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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the	same	 time	of	high-speed	urban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various	problems	brought	by	urban	development	have	
gradually	surfaced.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big	data	era,	 the	urban	transportation	industry	has	long	faced	three	major	problems:	
safety,	efficiency	and	green.	Every	year,	more	than	300000	people	are	injured	and	killed	due	to	traffic	accidents.	The	loss	caused	by	
road	congestion	is	also	extremely	serious.	Green	and	reasonable	travel	can	also	significantly	reduce	vehicle	energy	consumption.	
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is	gradually	becoming	 the	home	of	 the	new	era.	As	 the	structure	of	automobile	 integration	 into	 the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industry	chain	continues	to	deepen,	China’s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and	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industry	
framework,	represented	by	new	infrastructure,	will	become	a	green	development	integrated	into	the	carbon	peak	and	carbon	neutral,	
and	become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under	the	new	normal	in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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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Transport 数字技术的智能交通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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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高速化城市建设和发展的同时，城市发展带来的各种问题也逐渐浮出水面。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城市交通行业长期面
临安全、高效、绿色三大难题，每年因交通事故造成的伤亡达三十几万人，道路拥堵造成的损失也极为严重，绿色、合理
出行也能大幅降低车辆能耗。智能交通正逐渐成为新时期的主场，随着汽车融入智能制造产业链的结构性不断加深，以新
基础设施为代表的中国智能制造、智能交通产业框架将成为融入碳峰、碳中和的绿色发展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中进入新常态
下的产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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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城市建设规模日益膨胀的情况下，城市可利用土地

资源面临逐渐匮乏的困境，而且自然环境、能源等都与城市

交通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矛盾。通过对城市路况和交通发展

的探究，发现许多城市存在拥堵数量高、交通事故频发、环

境严重污染和交通能源资源短缺等几个问题。一些城市交通

拥堵严重，道路通行效率极低，人们出行时间过长，有时会

影响生产和生活。因此，交通事故在全国范围内的发生频率

也很高。此外，交通运行对自然环境造成较大污染，特别是

近年来汽车保有量不断增加，交通污染指数也进一步增高。

2 智能交通的发展与机遇

智能交通前期为智能交通系统（Intelligent Transport 

System，简称 ITS），是 20 世纪 90 年代初美国提出的理论。

2009 年，IBM 提出了智能交通的概念。即在智能交通的基

础上，通过高科技收集交通信息，在实时交通数据下，融合

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等高科技 IT 技术，提

供交通信息服务。大量运用数据模型、Data	Mining 等数据

处理技术，实现了智能交通的系统性、实时性、信息沟通互

动性、服务广泛性等特点。

智能交通理论于 2012 年在中国《国家智能城市（区、镇）

试点指标体系（试行）》中首次提出。接着，智能交通政策

陆续出台。2019 年 9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印发的《交

通强国建设纲要》提出，推动大数据、互联网、人工智能、

超级计算等新技术与交通运输行业深度融合。

2020 年 4 月发改委表示，新型基础设施是以新发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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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为引领，以技术创新为驱动，以信息网络为基础，提供数

字化改造、智能化升级、一体化创新等服务，满足高质量发

展需求的基础设施系统。《新基础设施》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信息基础设施方面的内容，主要包括以 5G、物联网、

