圈定范围，确认覆盖经纬度，用户进入该范围，

随即进行解析、匹配、应用。

实时路段客流量

定位高速某一路段的经纬度，判断用户位置是否与之匹

配，确认客流量。

10

漫游监控

用户实时位置与来源地对比监控，国内漫游由用户开卡

地确认来源地，国际漫入由IMSI确认来源国。

出行方式监控

根据用户实时位置和实时轨迹，匹配交通方式（飞机、火车、汽

车等）。

9

4、联通大数据公司数据能力——位置产品（续）



视频

无人机

人工调查数据

SP/AP 问卷调查

IC 卡

手机

人工调查

GPS+IPAD

GPS

遥感

2D

BUS

数字地图新型出行数据

RFID

蓝牙

车联网

5、交通行业大数据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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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决策 数据支撑 选址评估 监控管理

区域级交通战略决策

城际人口布局统计

城际人口迁移统计

人口布局发展趋势分析

人口OD迁移轨迹分析

城市联系度分析

站点客流吞吐量统计

站点客流来源、去向分析

站点联系度分析

城市级综合交通研究

城市人口职住分布洞察

城市人口交通出行OD洞察

城市人口出行轨迹洞察

城市交通客运走廊甄别

城市路网拥堵指数分析

交通枢纽选址及评估

交通枢纽周边职住分布洞察

交通枢纽客流来源追踪

交通枢纽客流量统计

交通换乘人流甄别及分析

交通枢纽选址评估

交通枢纽选线评估

交通枢纽客流综合评估

交通实时监控及管理

高速公路实时监测

景区人流实时监测

节假日区域实施检测

实时位置定位

历史轨迹查询

跨域行为告警

交通行业行业应用场景



1.1、区域级交通战略决策——长三角区域城市群通勤特征分析

• 特定时期内的城际之间OD出行对比；

长三角10.01-10.07黄金周数据 长三角10.17-10.23工作周数据 跨市到上海通勤的用户居住地城市



• 通勤的目的地和来源地追溯；

说明：
工作地在上海
居住地在苏州
按居住地所在区县汇总

说明：
工作地在上海
居住地在苏州
按工作地所在区汇总

苏州各区县到上海通勤用户

昆山市

太仓市
工业园区

吴中区
吴江区
姑苏区
虎丘区
相城区
常熟市

张家港市

0.0% 50.0% 100.0%

18.1% 39.6%

50.0%

嘉定区
青浦区
浦东区 8.1%
宝山区 5.5%
闵行区 5.4%
徐汇区 4.5%
普陀区 4.3%
长宁区 3.9%
松江区 1.9%
杨浦区 1.6%
闸北区 1.5%
黄浦区 1.4%
静安区 1.4%
虹口区 0.9%
卢湾区 0.8%
崇明县 0.7%
奉贤区 0.3%
金山区 0.2%

0.0%

苏州到上海各区通勤用户

说明：
工作地在上海
居住地在苏州
按工作地所在镇(街道)汇总

0.0% 25.0%

安亭镇
徐行镇

香花桥街道

白鹤镇

外岗镇

江桥镇

三林镇

大场镇

七宝镇

川沙新镇

苏州到上海通勤用户
工作地所在镇(街道)TOP10

20.0%

浦东新区

5.0%

嘉定区

宝山区

10.0% 15.0%

青浦区

闵行区

1.1、区域级交通战略决策——长三角区域城市群通勤特征分析



1.2、区域级交通战略决策——湖北“两圈一带”经济群规划

利用大数据协助政府评估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武汉城市经济圈、长江经济带区域一体化发展政策效果。可以看出明显

形成宜昌城市群落与武汉城市群落通过长江经济带联系，基本实现“两圈一带”战略。

• 城际之间OD出行；



•

城际之间OD出行；

武汉城市圈，以武汉为核心，区域一体化程度较高。结合人群出行目的、出行路径以及高峰跨区域出
行时间段规划交通，联系紧密度高的两点之间分析交通主干道、交叉路口是否存在拥堵现象。对于联
系紧密度不高的区域需要进一步分析原因。

1.2、区域级交通战略决策——湖北“两圈一带”经济群规划



1.3、区域级交通战略决策——机场潜在客流分析

•

•

首都机场、高铁站、客运站等主要客运枢纽客流吞吐量统计；

机场、高铁站、客运站等主要客运枢纽客流来源&去向分析；

客流来源分布



2.1、城市级综合交通研究——北京市交通出行及人口流量分析

•

•

•

北京市人口职住分布洞察；

北京市人口交通出行OD洞察；

北京市人口出行轨迹洞察；

区域人口分布热力可视化

北京市人口职住分布可视化

跨区域人口迁徙可视化



2.2、城市级综合交通研究——西城区高峰小时路网指数研究

•

•

•

•

西城区高峰小时路网指数研究；

西城区高峰高峰小时OD分布；

西城区高峰路网指数周变图；

西城区高峰路网指数日变图；

北京市高峰小时客运交通走廊分析 早高峰道路网指数日变图

早高峰西城区OD期望线

早高峰道路网指数周变图



2.3、城市级综合交通研究——通州城市副中心交通疏解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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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城市级综合交通研究——通州城市副中心交通疏解论证

