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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声明

华北地区城市智能出行大数据报告由滴滴媒体研究院和第一财经商业数据中心联合发布，报告基
于滴滴出行平台全量数据，解读华北地区城市群交通、就业、教育以及医疗等民生现状，为研究
该地区城市发展提供新视角。

本报告中的华北地区（简称华北）涵盖：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石家庄市、唐山市、秦皇岛市、
廊坊市、承德市、保定市、邯郸市、衡水市、沧州市、张家口市和邢台市等11个地级市，内蒙古
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包头市和鄂尔多斯市等3个地级市，山西省太原市、大同市、阳泉市和晋中
市等4个地级市，共20个地级市。

本报告版权归滴滴媒体研究院所有，任何机构和个人未经书面允许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制、
摘录和发布。如引用发布，需注明出处为“滴滴媒体研究院和第一财经商业数据中心”，且不得对
报告进行有悖原意的引用、删节和修改。

滴滴媒体研究院和第一财经商业数据中心对本报告有修改权和 终解释权。

说明：

1. 除特殊说明外，本报告数据统计周期为2016年1月1日-2016年5月31日；
2. 城市等级参照《第一财经周刊》中国城市分级标准划分，二线城市包含石家庄、太原、呼和浩特和包头；
3. 本报告的节能减排研究部分由北京理工大学能源与环境政策研究中心与滴滴媒体研究院联合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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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地区是中国北方经济规模 大、 具活力的地区

山西省

天津市

河北省

注：地图不包含南海诸岛

北京市

内蒙古
中部

华北的地理概念不等同于行政区划概念，本

报告中的“华北”指中国北方，以京津冀都市
圈为核心，包括太原、呼和浩特等周边山西、

内蒙古部分城市的区域，亦可理解为“泛京
津冀”区域，是中国北方最大的都市圈层，
也是北方经济 发达的区域，是国家重点发

展的都市群之一，是北方经济规模 大、

具活力的地区。



智能出行概况

知 · 城

知 · 人

知 · 事

D-Index 滴滴大数据排行榜

01

02

03

04

05

CONTENTS

目录



智能出行概况01
滴滴大数据反映行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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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地区智能出行总量

数据说明：根据滴滴出行平台全量数据和滴滴出行市场份额占比推算行业整体规模。

2016年1-5月华北地区智能出行总人次3.51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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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地区智能出行渗透率排名

直辖市和省会城市智能出行渗透率有明显优势，北京市渗透率居于榜首

注：渗透率= 智能出行用户量/地区常住人口数； 数据来源：滴滴出行大数据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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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市秦皇岛市保定市呼和浩特市石家庄市鄂尔多斯市廊坊市太原市北京市天津市

2016年1-5月华北地区月人均智能出行次数排名

月人均出行次数与渗透率正相关，京津和太原月人均智能出行次数明显高于其他城市

注：月人均智能出行次数 = 月智能出行总人次/月智能出行用户数； 数据来源：滴滴出行大数据平台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173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