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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一年，合肥市的交通出行呈现什么特点？市大数据公司联合合肥轨道交

通、合肥公交集团、合肥充电公司、合肥客运、哈啰出行等企业，基于交通出行

大数据，综合应用历年城市出行数据、城市出行服务体验调查数据、互联网平台

旅客客运出行大数据，围绕城市交通态势、公共交通、道路交通运行等方面对

2020 年合肥市交通状况进行了分析研判。 

 

市民出行方式多样化 

随着 2019 年底 3 号线的开通，合肥市进入地铁“网络时代”，网约车、共

享自行车、共享新能源汽车等新型出行方式不断成熟，逐渐改变合肥交通体系结

构。数据显示，截至 2020 年 11 月底，合肥市常规公交总客运量为 28719 万人

次，地铁总客运量 17195 万人次，巡游出租车总客运量 10943 万人次，哈啰共

享电单车总客运量 9743 万人次。 

 

 
公共出行方式客运量变化  

 

合肥地铁迈入“网络时代” 

2020 年，合肥轨道交通步入“四线”运营，回顾“十三五”，在疫情防控

的巨大挑战下，合肥轨道交通开拓运营里程至约 115 公里，构建“四线运营，

九线在建”的发展局面，线网客流量先后突破 4 亿、5 亿人次，截至 12 月 31

日，线网总客运量为 5.71 亿人次，二维码过闸乘客比例增至 44.67%。 



 

 

从站点的日均客流量进站排名来看： 

（1）合肥火车站、三里庵、合肥南站、四牌楼、大东门客流量依然较大，日均

客流量稳定在前五名。 

（2）地处高新区及滨湖新区的汽车西站及紫庐地铁站由于周边企业及商业的快

速发展，经济活力已逐渐显现，客流量和传统 CBD 站点逐渐缩小差距。 

（3）合肥两大火车站依然是合肥市客流量较大的地铁站点位。 

（4）合肥市人气最高的商圈依然是三里庵商圈及四牌楼商圈。 

（5）三号线的开通带动了西七里塘站点的客流量攀升，西七里塘成为换乘点后

客流量跻身合肥地铁站点日均客流量第十名。 

 

定制公交快速发展 

截至 2020 年底，合肥市区公交约 5500 台，公交线路约 280 条，营运线

路总长度超过 4600 公里。全市每万人拥有公交车辆超 18 标台，中心城区公共

交通机动化出行分担率 56.92%。建成公交专用道 17 条，公共汽电车正点率从

68.8%上升至 88.4%。开通城乡公交线路 400 条，投入运营车辆 2300 余台，

全市 86 个乡镇、1270 个行政村 100%通客车。 



通过分析合肥市 2020 年的公交客流变化情况可见，受疫情影响，公交日

均客运量较去年同期下降明显，平均客运量为 85.7 万人次/日，同比下降了

67.6 万人次/日，降幅为 44.1%。后疫情时期合肥公交运力已恢复至 100%，

尽管客流逐渐回升，但截至 11 月底也仅达到正常客运量水平的 7 成左右。 

在这个特殊时期，合肥公交为满足市民个性化出行需求而推出了升级业务

“如意巴士”，分为定制通勤、定制专线、定制包车三大版块。主打“一人一

座”、“专车直达”等升级式体验，让市民出行更智慧、更绿色、更舒适、更便

捷。目前合肥定制公交已形成了一个以“通勤定制”、“学生定制”为主，节

假日定制、医院定制、休闲旅游定制等为辅的多种服务形式于一体的定制公交

服务模式。截止目前已开通了 140 余条定制公交线路，月均收入约 150 万元，

覆盖合肥市重要的大型社区、学校、医院、产业及工业园区、企事业单位机关

等。升级后的定制公交大大提高了市民通勤的便利性和安全性，获得广泛好

评。 

 

 

年初合肥市定制公交受疫情影响，客运量略有下降，但总体来看发展潜力较

大。自 3 月份复工复产后至 9 月份月均收入较去年基本持平，略超 0.5%；特别

是自 6 月份起收入持续上升，同比增幅 17.5%，向好趋势明显。 



周五、周六为巡游出租车订单高峰 

2020 年受疫情对人们出行方式的影响，巡游出租车客运量持续下降。巡游

出租车 2020 年日均运营订单 32.7 万车次，同比去年下降四成左右。在网约

车、共享单车以及轨道交通快速发展的影响下，尤其是随着哈啰等网约车业务

的活跃度增加，巡游出租车业务受到冲击，业务量持续下降，里程利用率为

65%，同比 2019 年下降 4%，运营效率也略有下降。单车日均行驶里程约为

370 公里，较 2019 年下降 3.4%。单车日均载客里程约为 240 公里，较 2019

年下降 4.0%。从年度分布来看，巡游出租车总体下半年运营强度远高于上半

年。 

 

巡游出租车订单高峰分布  

从工作日、休息日的分布来看，周五、周六均为出租车行业订单量水平较

高时段，在周日至周四时段，巡游车高峰订单分布相对稳定。其中，周五晚上

20 时到 23 时以及周六下午的 16 时到 18 时更容易达到订单高峰。 

共享电单车越来越受市民青睐 

 

 

