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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新基建环境下智慧交通规划建设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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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经济新常态的发展过程中，新基建基础设施应运而生。智慧交通在交通运输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因此，文中从智

慧交通发展现状出发，进一步探究新基建环境下智慧交通规划设计和新基建环境下智慧交通规划建设发展趋势，旨在为构建

服务双循环新格局的智慧交通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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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ew normal economy, new infrastructure came into being. 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ransportation. Therefore, starting from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development, this paper further explores the planning and design of 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under the new infrastructure environment 

and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under the new infrastructure environment,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basis for building 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with a new pattern of service double cy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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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当下，新信息技术的兴起为实现智慧交通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但在智慧交通建设的过程中，受到不同的约束限

制条件的影响，其发展速度较为缓慢。新基建的建设对改善智慧交通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因此，应把握智慧交通建

设发展趋势，实现智慧交通与产业、与群众出行需求协同发展。 

1 智慧交通发展现状 

智慧交通系统的建设有助于解决交通供需不平衡，从而建立高效、全方位的综合运输系统，实现安全、节能的智

慧交通效果。一般来说，智慧交通建设多以政府为主导，通过对例如高速、省道国道以及收费站等实行全面监控的方

式，对道路信息进行实时掌握，以互联网、GPS 为手段，实现公共交通的全方位信息的智慧运输服务。通过检测器、雷

达等设备实现信息的有效收集，从而对交通信号、道路管制以及事故处理实行快捷高速的智慧化处理。大数据、人工

智能以及互联网等高新技术的发展，在推动智能交通中具有积极的作用，促进交通系统的革命性变化。但仍存在一定

的问题：一，软件平台独立性强，彼此间缺乏数据、业务的交流与互动。硬件系统弹性较低，资源浪费现象严重，投

入成本增加。二，系统、设备的封闭导致接入协议类型不同，造成服务、对接困难。三，智慧交通理念深入不彻底，

交通管理仍存在滞后的现象，信息间交互存在问题。 

2 新基建环境下智慧交通规划设计 

2.1 设计目标 

智慧交通的建设与完善离不开多部门的配合，因而需加强信息技术的连接性和渗透性，以分步建设、集中管理、

信息共享为重点发展方向，采用数字化、智能化的先进技术，建立完善的智能交通控制与管理系统（如图 1），达到建

设智慧交通的目的。因此，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第一，引领智能立体感知能力。利用先进的智能感知手段，形成

立体化的物联感知体系，从而为获得智慧交通数据提供支持。第二，提高数据共享传输能力。以全局作为总视角，依

据合理、规范的标准，对交通的各类数据信息进行有效的汇聚，达到全局覆盖、高速传输的目的，为实现统一指挥、

业务数据共享奠定通信信息基础。第三，加强智慧信息处理能力。确立信息的主体地位，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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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的信息技术手段，对信息进行完善与优化，提高信息的应用能力。打造具有高速处理能力的信息化、智能化处理系

统，实现信息的高度共享、应用的深度智能的安全智慧交通信息网。第四，建立高效的决策指挥系统。实行分级响应

以及联合指挥系统，形成自上而下的联合指挥目标，搭建智能化、动态化的交通治理决策指挥系统
[1]
。 

 

图 1  智能交通控制与管理系统结构 

2.2 建设原则 

总体建设原则应做到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统一数据信息。对数据的产生进行高效的处理、存储、分发以及管理，

从而构建逻辑统一的数据资源系统，为各部门提供及时、全面的数据信息，实现数据的动态管理。达到数据高效运转、

提高流程精准化运行的目的。第二，建立智慧中枢。各类数据在进行采集汇聚后，借助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对数据

