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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公路与综合交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团

队基于全国定制客运统计数据及典型网络平台运营数据监测分析，从

市场规模、运行特征、行业管理和企业实践等维度，客观呈现2023年

度全国定制客运运行情况，以期帮助行业管理者、从业者及相关人员

更好地了解和把握我国定制客运发展的总体情况，为道路客运企业转

型发展和行业管理部门科学决策提供参考。

       特别感谢出行365、巴士管家、巴巴快巴、天府行、团子出行、豫

州行、贵州畅行等网络平台（排名不分先后）为研究团队提供的数据

支撑。未来期待与更多合作伙伴共同为加快推动定制客运发展、完善

政策制度体系献策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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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北京：环京通勤定制快巴

（二）浙江：杭州医疗直通车

（三）广东：定制客运产品探索



（一）经营业户

         2023年，全国定制客运经营业户为1438户，约占班车客运经营业户总数的9.44%。其中，
定制客运经营者数量排名全国前十的省份分别是四川、湖南、河南、山东、江苏、吉林、贵州、
广西、云南、浙江。

         2023年，开通定制客运线路数量排名全国前十的道路客运企业分别为四川省汽车运输
成都公司、徐州公路运输集团有限公司、云浮市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四川富临运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四川交运达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常州公路运输集团有限公司、宿迁汽车客
运集团有限公司、贵州黔运集团有限公司、郑州交通运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云南昭通交通
运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图1-1  2023年各省份定制客运经营业户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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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全国共有1438户班车客运经营者开展了定制客运业务，开通定制客运线
路6531条，投入定制客运车辆3.01万辆，全年完成客运量达1.01亿人次，定制客运业
务规模持续扩大，道路客运行业转型升级稳步加快。



（二）客运线路

1.线路数量
     

       2023年，全国定制客运线路总数为6531条，占道路客运班线总数的4.88%。定制客运线
路数量排名全国前十的省份分别为：江苏、四川、广东、山东、河南、吉林、云南、贵州、江西、
广西。

2.线路长度
      

       2023年，全国定制客运线路长度在200公里以下有4268条、200-400公里1755条、400-
800公里的504条、800公里及以上4条，占比为65.35%、26.87%、7.72%、0.06%。

图1-2  2023年各省份定制客运线路数量

图1-3  2023年全国定制客运线路长度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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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线路类型

       2023年，全国定制客运线路中一类班线有828条、二类班线3583条三类班线1195条、四类
班线925条，占比分别12.68%、54.86%、18.3%、14.16%。

（三）运营车辆

1.车辆数量

     2023年，全国定制客运车辆数量为30573辆。其中，定制客运车辆数量排名全国前十的省份
分别为：四川、江苏、河南、湖南、山东、广东、云南、吉林、广西、贵州。

图1-4  2023年全国定制客运线路类型分布

图1-5  2023年各省份定制客运车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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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车辆类型

     2023年，全国定制客运车辆中7~9座车辆20289辆、10~19座车辆3824辆、20座及以上
车辆6360辆，占比分别为66.36%、12.83%、20.8%，定制客运车辆中7-9座小型车辆占比
最高。从地区分布来看，北京、天津、上海、江苏、广东等地区定制客运车辆中20座及以上
大型车辆占比高，四川、江西、海南、内蒙古、云南、西藏、陕西、新疆等地区定制客运车辆
以7-9座小型车辆为主，地区差异较为明显。

图1-6  2023年全国定制客运车辆座位数分布

图1-7  2023年各省份定制客运车辆座位数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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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网络平台

1.平台规模

      2023年，全国定制客运网络平台数量为255个，整体呈现“多、小、散、弱”的局面。其中，
四川、江西、云南等18个地区定制客运网络平台数量超过10个，网络平台区域性、地方性特
征显著。

2.平台类型

       网络平台中由客运企业自营、其他主体运营的占比分别为39.19%、60.81%，超半数的定制
客运网络平台由班车客运经营者以外的机构运营。

图1-8  2023年各省份定制客运网络平台数量

图1-9  2023年全国定制客运网络平台运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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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停靠站点

      2023年，全国定制客运停靠点约1.43万个。其中，停靠点数量排名全国前十的省份分别是
河南、四川、浙江、湖北、广东、江苏、北京、河北、云南、山东。

（六）年度客运量

     2023年，全国定制客运线路年度客运量约1.01亿人次。定制客运客运量排名全国前十的省
份分别是四川、江苏、福建、广东、湖南、河南、山东、江西、云南、广西。

图1-10  2023年各省份定制客运车辆停靠点数量

图1-11  2023年各省份定制客运年度客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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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服务能力

      从服务经营主体规模看，7个典型网络平台共计为1027户班线客运经营者提供定制客运信

息服务，约占全国开展定制客运经营业户的71.4%。从服务线路规模来看，7个典型网络平台共

计接入取得经营许可的道路客运班线7344条，实际运营线路数量5625条，约占全国定制客运

班线总数的86.1%。从服务线路覆盖范围来看，出行365、巴士管家和团子出行提供的定制客

运服务均覆盖了全国超20个省份，成为了全国性定制客运网络平台；巴巴快巴、天府行、豫州

行和贵州畅行作为典型的区域性定制客运网络平台，主要为浙江、四川、河南和贵州等省份的

班线客运经营者提供定制客运信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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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出行365、巴士管家、巴巴快巴、天府行、团子出行、豫州行、贵州畅行等7个典型网
络平台为样本，研究团队从服务能力、服务模式、运营效率、经营状况、乘客特征等维
度，分析了定制客运运行特征。



