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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群多模式客运枢纽一体化运行评价指标体系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城市群内多模式客运枢纽一体化运行评价集和评价指标描述。

本文件适用于城市群内的客运枢纽一体化运行情况进行发展水平评价。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本；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JT/T1065-2016 综合客运枢纽术语

JT/T1113-2017 综合客运枢纽服务规范

JT/T1112 综合客运枢纽分类分级

3 术语及定义

城市群多模式客运枢纽 multimodal passenger transportation hub in urban agglomerations

将两种及以上对外运输方式与城市交通的客流转换场所在同一空间（或区域）内集中布设，服务城

市群多种出行方式转换和多模式客运网络衔接的客运基础设施。

注：对外运输方式是指铁路、公路、水路、航空等方式。

4 指标体系

城市群多模式客运枢纽一体化运行评价指标体系的指标集见表 1

表 1 评价指标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代号 指标名称

L1：枢纽联通水平 P1 拥有快速交通方式联通的客运枢纽占比

L2：换乘服务水平

P2 集疏运服务平均等待时间少于 10 分钟的客运枢纽占比

P3 夜间服务连续性达到良好以上的客运枢纽占比

P4 换乘时间少于 5 分钟的客运枢纽占比



L3：联运服务水平
P5 联运客流量占比

P6 联运便捷性

L4：信息服务水平
P7 联程运营信息共享水平

P8 旅客可获取信息数量占比

L5：综合管理水平

P9 枢纽应急服务水平

P10 安检互认服务水平

P11 服务规范统一性

P12 枢纽政策一体化水平

5 评价指标描述及计算方法

5.1 枢纽联通水平（L1）

5.1.1 拥有快速交通方式联通的客运枢纽占比（P1）

5.1.1.1 指标说明

本指标通过衡量城市群综合客运枢纽间有无快速联通的交通方式（轨道交通、快速公交、巴士专线

等），评价城市群内各客运枢纽间的快速联通能力，主要考察城市群多模式客运枢纽间的快速联通能力，

对客运枢纽的快速联通水平进行总体评价。

5.1.1.2 指标描述

京津冀城市群中拥有快速交通方式的客运枢纽数量占京津冀城市群中客运枢纽总数的比例（单

位：%）。客运枢纽的基数为单体铁路客运站、机场、二级以上公路客运站以及综合客运枢纽。

5.1.1.3 计算方法

P1 =
拥有快速交通方式的客运枢纽数量

城市群内客运枢纽总数
× 100%

5.1.1.4 基础数据采集方法

城市群内客运枢纽总数：通过当地统计数据获取。

拥有快速交通方式的客运枢纽数量：通过实地踏勘或者资料收集确定该枢纽是否拥有快速交通方式。

5.2 换乘服务水平（L2）

5.2.1 集疏运服务平均等待时间少于 10 分钟的客运枢纽占比（P2）

5.2.1.1 指标说明

疏运服务等待时间是衡量综合客运枢纽集疏运效率和服务水平的重要因素。通过减少等待时间，提

供更为及时高效的疏运方式，可有效改进旅客的出行体验。

5.2.1.2 指标描述



疏运服务等待时间指旅客到达衔接枢纽的各疏运交通方式的上客点后，乘坐该疏运交通方式（社会

车辆除外）需排队等待的平均时间。本指标是研究在城市群范围内集疏运服务水平少于 10 分钟的客运

枢纽占城市群客运枢纽总数的比例（单位：%）。

5.2.1.3 计算方法

(1)计算客运枢纽内各集疏运方式的平均等待时间

P2（t） =
�=1

�

疏运交通方式最长等待时间 ∗ 承担的客运量比重�

P2（t）：集疏运服务平均等待时间

（2）梳理等待时间少于 10 分钟的枢纽数量

（3）计算占比

P2 =
集疏运等待时间少于 10 分钟的客运枢纽数量

城市群内客运枢纽总数
× 100%

5.2.1.4 基础数据采集方法

各集疏运方式的等待时间：通过实地勘察、场景模拟等确定。

集疏运方式的种类：通过文献资料查阅获取

5.2.2 夜间服务连续性达到良好以上的客运枢纽占比（P3）

5.2.2.1 指标说明

该指标可充分体现枢纽内不同运输方式运输组织的匹配度和协同性，保障夜间出行旅客运输需求。

同时评价城市群多模式客运枢纽的服务的协同度。

5.2.2.2 指标描述

夜间服务连续性指在综合客运枢纽夜间仍有航班、列车或者班次运营的，最后一个航班、列车、班

次到达或离开时，能够为旅客提供有效、连续的夜间集疏运服务。

5.2.2.3 计算方法

（1）评价内容

——有城市公共交通（包括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可以选择；

——有出租汽车可以选择；

——有枢纽专线，如机场巴士等可以选择；

——有专人引导、指挥夜间集疏运服务；

——夜间疏运交通方式候乘时间少于 30 分钟。

（2）评价分级



表 2 夜间服务连续性分级表 单位：无

评价标准等级 一 二 三 四