共享电单车订单及里程增长率  



2020 年初的新冠肺炎疫情明显刺激了出行的安全忧虑和需求，也反映到今

年的出行方式选择上。抗疫专家和人民日报已经发出建议少乘公交、选择低接触

出行方式的倡议。鉴于此，人流密集度高的公共交通出行将在较长一段时期内维

持极低水平，公众会更倾向于选择少接触、高品质、更安全的出行方式，而共享

电单车等类似出行工具的落地则较好地满足了需求。 

数据显示，目前，全市实有共享单车约 27 万辆（共享自行车超 17 万辆、

共享助力车近 10 万辆），本年度公共交通客流的快速恢复与共享单车（含电单

车）的骑行增长相得益彰，多种交通方式呈现了互促互补态势。疫情稳定后共享

单车（含电单车）成为热门出行方式，累计骑行人数达 2 亿人次，累计骑行距离

达 4 亿 KM，相当于绕地球骑行近 1 万圈，其中电单车订单数增长显著，同比去

年增长 34.9%，骑行总里程增长 19%。从 4 月份开始，电单车的骑行量已超过

去年同期水平，并在复学稳定期逐月保持 30%以上的增长率（同比 2019 年）。

在倡导践行绿色出行、建设美丽中国的当下，绿色、共享的出行方式受到了市民

的青睐。 

 

公路客运更受年轻人的喜欢 

截至 2020 年底，合肥市公路客运已突破 600 万人次，从月活跃度的数据结

果来看，春节回家、踏青出游、返校上学，这些都是客运行业一直不变的客流旺

季。今年春运、9 月、10 月等月份，客流量都较为集中。从周活跃度来看，旅客

出行时间也较为集中，每周五是计划出行的高峰期，可见，周末出行也是旅客的

主要选择。而从日活跃分布数据来看，旅客当天购票占比达 7 成以上。同时，每

天 9 时到 13 时，是旅客购票的高峰期。 

公路客运出行旅客的主要年龄在 18-30 岁之间，年轻旅客占比近 7 成。从

性别分布看，网络购票中男性用户的比例高于女性用户，其中，男性旅客通过网

上购票的占比 58%，女性旅客占比 42%。通过对用户购票方式进行分析，绝大

部分的用户依然选择窗口购票，自助机购票的比例也已经上升至 18.59%。 



 

   

 

 

“夜经济”彰显城市活力 

夜间经济是现代城市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既彰显了一座城市的活力、风貌

和特色，也满足了市民、游客夜晚消费需求，成为激发城市消费升级的重要途径。

作为支撑“夜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城市公共交通体系，合肥地铁、巡游出租车以

及共享单车在 2020 年夜间客流增长势头迅猛，高于早晚高峰增速。 

 
 



如上图所示，夜间进站客流排行中，排名在第一位的站点是三里庵站，其周

边娱乐设施利用率高，涵盖之心城、国购广场等大型综合性购物中心，商场的合

理化布局丰富了市民的夜生活。其它排名靠前的站点也是以娱乐休闲为主的商圈

站点，如四牌楼、大东门等。 

休息日，三里庵各时段客流如上图所示，可以看出，热门商圈的客流高峰时

间段和线路的客流高峰时间段（早上 7 点到 9 点，晚上 17 点到 19 点）不同，

商圈周围的地铁站客流量从下午 14 点开始逐渐攀升，直到晚上 19 点达到峰值

并一直持续到 22 点左右。 

 

公共充电桩成为“惠民桩” 

自 2020 年 10 月 1 日《合肥市推动新能源汽车高质量发展助力打赢蓝天保

卫战若干政策实施细则》（下称《实施细则》）正式施行以来，合肥充电公司率先

执行并严格落实《实施细则》中充换电奖补政策，让广大新能源车主第一时间享

受到了政策实惠和优质的充电服务，全面梳理了近 600 座自营充电站，对符合

政策要求的 200 余座公共充电站充电价格进行调整，明确该批场站 10 月 1 日

起充电费用直降 0.6 元/kWh。 

自 2020 年 10 月 1 日 0 时起，每度电的平均服务费降为 0 元，合肥充电

运营场站充电量实现快速增长，政策实惠也令总充电量大幅提升。总订单量的

增长速度大于总充电量的增长速度，说明用户使用充电桩的次数变得更加频繁

了，充电价格的调整得到了用户的普遍认可。  



 
 

十大热门充电站在市区的分布如上图所示。合肥市区内的十大热门充电站中，

蜀山区和包河区的占比较大，分别占了 40%和 30%。合肥南站出租车蓄电区充

电站因新能源出租车较多，占据了合肥十大热门充电站排行榜的榜首。 

 

“智能交通”初显成效 

根据高德地图携手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发布的《2020 年第三季度

中国城市交通研究报告》数据显示，合肥市在全国 50 个主要城市第三季度拥

堵排名下降至 32 名；全国所有汽车保有量在 200 万辆-300 万辆城市中，合

肥市的交通健康指数排名第 6；全国 15 个新一线城市中，合肥市的交通健康

指数排名第 3，交通健康指数同比增长 0.69%。很明显，在同规模的城市中，

合肥市的交通运行状况较好，科技助力交通拥堵治理成效明显。 

目前，合肥市城市交通超脑平台每天整合汇聚各类数据达 2 亿余条（其中，

公安交警、天网数据 3500 余万条；互联网路况数据 1.5 亿条，运管、公交等行

业数据 1500 余万条），实现了城市级的交通状况感知，为全市城市管理注入交

通参考。 

同时，系统还将进一步打通与互联网媒介的信息发布渠道，与百度、高德地



图同步共享交通数据资源，利用全市 200 余块诱导屏实时发布路况诱导信息，

让广大市民在出行前、出行中都可以精准掌握交通状态，减少出行延误，提高出

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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