进行智能分析与综合研判，构建专业化、智能化的信息处理平台，有助于信息情报的一体化建设，实现智慧交通中枢

系统。第三，优化指挥调度。将各类交通信息要素有效结合，形成出行执法、运维监控以及智慧调度有机统一的信息

网络，搭建智慧交通应用平台。充分发挥指挥节点的作用，积极开展扁平化的指挥调度机制，提高指挥调度能力，实

现各部门的有机联动，进一步完善智慧系统的高效组织与协调能力，做到智能支撑与快速反应相结合，搭建有效的指

挥调度机制与模式。 

2.3 体系架构 

在搭建体系架构时，首先应对无感采集设备进行合理的覆盖与部署，形成集中式、关联式以及共享式的立体模式，

对各类交通要素进行多元化、全方位的掌控，能够准确把握微观目标与宏观态势，从而获得基础的数据支撑。另外，

应以共享为核心，对已有数据进行动态化处理，搭建逻辑一体、安全可控的智慧交通资源共享平台，通过对数据的有

效共享进而实现工作协同化发展目标，提高数据资源的价值，提高智慧交通的治理效果。利用大数据、互联网信息技

术对数据进行深度发掘，建立网络分析、时空数据等智能化算法模型，在对数据信息进行完善与发掘的过程中获得重

要的信息资源，实现对交通的有效把控，提高对未来的预测与感知能力。在互联网技术基础上，逐步形成开放性、系

统性的互动参与交通管理思维，将互联网等信息技术作为载体，促进智慧交通业务的积极开展与深度有机融合，开放

数据流通、获取渠道，以移动终端为切入点，实现传统交通数据的高效升级。利用完善的交通监测、管理、调控以及

指挥等系统，进一步实现交通系统业务的数字化管理
[2]
。 

3 新基建环境下智慧交通规划建设发展趋势 

3.1 催生顶层规划设计 

新基建的建设内容主要是指 5G、特高压、城际轨道交通、大数据以及人工智能等为主体的新型基础设施，其主要

可以分为基础、融合以及创新等三个方面。交通运输行业作为我国基础建设的重点领域，也是新基建建设内容的重要

服务领域。现阶段的智慧交通多存在重建设、轻规划的问题，容易造成资源和决策的失误，因而，顶层的规划与设计

在资源共享、系统能力的发挥以及功能的可持续性方面具有积极的意义。对智慧交通系统建设的以往经验进行总结，

在新基建的建设背景下，涵盖交通前沿领域的基础上，有助于催生新的制度设计与规划。现阶段呈现出两种必然趋势，

其中一种是已开展智慧交通顶层规划设计的，将不断深化智慧交通系统的内涵，并对其建设内容进行优化与延伸。另

一种则是下沉智慧交通的顶层规划，受财政、新技术限制的将进一步加强顶层的规划设计与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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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实现交通服务新模式 

人工智能系统的广泛应用与发展，将提高例如 AI 与视频分析技术的应用能力，对信号控制系统等实现更精准的应

用，提升智慧交通的水平。车辆与基础设施的智能化与自动化，为车路协同以及自动驾驶提供技术支持。新基建的环

境下，智慧交通系统能够充分把握出行者的信息与意愿，能够有效催生新数据产业链的形成，原始数据在此背景下更

容易当作生产要素进行市场的交易。海量的出行数据信息在服务出行中具有重要作用和意义。与此同时，智慧交通在

与其他行业进行数据融合的过程中，运用精准的服务技术，实现智慧交通+的应用场景，成为未来交通运输发展的核心

驱动力。新基建环境中，智慧交通的规划建设应重视网络传输、数据管理的安全性、规范性，以完善的法律法规，保

护出行者的安全与隐私
[3]
。 

4 结束语 

总而言之，经济社会发展离不开智慧交通水平的提高，在智慧交通发展的过程中，其技术与需求应抓好新基建的

建设机遇，利用物联网、大数据以及互联网信息技术，综合利用交通科学系统、知识挖掘等工具，以深度融合为目标，

通过建立动态的信息服务体系，优化行业资源配置、提升公共服务能力，进一步推动交通运输业的高效、安全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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