P2 满足五项 满足四项 满足三项 少于二项

指数 优秀 良好 中等 较差

（3）

P3 =
达到良好以上的客运枢纽数量

城市群内客运枢纽总数
× 100%

5.2.2.4 基础数据采集方法

夜间服务连续性：通过实地勘察、通过文献资料查阅获取

5.2.3 换乘时间少于 5 分钟的客运枢纽占比（P4）

5.2.3.1 指标说明

该指标主要反映旅客在枢纽内换乘的便捷程度，以及城市群内多模式综合客运枢纽换乘运行水平。

5.2.3.2 指标描述

步行换乘时间是指旅客在枢纽内换乘时，以 3km/h 的步速从某种运输的方式出口无负重步行至另一

种运输方式安检入口所需的时间。

5.2.3.3 计算公式

步行换乘时间 =
�=1
� 不同运输方式之间换乘距离�

�
3km/h

× 60

其中：步行换乘时间单位为分钟，不同运输方式之间换乘距离单位为千米。

P4 =
换乘时间少于 5 分钟的客运枢纽数量

城市群内客运枢纽总数
× 100%

5.2.3.4 基础数据采集方法

要求提供综合客运枢纽内部不同运输方式之间的换乘距离数据。

根据提供的换乘距离数据计算步行换乘时间。

5.3 联运服务水平（L3）

5.3.1 联运客流量占比（P5）

5.3.1.1 指标说明

本指标能够反映京津冀城市群客运枢纽的联运服务水平，主要通过计算京津冀城市群典型场景中联



运客运量与终点客运枢纽的客运量比例，评价联运换乘能力水平。联运换乘服务水平主要考察客运枢纽

之间联运换乘匹配的程度。

5.3.1.2 指标描述

典型场景出行线路的联运换乘能力水平 P5i（i=1,…,n）可通过计算典型场景的联运旅客出行量占

终点客运枢纽的客流量的比例（单位：%）得出;城市群枢纽的联运换乘能力水平可通过计算城市群内主

要出行线路的联运换乘能力水平的均值获得。

5.3.1.3 计算方法

�5� =
典型场景的联运客运量

终点综合客运枢纽的客流量
× 100%

P5 =
�5�

�

5.3.1.4 基础数据采集方法

选择典型场景，采用手机信令数据，提取在一天中，或者两天中，出现在典型场景内的枢纽手机信

令总数，代表联运旅客流量。

终点客运枢纽的旅客流量可通过统计数据获取。

5.3.2 联运便捷性（P6）

5.3.2.1 指标说明

本指标主要考察两个方面：一是旅客在采用联程出行的方式时，除正常的换乘时间外，还需要等待

的时间，也能够从一定程度上体现各种运输方式之间的班次衔接的紧密性。二是在城市群主要典型联运

场景中，旅客需要换乘的次数。

5.3.2.2 指标描述

本指标为复合指标。

（1）联运等待时间（min）：在一次联运出行的过程中，除去正常的乘车、安检等时间外，旅客还

需要等待的时间。

（2）联运换乘次数（次）：在一次联运出行的过程中，旅客最多需要换乘的次数。

5.3.2.3 计算方法

（1）按照等待时间长短确定不同的分值。

得分标准如下：

表 3 换乘等待时间分值表

换乘等待时间 T（小时） 分值



[0,0.5] 100

[0.5,1] 95

[1,1.5] 90

[1.5,2] 85

[2,2.5] 80

[2.5,3] 75

[3,3.5] 70

[3.5,4] 65

[4,4.5] 60

[4.5,…] 50

由上表可知，若换乘时间 t小于半小时，则评分为 100分；若换乘等待 t为 4 4.5t  ，则评分为

60分；若换乘等待 t为 4.5 t ，则评分一律为 50分。

（2）按照换乘次数多少确定不同分值

得分标准如下：

表 4 换乘等待时间分值表

换乘次数 分值

1 次 100

2 次 85

3 次 60

3 次以上 0

（3）城市群内 n个典型场景

P6 =
�=1

�

等待时间分值 ∗ x1 + 换乘次数 ∗ x2�

其中，x1 和 x2 为加权系数，相关取值有待进一步研究得出。

5.3.2.4 基础数据采集方法

筛选出联运旅客的数据，通过手机信令分析，提取旅客在特定场景下的在线时长，确定为等待时间。

5.4 信息服务水平（L4）

5.4.1 联程运营信息共享水平（P7）

5.4.1.1 指标说明



主要从城市群内各客运枢纽间内部运营数据信息共享水平 P7(a)，共享相关数据的客运枢纽覆盖率

P7(b)和信息共享平台服务水平 P7(c)进行考察。

5.4.1.2 指标描述

本指标为复合指标。

（1）客运枢纽内部运营数据信息主要指铁路、公路、民航等客运枢纽的运营时间，班次，运营主

体，票价，票量等运营数据。内部运营数据信息共享水平 P7(a)通过现有共享数据条目的数量占素有内

部数据条目总量的比例（单位：%）来衡量。

（2）愿意共享数据的枢纽覆盖率 P7(b)可通过计算愿意共享数据的枢纽数量占所有综合客运枢纽

数量的比例（单位：%）来衡量。

（3）信息共享平台服务水平 P7(c)主要考察京津冀城市群是否拥有公开或非公开的信息共享平台。

如存在有信息共享平台，则得 10 分；如不存在，则得 0 分。

5.4.1.3 计算方法

P7 = x1 ∗ P7 a + x2 ∗ P7 b + x3 ∗ P7 �

其中，x1, x2 和 x3 为加权系数，相关取值有待进一步研究得出。

5.4.1.4 基础数据采集方法

枢纽运营数据可通过调研方法进行获取。

愿意共享数据的枢纽数量可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获取京津冀城市群枢纽运营信息共享的意愿。

