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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地图大数据在交通规划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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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大数据研究渗透到各行各业，成为了重要的技术手段。但事实上，大数据技术并不是简单的移植到交

通规划内容当中，而是逐步渗入到交通规划体系，将数据进行有效挖掘，提炼出有用信息，应用到规划业务当中。本研究拟

梳理网络地图数据的特点，总结分析网络地图大数据对交通规划的应用前景，以期为交通大数据的应用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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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网络地图大数据是网络位置服务与大数据融合的产物，

比如百度迁徙，腾讯微信宜出行等数据，这类数据现在越来

越趋向于系统化和标准化[1]。与此同时，随着新一轮的国土

空间规划的全面铺开，规划技术面临着转型发展的迫切性，

大数据充分融入交通规划体系，将成为交通规划信息化的重

要手段[2-3]。本研究在剖析在网络地图大数据特点的基础上，

从规划调研、编制、实施等方面开展应用分析，以其为交通

规划信息化方向提供新的视角。

2.网络地图大数据的特点

当前比较主流的网络地图服务公司有腾讯、百度、高德

等大型企业，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以来，这些地图服务商通

过记录个人过往的出行轨迹，生成健康码，阻断传播途径，

隔离传染源，从而达到防疫控疫的目的。服务商现在提供比

较成熟的网络地图数据有：POI（兴趣点）、人口热力、交通

拥堵数据、微信宜出行、人口迁徙数据等，显然绝大部分数

据都是在记录个人行动轨迹的基础上进行数据挖掘而产生

的，这里数据有以下几类特征：

（1）动态性。网络地图大数据显然是实时的、动态的，

时刻记录着区域人类活动的轨迹，也因此数据海量，存在很

多冗余。

（2）多样性。网络地图服务的数据虽然以人类出行轨

迹为基础，但随着数据挖掘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更多的地图

服务数据将陆续被挖掘出来，服务于人类出行需求的各个方

面。

（3）全局性。网络地图大数据将通过各种互联网、物

联网等手段，渗透到城市活动各个层面，逐渐记录生成整个

城市的活动数据。

（4）趋势性。随着大数据对人类活动的监控越来越精

细，城市建设活动的信息也越来越丰富，有利于管理者把握

城市整体的未来发展趋势。

3.网络地图大数据在交通规划中的应用

3.1 在规划调研中的应用

大数据在交通规划最直接的革新手段是规划调研。交通

量调查是交通规划最基础的工作，但传统的人工现场调研，

虽然是最准确地，但是费时费力，且调查的内容并不全面，

而随着网络地图大数据的成熟，各类交通信息数据都是实

时、动态、全面的，如人口热力，交通流量等数据，尤其与

WebGIS 的有效结合，其高效性不言而喻[4]。与此同时，与传

统的抽样调查方法相比，网络地图大数据将规划研究样本扩

展到每个体，通过海量的数据处理，可实现由宏观至微观的

全局性统筹，使规划更具实效性。

3.2 在规划设计中的应用

掌握交通量，分析与预测交通需求，是交通规划设计中

的重要一环，甚至直接影响到交通规划的质量。传统交通规

划由于数据获取方式比较单一、数据滞后的问题，往往在交

通建模方面存在诸多局限性，数据的不完整、残缺，或者时

效性问题导致建模的应用性比较差，而网络地图大数据的数

据多样性，可完全弥补这一类的缺憾。网络地图大数据通过

记录人类活动轨迹，可挖掘出各方面的数据，指导规划设计

实践，如动态的人口热力反应人流数据可有效指导商业广场

的人行道设计，实时的交通流量数据可准确反应城市路网或

路段的交通服务水平，指导城市辅路或交叉口等规划设计，

人口迁徙数据更能有效反应城市对外交通需求变化，辅助对

外交通规划编制。与此同时，网络地图大数据可更一步丰富

交通规划的指标内容，一个科学、完整的交通设计不仅仅只

考虑区域的供需平衡，更要注重与区域环境、城市空间形态

的协调性，因此基于大数据的交通规划优化将成为交通规划

技术转型发展的重要内容。由于数据丰富、海量，基于大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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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分析技术的优化将更加注重用户体验、质量、区域间各方

面经济活动效率的提升，这种优化更具多元化和精细化，更

多地强调交通对城市发展质量的提升。

3.3 在规划实施中的应用

网络地图大数据在交通规划实施中的应用，是大数据应

用发展的精髓。作为大数据中的一环，网络地图大数据监测

着整个城市的交通生态，并对城市流动性进行实时诊断[5]。

规划实施带来的城市交通活力及流动特点可直观反映在网

络地图上，可快速识别出交通规划与城市空间形态不协调的

部分，并及时调整，引导城市的正确发展方向。由于大数据

出现，整个交通规划的理论正在发展变革，规划实施也不仅

仅局限于传统规划落地程度的衡量，更多地考虑交通与其他

因素的协调性，如碳排放、能耗等，对规划实施过程的管理

更加精细化[6]。

4. 网络地图大数据的未来应用趋势

（1）记录交通发展肌理。网络地图数据多样化发展记

录着城市交通规划的各个层面的数据，并与其他大数据相互

融合，统一记录入整个城市规划领域，包括用地变化、人口

流动、经济活动、基础交通设施等，宏观上装载着整个城市

的规划与发展数据，形成信息化的数据库，比如深圳，使城

市发展脉络更为清晰，在微观上对交通基础设施的信息保持

持续更新，通过交通仿真模拟，结合城市其他基础设施数据

对交通运行状况进行实时评估，实现城市道路交通运行的精

细调控。

（2）数据更为准确和有效。随着大数据技术应用的深

入，数据的准确性和可利用性越来越受到重视，虽然网络地

图大数据对交通规划来说还有许多地针对性的发展空间，但

随着数据挖掘技术以及 3S 技术的成熟，手机端、车载端等物

联网与互联网相互补充，可为居民与车辆出行提供更为精准

地、丰富地数据。

（3）数据记录更为区域化。物联网和互联网的深度融

合是大数据发展进行一个新阶段的重要特征。手机信令、车

载 GPS、地图导航、高铁刷卡等数据相互配合，逐步生成跨

市、跨省、跨区域的大数据，可便于城市群，都市圈等重大

经济体交通模型分析与规划。

5.结语

大数据的出现，是时代技术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促进

各类传统工业技术革新重要转折点。对交通规划领域来说，

大数据将促使规划理论的变革，包括规划调研、编制、实施

等全过程，网络地图大数据是起点，其数据量级大、信息丰

富、实时性强，融入到交通规划技术中，能够更为精准地诊

断城市交通问题，并反馈交通规划。当前，许多西方发达国

家经历过的交通拥堵、环境污染及能源消耗等问题，正成为

当前中国的城市病, 基于网络地图大数据引领的“智慧”交

通规划技术将成为解决城市问题的重要手段。对交通规划从

业者来说，只有快速充实大数据和智慧交通的理论基础，不

断学习先进的软硬件技术，扩展传统规划理论，敢于革新，

才能促进行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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