（二）服务模式

      目前，定制客运服务模式主要有上门接送、定点接送和一端定点一端上门三种模式。从
典型网络平台服务模式平均分布来看，上门接送、定点接送和一端定点一端上门的占比平
均分别为17.61%、4 4.92%、37.47%，但是不同平台之间服务模式差异较为显著。出行
365、巴士管家、巴巴快巴和贵州畅行以提供定点接送服务模式为主，团子出行和豫州行
平台一端定点一端上门服务模式占比较高，而天府行则以上门接送服务模式为主。

图2-1  2023年典型网络平台服务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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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运营效率

   从典型网络平台接入的定制客运线路日发班次来看，定制客运线路日发班次3班及以下占比
为53.08%，4-10班占比为22.65%，线路日发班次超过10班的占比为24.27%。

（四）车辆类型

     从典型网络平台接入车辆类型来看，定制客运车辆7-9座占比为39.91%，10-19座车辆占比
为12.39%，20座及以上车辆占比为47.7%。总体来看，定制客运车辆“小型化”特征不显著，
但是平台差异较大。豫州行接入定制客运车辆全部为7-9座，天府行和团子出行接入定制客运
车辆7-9座占比也较高；而出行365、巴士管家和巴巴快巴接入定制客运车辆20座以上占比较
高。

图2-2  2023年典型网络平台服务线路日发班次情况

图2-3  2023年典型网络平台接入车辆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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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经营状况

     从典型网络平台接入的定制客运线路年度平
均上 座率来看，定制客运线 路 平均上 座率低于
30%的比例为40.8%，上座率在30-70%的比例
为49.97%，上 座率高于70 %的线 路比例 仅 为
9.23%。

（六）乘客特征

1.年龄分布

     从网络平台乘客年龄特征来看，定制客
运乘客中21-40岁群体占比达56.92%，60
岁以上群里比例仅7.54%。

2.复购率

    以乘客年度网络平台订单超过3次计算，典型网络平台的乘客平均复购率为30.86%，乘客粘
度有待进一步增强。

图2-4  2023年典型网络平台服
            务线路平均上座率情况

图2-5  2023年典型网络平
           台乘客年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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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北京：环京通勤定制快巴

      京津冀三地客运企业携手打造环京通勤“定制快巴”，现已开通北京往返河北、天津等
地限流9条，日发班次200余班，班次平均上座率超80%，日均运送乘客7000余人次，缩短
环京通勤时间30%以上，为城市群道路客运转型发展趟出了一条新路子。
    一是企业紧密协作，建立联合经营模式。京津冀三地客运企业打破地域分割，合作成

立京津冀城际公交运营服务公司，形成利益共同体，共同规划发展环京定制快巴业务，把
政府支持定制客运发展的“政策优势”转化为企业协同发展的“服务胜势”。

  二是统一运营规则，打造服务品牌。定制快巴运营服务实行“九统一”，即统一车型、
统一外观、统一司机着装、统一票价、统一站点设置、统一班次安排、统一调度管理、统一
安全措施、统一宣传推广，打造规范化、高品质的“定制快巴”服务品牌。

  三是分区试点运营，构建环京服务网络。按照“整体规划、试点先行、因地制宜、分步实
施”原则稳步推动实施，在北京国贸地区至河北廊坊“北三县”试点运行基础上，接续开通
北京地区（国贸、望京、丰台总部基地、宋家庄）至河北（燕郊、固安、廊坊城区）和天津武
清线路，规划北京至河北永清等环京其他地区线路，推动服务网络环京全覆盖。
   四是强化政策保障，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京津冀三地交通运输、公安等部门加强政策协

同，出台“定制快巴”车辆可享受使用公交专用道、快速通过进京检查站等支持政策，执法
部门持续联合开展“打非治违”行动，为“定制快巴”发展营造良好政策环境和市场环境。

     近两年来，各地通过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先行先试、品牌培树等方式，积极探索发展
定制客运，形成了一批较为成熟的经验做法和典型模式，具备一定的推广条件基础。

图3-1  京津冀定制快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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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浙江：杭州医疗直通车

     杭州市发挥传统客运企业专业安全管理和驾驶员队伍的资源优势，开通医疗直
通车开发 定制客运场景。在浙 一、浙二、邵逸夫等医院开通 直 达150公里 左右的
县、市就医直通车，方便患者“朝医晚归”的日达需求，三个院区共开通医疗定制班
线33条、65个班次，辐射千岛湖、桐庐、浦江、龙游、天台、安吉、遂昌等省内多个
县、乡镇，设置停靠站点47个。对于已开通医疗定制班线的三个医院，门诊大楼均
设置咨询服务台，有专职服务人员为乘客提供导引分诊、医疗专线购票、引导上车
等服务，并由服务人员做好相应的实名制查验等规范作业，服务人员工作时间与医
院的门诊时间一致，有效提高乘车和就医效率。目前正在与第三方线上医疗服务运
营商洽谈，计划拓展线上医疗服务业务，使医疗专线从单一出行服务转变为覆盖出
行、诊治服务等的全流程、定制化服务产品。

图3-2  杭长运医疗直通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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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广东：定制客运产品探索

     广东省客运企业与互联网出行平台联手打造“站点巴士”，依托当地完善的便捷
招呼站体系，实现了“网上选点、就近上车、一站直达”的出行新模式，乘客在网上
购票时就能自主选择最近招呼站点上车，同时也能选择离目的地最近的招呼站点
下车，进一步节约利用公共交通工具的出行总体时间，方便快捷。目前，平台已接入
超170个招呼站200条“站点巴士”运营线路，已覆盖广州、清远、肇庆、深圳、珠
海、潮州、梅州、河源、汕尾、韶关、江门、佛山等多个城市，广东“站点巴士”旅客
复购率达到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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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  广东站点巴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