5.4.2 旅客可获取信息数量占比（P8）

5.4.2.1 指标说明

本指标以用户的角度为出发点，考察城市群多模式客运枢纽信息的开放程度，旅客随时可以获取的

枢纽运营信息的情况，反应城市群多模式客运枢纽的信息服务能力。

5.4.2.2 指标描述

本指标主要研究旅客可获取的公开的运营数据的数量占枢纽运营数据总数的比例（%）。

5.4.2.3 计算方法

P8 =
旅客可获取数据数量

枢纽运营数据总数
× 100%

5.4.2.4 基础数据采集方法



枢纽运营枢纽总数由客运枢纽提供。旅客可获取数据数量可通过实地调研获取。

5.5 综合管理水平（L5）

5.5.1 枢纽应急服务水平（P9）

5.5.1.1 指标说明

主要考察枢纽应急预案服务水平 P9(a)和枢纽间应急响应时间 P9(b)。

5.5.1.2 指标描述

本指标为复合指标。

（1）枢纽应急预案服务水平 P9(a)主要考察各客运枢纽的应急预案是否需要协同其他客运枢纽。

如存在有，则得 10 分；如不存在，则得 0 分。

（2）枢纽间应急响应时间 P9(b)主要通过抓取客运枢纽间在发生应急事件时，需要协同的枢纽应

急响应时间来衡量。应急响应的时间越长，枢纽一体化协同应急服务水平越低。

5.5.1.3 计算方法

P9 = x1 ∗ P9 a + x2 ∗ P9 b

其中，x1 和 x2 为加权系数，相关取值有待进一步研究得出。

5.5.1.4 基础数据采集方法

应急响应时间的抓取：

方法一：主要是依靠京津冀城市群范围内，对发生过的应急响应事件进行梳理，提取其中需要协同

其他客运枢纽时，所需要的时间。

方法二：依靠已有应急预案中，明确的响应时间作为基础数据。

方法三：通过场景模拟，测算需要的基础数据。

5.5.2 安检互认服务水平（P10）

5.5.2.1 指标说明

安检互认服务水平主要考察客运枢纽是否具备提供安检互认的能力，以及这类枢纽在城市群枢纽中

的数量。本指标主要考察城市群客运枢纽的安检服务水平，其能否提高一体化的运行。

5.5.2.2 指标描述

本指标可通过计算开展安检互认的客运枢纽数量占城市群内需二次安检的客运枢纽总量的比例（单

位：%）而得出。

5.5.2.3 计算方法



P10 =
实施安检互认的客运枢纽数量

需要二次安检的客运枢纽总量
× 100%

5.5.2.4 基础数据采集方法

通过实地调研或者资料收集获取相关数据。

5.5.3 服务规范统一性（P11）

5.5.3.1 指标说明

本指标主要考察城市群内多模式客运枢纽在运营服务中，是否能够参照统一的综合客运枢纽服务规

范执行。

5.5.3.2 指标描述

本指标通过计算服务到达《综合客运枢纽服务规范》（JT/T1113-2017）要求的客运枢纽的占城市群

内多模式客运枢纽数量的比例（单位：%）而得出。

5.5.3.3 计算方法

P11 =
满足《规范》要求的客运枢纽数量

城市群内多模式客运枢纽数量
× 100%

5.5.3.4 基础数据采集方法

满足《规范》要求的客运枢纽数量通过实地调研或者资料收集。

5.5.4 枢纽政策一体化水平（P12）

5.5.4.1 指标说明

枢纽政策是指中央政府、交通运输部、各地方政府及其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出台涉及客运枢纽的规划、

政策。枢纽政策 P12(a)主要考核内容为：国家战略级城市群发展规划纲要、城市群发展规划、城市群

交通一体化规划、各省市交通发展规划、城市群近期实施性交通规划（方案）、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政策、

