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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看点
推动云计算卫星通讯等技术发展

多项数据透露出，发展智慧交通
的经济效益肉眼可见，已成为数字经
济建设的主要场景乃至数字经济体
系下的新增长极， 但更为直接的影
响，还是对于交通发展的拉力。“大力
发展智慧交通有利于推动综合交通
运输体系数字化、网联化、智能化发
展，有助于引领交通运输转型优化迈
向新阶段。”李连成说。

中国交通运输协会新技术促进
分会专家委员解筱文介绍， 智慧交
通的产业链、技术链涵盖面比较广，
涉及安防、 互联网应用、 云计算服
务、电子器件生产、硬件制造、软件
开发、系统工程建设、运营服务等诸
多领域。

“随着我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日

益完善，联网、补网、强链，综合交通
体系建设加快推进，为智慧交通发展
奠定了良好的发展基础。 可以预见，
智慧交通建设将全面推进。参与智慧
交通建设的城市和区域逐步扩大；智
慧交通技术将不断迭代加速；智慧交
通行业市场规模将持续增长，特别是
智慧停车场、 无人驾驶市场大幅增
长。”解筱文表示。

智能化推动着交通运输的高质
量发展，而智慧交通的发展也将“反
哺”智能技术的推进。“智慧交通对感
知、算力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有望
进一步推动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
人工智能、卫星通讯等技术的发展。”
天使投资人、资深人工智能专家郭涛
表示。

产业机遇
今年市场规模将超2400亿

多措并举下， 我国推动云计算、
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网、区块
链、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交
通运输融合的“进度条”不断刷新，智
慧交通技术支出规模也在不断增长。
根据艾媒数据，2017-2020年中国智
慧交通技术支出规模从327亿元增长
至 503亿元 ， 年均复合增长率达
15.44%，预计2023年中国智慧交通技
术支出规模将达778亿元。

政策接连出台， 资金不断增加，
新的产业机遇也随之而来。在汽车方
面，根据中经数字经济研究中心研究
员逄锦华的观点，在智慧交通产业链
发展的过程中，汽车电动化的造车新
势力正在重构新能源智能汽车产业
集群，建设重点已经形成围绕新能源

汽车、智能网联汽车、传统燃油车改
造这三个路径并行的布局， 并通过
从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行-零部件供
应-整车设计和生产等业务新能源化
拆分实现造车的全产业链重构。

同时，在人工智能技术的逐步成
熟以及多项政策的推动下，高速公路
智能化、智慧化成为当下公路运输的
主要发展方向。数据显示，2017-2020
年中国高速公路智能化市场从409亿
元增长至600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为
13.63%。

整体上看，根据中国智能交通协会
公布的数据，2020年中国智慧交通市场
规模达到1658亿元，2017-2020年年均
复合增长率达14%，预计2023年我国智
能交通市场规模将达2432亿元。

智慧交通是在智能交通的基础上，在交通领域中充分运用物联网、云计算、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使交通系统在区域、城市甚
至更大的时空范围具备感知、互联、分析、预测、控制等能力，以充分保障交通安全、发挥交通基础设施效能、提升交通系统运行效率和
管理水平，为通畅的公众出行和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服务。

智慧交通

名词解释

堵点一：缺乏顶层设计

疏堵方案：迫切需要建立一个系统全面的智慧交通框架体系，基于科学的方法论，从城市交通全局角度，对智慧交通进行战略
规划及总体设计，自上而下、由近及远指导城市智慧交通系统的设计、建设和运行管理。

堵点二：海量交通数据难以得到充分利用

疏堵方案：为了数据潜在价值得到有效挖掘，数据发挥其应有的价值，应在交通监控、出行服务、交通指挥、应急处置等功能中
充分发挥事前预测、事中管理和事后评估的智慧化决策支持的作用。

堵点三：公众出行服务能力有待加强

疏堵方案：需为出行者提供更全面、更及时的信息服务，提高出行效率;需要及时掌握目的地周边空余停车位信息，能通过智能
手机、电话等提供更多个性化驾车出行服务。

堵点疏通

顶层设计

◎ 2020年12月 《中国交通的可持续发展》 白皮书： 到2035年，智
能、平安、绿色、共享交通发展水平明显提高；交通
科技创新体系基本建成，交通关键装备先进安全；
基本实现交通治理现代化。

◎ 2021年1月 《关于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指导意见》：积极发
展智能铁路、智慧公路、智慧航道、智慧港口、智
能航运、智慧民航、智慧邮政、智慧地铁、智慧物
流，完善标准规范和配套政策。

◎ 2021年3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
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发展自动驾
驶和车路协同的出行服务； 推广公路智能化管
理、交通信号联动、公交优先通行控制。

◎ 2021年3月 《国家车联网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指南（智能交通
相关）》： 到2025年系统形成能够支撑车联网应
用、满足交通运输管理和服务需求的标准体系。

◎ 2023年 《加快建设交通强国五年行动计划（2023-2027
年）》：完善科技创新基础制度，加强交通战略科技
力量、 科技基础能力建设， 加快推进智慧交通建
设，健全交通科技创新体系。

◎ 2021年10月 《数字交通“十四五”发展规划》：加快推进交通新基
建，推动新技术与交通基础设施融合发展，赋能传
统交通基础设施， 推动交通基础设施数字转型、智
能升级，提升基础设施安全保障能力和运行效率。

《“十四五” 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提
高交通运输政务服务和监管能力，完善数字化、信
息化监管手段，加强非现场监管、信用监管、联合
监管，实现监管系统全国联网运行。

◎ 2022年1月

◎ 2022年12月 《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推进
汽车电动化、网联化、智能化，加强停车场、充电
桩、换电站、加氢站等配套设施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