工业互联网、卫星互联网为代表的通信网络基础设施，以人

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为代表的新技术基础设施、数据中

心，是指以智能计算中心为代表的计算基础设施等基于下一

代信息技术的进化而生成的基础设施。第二，基础设施一体

化。主要是指支持传统基础设施转型升级，进而形成的互联

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深度应用的融合基础设施，如

智能交通基础设施、智能能源基础设施等。第三，基础架构

创新。主要指具有公益性的基础设施，支持重大科技基础设

施、科教基础设施、产业技术创新基础设施等科研、技术开

发、产品开发 [1]。

2022 年 3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与科技部联

合发布的“十四五”规划，将促进智能交通与智能城市协同

发展，大力发展智能交通，包括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

移动互联网、区块链、推进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交

通运输融合，加快北斗导航技术应用，开展智能交通先导应

用试点，推动智能交通与智能城市融合发展。

3 Transport 智能交通的愿景与理念

智能交通：“以人为中心”的交通行业全生命周期。

当前，新一轮科技和产业变革快速发展扩大，交通运

输行业新技术、新业态不断涌现，新交通基础设施迎来重大

机遇，我们已经从交通大国飞跃升级为交通强国。

流量是现实世界的连接器，互联网新技术是连接虚拟

世界的桥梁。以前的传统基础设施以道路为中心，通过单一

点的信息化实现了更多的连接近几年，许多交通场景变得智

慧化，连接也进一步升级。在知觉、通信、云计算、人工智

能等技术日趋成熟的今天，物理世界与虚拟世界将全部融

合，开启未来交通的无限空间 [2]。

城市公共交通是构建城市智慧的核心场景。智能交通

的最终目的是为人民服务。在未来交通行业，作为“以人为

本”交通运输行业全方位的周期性解决办法，构建以“互联

互通、智慧效率、贴心服务”为重要特征的未来交通运输，

实现智慧城市科学管理、智慧交通高效运营管理、为民生出

行的舒适体验等提供服务的新战略正在被提出。

4 智能交通的四大理念

智能交通是一个以人为中心的交通生命体，将车、路、

云、网三者完美融合。通过端云的合作，实现了全域感知通

过对物理世界实时构筑映射空间，实现全息孪晶构建数字交

通大脑可以达到整体优化。APP 用户覆盖率超过 10 亿，使

交通运输服务实现全民触控。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智能交通

的四种理论。

4.1 平台为双子
城市级路网通过实时局部热点微观模拟、重点区域中

观模拟、宏观模拟，提高对整体运行态势的感知、决策和指

挥调整能力，更好地开展城市交通规划为决策者提供城市交

通管理驾驶舱 [3]。

智能交通数字孪晶云平台主要分为物理映射场景构建、

动态实时数据互联、数据驱动应用创新三个方面。采用物理

映射场景构建、空地协同技术，高效自动构建与现实世界完

全一致的数字孪晶模型，基于领先的游戏引擎渲染，提供城

市级高精度环境模拟，光、天气条件各不相同。数据动态实

时互联，利用高带宽、低延迟的 5G 通信链路，移动智能终

端和路侧感知设备实时获取动态信息，感知信息实时传递给

路侧或云云智能系统也有效地向客户或路边单元推送有效

信号。采用数据驱动应用创新、人工智能、大数据挖掘等方

法，根据实时获得的环境、交通参与者、LBS 动态数据和

历史气候等相关数据，提高应用能力，助力智能交通、智能

城市发展。

4.2 数据即治理
数据是治理，对包括众多已知感知数据、位置数据、

轨迹数据、应用数据、环境数据等在内的多种海量政府交通

数据和企业数据进行了多元、多源数据的总结分析研究，帮

助政府交通管理部门解决交通拥堵、物流效率、道路安全三

大难题实现从管理到治理、从被动态到主动、从信息化到智

慧化的转变，如图 1 所示。

图 1 数据即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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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智联即服务
智联是一项服务，通过微信等手机终端超级 APP、车

联网、车路协同等载体，基于“云边—端”的技术架构，实

现“人、车、路”的无所不在连接和智慧协同，对外输出数

据、引擎、平台等能力，实现政府、为企业、个人提供普遍

服务，使政府管理更加准确、实时，让老百姓出行更加顺畅、

安全，使企业运营更加敏捷、高效，搭建智能、平安、绿色、

共享的交通出行平台，实现政府、企业、企业 生态共创，

以开放协同的理念，携手打造政府合作伙伴、商业合作、用

户服务、产业协同四大生态，共同打造新型交通基础设施智

慧根基，智慧交通助手建设交通强国，构建智慧交通生态圈，

实现多边共赢共同创造智慧交通新愿景，共享智慧交通发展

成果 [4]，如图 2 所示。

图 2 智联即服务

4.4 生态即共创
运输智能交通能力体系结构见图 3。

智能交通业务能力图：5+5+3+3 架构。

Transport 智能交通提供了以人为中心的交通行业全生

命周期解决方案，从创新的交通建设、数字交通管理、城市

交通运营、交通出行服务四个具体场景出发，从未来交通一

流的设施、一流的技术、一流的管理、支援具有一流的服务

能力 [5]。

为了支持以人为中心的交通运输行业全生命周期解决

方案，需要构建一个简单概括 5+5+3+3 架构的强大业务能

力图。包括 5 个基础设施、5 个核心引擎、3 个能力平台、3

个泛生态，实现人车路网云一体化。

智能交通 5+5+3+3 架构五大基础架构包括大数据、人

工智能、腾讯云、5G、GIS、5 个核心引擎包括 V2X 数据

服务引擎、高精度差分服务引擎、信息安全引擎、交通大数

据引擎、城市级仿真引擎、三大能力平台包括车路协同边缘

计算平台、自动驾驶云平台、交通云控制平台，以及包括内

容生态、社交生态、服务生态在内的三大无所不在生态。智

能交通平台致力于提高日常指挥调度效率、提高行业用户应

急处理能力。从而将人员调度扩展到资源、人员协同指挥，

实现物联系统和通信系统的多维、跨界调度，为出行人员提

供方便、高效、快捷、经济、安全、人性、智慧的全方位交

通信息服务和交通运输服务。从而实现人、车、路、网、云

的全链路服务。

5 Transport 智能交通的应用

智能交通是交通行业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体现。加快

社会发展的新型基础设施，是全社会广泛推广新技术、新生

产要素的必要物质基础，当前新产品、新业态、新经济板块

的快速增长，成为智能交通新产业的重要支撑。

6 结语

随着现代社会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城市更加智能化，

交通出行也将成为城市运行的“神经网络”，推动中国从“交

通大国”向“交通强国”的升级。运用数字化技术和新型

基础设施手段，提高智能信息平台在智能交通领域的运行能

力，对传统交通基础设施和汽车制造业进行智能化和升级，

以超强管理能力和现代化提高精度、运行效率和服务质量真

正实现人民交通服务人民，可以使交通运输和移动行业释放

更大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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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运输智能交通能力体系结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