交通运输服务政策、交通运输法律法规。

5.5.4.2 指标描述

枢纽政策一体化水平为定性指标。本指标主要考察枢纽政策 P12(a)以及相关政策执行情况 P12(b)。

枢纽政策 P12(a)的得分标准：

表 5 城市群枢纽相关政策分值表

序号 政策 分值

1 国家战略级城市群发展规划纲要 20



2 城市群发展规划 15

3 城市群交通一体化规划 15

4 各省市交通发展规划 10

5 城市群近期实施性交通规划（方案） 10

6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政策 10

7 交通运输服务政策 10

8 交通运输法律法规 10

（1）国家战略级城市群发展规划纲要。国家战略级城市群发展规划纲要指定义国家战略的城市群

的发展规划纲要，即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如存在有相关规划纲要，则得 20 分；如不存在，则得 0分。

（2）城市群发展规划。城市群发展规划指由国家发改委发布的相应城市群发展规划。如存在有相

关规划，则得 15 分；如不存在，则得 0 分。

（3）城市群交通一体化规划。城市群交通一体化规划指交通运输部和国家发改委联合发布的城市

群交通一体化规划。2015 年 12 月交通运输部和国家发改委联合发布了《京津冀协同发展交通一体化规

划》。如存在有相关规划，则得 15 分；如不存在，则得 0 分。

（4）省市交通发展规划。省市交通发展规划指城市群各省市发布的十三五综合交通运输发展规划。

2016 年至今，京津冀城市群的三省市相继出台了“十三五”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如存在有相

关规划，则得 10 分；如不存在，则得 0 分。

（5）城市群近期实施性交通规划（方案）。城市群近期实施性交通规划（方案）指城市群各省市关

于城市群交通发展的年度行动计划及实施方案等。2018 年，京津冀城市群 3 省市相继出台推进京津冀

协同发展年度行动计划及年度工作要点。如存在有相关规划（方案），则得 10 分；如不存在，则得 0

分。

（6）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政策。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政策主要考虑城城市群交通网络建设政策、城市

群交通运输结构政策和综合交通枢纽建设政策等。如存在有相关政策，则得 10 分；如不存在，则得 0

分。

（7）交通运输服务政策。交通运输服务政策主要考虑税收政策和投融资政策等。如存在有相关政

策，则得 10 分；如不存在，则得 0 分。

（8）交通运输法律法规。交通运输法律法规主要考虑关于城市群交通一体化发展的法律法规。如

存在有相关法律法规，则得 10 分；如不存在相关机构，则得 0 分。



相关政策执行情况 P12(b)将通过现场调研方式对相关政策执行情况进行分级评分，换算为相应计

算数值。

5.5.4.4 计算方法

P12 = x1 ∗ P12 a + x2 ∗ P12 b

其中，x1 和 x2 为加权系数，相关取值有待进一步研究得出。

5.5.4.5 基础数据采集方法

枢纽政策通过资料检索获取相关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