•

•

北京市高峰小时客运交通走廊分析；

通州公共交通选线分析；

上地

亦庄

燕
郊

大兴

北京市高峰小时客运交通走廊分析

通州区公共交通走廊客流来源分析



2.4、城市级综合交通研究-朝阳区人口属性洞察及节假日热力分布

采用中国联通北京地区的移动客户数据，经过模型、算法对数
据进行清洗、去重分析朝阳区人口分布及流动趋势。

东城区产业经济分析提供北京手机信令人口数据集，集成商综
合移动数据去重交付。

•

•

朝阳区春节期间人口热力变化

朝阳区春节期间人口日趋势变化



2.4、城市级综合交通研究-朝阳区人口属性洞察及节假日热力分布

最爱去的景点Top3是：
1.龙潭湖 2.地坛公园 3.故宫

•

•

春节期间客流来源地分析

春节期间人口聚集度景点排序



2.5、城市级综合交通研究——南昌大桥早高峰客流分析

依托中国联通江西南昌用户手机信令数据，分析江西南昌大桥两岸每天的人流、车流出行情况，根据高峰时间段合理规划

翔安交通设施、限流政策。保障城市居民便利出行。

早高峰大桥两岸客流及OD分析



2.6、城市级综合交通研究——潮汐车道人流量研究

•

•

统计工作日、周末的客流量特点

选取适宜做潮汐车道的备选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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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枢纽周边职住人口分布；•

交通枢纽周边到访人口分布；
•

交通枢纽周边客流消费水平分析；
•

交通枢纽周边客流年龄分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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枢纽周边客流年龄比例分布

枢纽周边客流消费分析

枢纽周边客流职住分布

枢纽周边就业人口分布 枢纽周边居住人口分布

枢纽周边到访人口分布

3.1、交通枢纽选址及评估——武汉地铁站选址评测



•

•

利北站选址适宜度分析；

光谷战选址适宜度分析；

利北站 光谷站

300

200

100

0

500

40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利北站

光谷站

项目

所在地块

周边平均

最大/最小值

所在地块

周边区域

最大/最小值

综合指数

3.23

3.17

4.51/1.91

3.19

3.27

5.69/1.53

利北站选址分析
交通枢纽选址评估结果

光谷站选址分析

交通设施相关性分析

3.1、交通枢纽选址及评估——武汉地铁站选址评测



•

•

•

1号线沿线客流居住分布统计；

1号线沿线客流工作地分布统计；

客流工作地到1号线站点距离分析；

1号线沿线客流居住地分布 1号线沿线客流工作地分布
1.20

1.00

0.80

0.60

0.40

0.20

0.00

1号线客流工作地到地铁站距离

3.2、交通枢纽选址及评估——北京地铁1号线客流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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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日高分小时地铁换乘客流分析；

• 工作日1号线各站点客流乘降量统计;

• 非工作日1号线各站点客流乘降量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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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日早高峰地铁换乘客流分析

3.2、交通枢纽选址及评估——北京地铁1号线客流评估



3.3、交通枢纽选址及评估——第50路公交沿线人流分析

方向 路段起始站 路段终止站 人数

上行 卧龙桥北 卧龙大道春园西路口 28185

上行 卧龙大道邓城大道路口 卞营 26171

上行 卧龙大道春园西路口 卧龙大道南 23830

上行 卧龙大道南 卧龙大道绿地中央广场 23667

上行 解放店 韩岗 21437

上行 牛首 牛首法庭 20945

上行 高速公路西 万洲大道 20940

上行 赵庄 冯家坝 20920

上行 张岗 庞营 19680

上行 卧龙大道绿地中央广场 卧龙大道环球金融城 18562

下行 卧龙大道春园西路口 卧龙桥北 25535

下行 卞营 卧龙大道邓城大道路口 25222

下行 万洲大道 高速公路西 22387

下行 卧龙大道绿地中央广场 卧龙大道南 21838

下行 韩岗 解放店 21659

下行 卧龙大道南 卧龙大道春园西路口 21095

下行 冯家坝 赵庄 20787

下行 张营 万洲大道 19471

下行 庞营 张岗 17944

下行 高速公路西 韩岗 17425

•

•

分天、分小时统计该线路沿线全程人流量、疑似公交人群人流量

分天、分小时统计各车站间的人流量及疑似公交人群人流量



4.1、交通实时监测及管理——京津冀8条高速实时监测

•

•

•

•

京津冀8条高速实时交通流量监测；

京津冀8条高速实时速度检测；

京津冀8条高速实时平台可视化；

京津冀8条高速历史数据回溯；

8条高速实时交通流量监测

8条高速实时速度监测 8条高速平均速度分布



4.2、交通实时监测及管理——人流量的实时监测

•

•

•

•

•

重要活动期间的人流量及人行轨迹实时监控

节假日人流量及人行轨迹流实时监控；

重要景区人流量及人行轨迹实时监控；

敏感人群电子围栏人行轨迹监控应用；

可视化平台及历史数据回溯；

南京江淮区实时人口检测及预警 敏感人群电子围栏及轨迹监控武汉市交警大脑-智慧监控管理平台



一 市场现状

二 联通大数据能力

四 成功案例

三 大数据交通规划应用场景



案例—京津冀城际交通出行特征分析

•

•

•

京津冀各城市人口布局统计；

京津冀各城市人口日均出行量；

京津冀各城市人口布局发展趋势分析；

15万人次

出行量为日平均数据
廊坊出行量涵盖燕郊区域。

基于手机数据的京津冀地市间出行量京津冀社会经济发展基本指标比较 石家庄市人口出行期望线



•

•

京津冀各城市人口OD迁移轨迹分析；

京津冀各城市城市联系度分析；

石家庄市对外人口出行量 城市人口OD迁移轨迹 城市联系度分析

案例—京津冀城际交通出行特征分析



出行生成总量

北京市

石家庄市

•

•

京津冀地区各城市交互关系分析；

目标城市联系度筛选分析；

对其他地市生成量

京津冀地市间旅客出行交互关系

天津市

保定市

主要城市出行交互关系

案例—京津冀城际交通出行特征分析



案例—国家级新区交通出行职住分析



创新改变世界数据联通未来！

联通大数据官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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