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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数智化转型推动交通运输现代化发展 

杨卫东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充分发挥海量数据和丰富应用场景优势，促进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赋能传统产

业转型升级，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当前，数智化转型已经成为推进交通运

输提效能、扩功能、增动能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实现交通运输现代化的必经之路。加快推进江苏交通运输现代化

示范区建设，应主动拥抱时代浪潮，推动行业发展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加快推进交通基础设施、运输服务、

行业管理、产业生态等领域数智化转型。 

夯实数字化交通基础设施基座 

强化数字赋能，打造数字交通感知网络。江苏率先在全国建成五峰山高速、太湖隧道等智慧公路项目，在沪宁高速打造全国

首创的大流量扩容平台，道路通行效率提升 15%以上。面向交通基础设施现代化的更高发展要求，未来要让更多的“哑设施”具

备多维监测、智能网联、精准管控、协同服务能力，推动交通基础设施全要素、全周期数字化。根据《江苏交通运输现代化示范

区建设方案》，“十四五”期间全省计划完成 1200 公里高速、普通国省干线公路及 700 公里干线航道的智慧升级。一是打造干

线公路车路协同应用样板。重点针对京沪、沪宁等车流量常年高居不下的高速公路进行智慧扩容，构建规模化车联网先导应用环

境，打造干线公路建管养运全过程数据传递及协同管控示范。二是打造智慧跨江桥隧建设样板。针对江苏南北交流频繁，过江通

道日趋饱和（已建成 17座过江通道，日均车流量高达 70万辆次）实际，加快推进常泰长江大桥、江阴靖江长江隧道等工程智慧

化建设，打造全数字化桥隧。三是打造智慧水运发展样板。重点围绕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推进京杭运河智慧航道建设，推动港航

基础设施数字化、运行调度网络化。 

强化数据驱动，探索交通资产数字化管理模式。江苏交通资产密度位于全国前列，交通资产管理需求不断提高，传统依靠人

工经验决策的资产管理模式难以适应未来发展要求。因此需要以数据为驱动，强化资产管控、动态感知和决策分析能力，构建成

套的交通资产智慧运维体系，实现交通资产数字化、感知设备智能化和运维决策智慧化。 

强化数据共享，提升数据资源支撑综合管理能力。江苏已初步建成省级行业数据中心，实现全省公路、水路、航空等数据资

源在省级层面的汇聚。依托全省一体化大数据共享交换体系，未来要重点推动长三角区域的交通大数据跨层级、跨区域、跨行业

的共享交换，同时强化交通与公安、应急、口岸、海事、水文、气象等部门的数据交换共享，同步完善数据质量管理、交换标准

和安全防护机制。推动条件成熟的交通运输领域公共数据合规开放，建立完善数据分类分级管理和个人信息保护等安全机制。 

提升智慧化客货运输服务能力 

构建智慧融合的一体化客运服务系统。加快形成以大容量公共交通运输为主的出行服务体系，实现不用私家车也可便捷出

行。一是提供全链条、多方式、一站式出行服务。倡导“出行即服务（Maa S）”理念，推动铁路、民航、公路、公共交通等不

同运输主体之间的运行协同、服务融合和管理联动，打造票制互通、安检互认、信息共享、支付兼容的一体化运输服务体系。推

进第三方出行服务平台整合不同运输方式资源，打造数字化出行助手，为旅客提供客票信息查询、跨方式出行规划、联程客票代

购等便捷服务。二是加强智慧公交系统应用及推广。立足优化公交全环节的使用体验，推动公交管理侧、服务侧、设施侧全方位

智慧化改造，通过搭建智慧公交云平台，形成涵盖“人—车—站—线”的智慧公交出行网络，推动 SRT（智慧轨道公交）、BRT（快

速公交）及智慧常规公交等系统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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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信息壁垒，建立智慧物流服务体系。发展智慧物流是实现降本增效的重要手段，对于提升全社会物流运行效率与服务水

平至关重要。一是突破各运输方式间信息孤岛。依托省港口集团、省班列公司等，构建“政府推动、市场化运作、多方参与”的

多式联运数据交换平台。完善“一单制”服务规范，打造全程可视、智能跟踪、安全可控的多式联运一单制服务。二是突破各运

营主体间信息屏障。充分发挥网络货运平台在整合中小货主企业、物流企业、个体司机等方面的优势，鼓励支持龙头平台企业发

展，加快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在车（船）货智能配载、安全运输、路径优化等领域的深度应用。三是突破物流

设施间信息隔阂。着力推进物流园区作业自动化、过程可视化、产品追溯化、设施数字化、管理智能化改造，实现园区内人、车、

货、基础设施的全面互联和高效协同。 

提高精细化行业治理水平 

激发数字潜力，提升交通运输数字化监管能力。推动交通运行状态实时监测、问题诊断及智能决策，实现交通问题自动诊断、

动态交通组织优化、智能综合方案自动生成、优化方案仿真分析。在综合执法、安全生产监管等领域，建立集情报分析、指挥调

度、精准勤务、勤务督查、信息服务于一体的可视化指挥调度系统。推动交通基础设施云端运维管理，探索交通基础设施身份制，

实现对设施全生命周期的可视化实时管理及运维分析。 

强化安全保障，提升交通运输数字化管控能力。推进电子运单技术在危险货物运输监管中的应用，实现危险货物运输车辆全

过程、全网络监管。完善并推广港口安全智慧监管平台，实现对港口企业“实时、实景、实控”安全监管。提高疫情防控条件下

交通管控效率，探索运用大数据技术，打通卫健、公安、工信等数据接口，利用数据的自我关联验证，减少卡口人员的核验、登

记工作量，提高查验效率和准确度。 

构筑数智化产业生态体系 

整合创新资源，推动产学研协同创新。2022 年 5 月发布的《江苏省数字交通技术需求清单》涵盖了交通基础设施数字化建

管养、交通智能装备及技术、高效便捷运输服务技术、安全保障及协同管控、交通新基建等 5大类 22项具体需求，鼓励以企业

为主体、高校院所为支撑、联合大中小企业共同组建创新联合体进行攻关，促进技术研发与产业落地共同发展，提升创新整体效

能。聚焦智能终端、载运工具、车路协同和运输服务等领域，着力培育建设交通科技创新平台。充分发挥江苏智慧交通研究院、

智慧交通产业联盟等平台的集聚作用，在电子元器件、终端设备、软件开发、数据和算法、系统集成等方面整合产业链上下游资

源，打通全产业链的技术瓶颈。 

聚焦优势领域，打造产业集群高地。推动智能驾驶产业集群发展，发挥南京、苏州、无锡等城市先研优势，开展基于车用无

线通信技术（V2X）的自动驾驶公交和 5G自动驾驶集装箱卡车等示范应用。在盐城、苏州等城市开展装配式工业化智能建造产业

落地示范。支持智慧公交、智能停车、城市轨道交通装备、车路协同终端等产品研发，扩大数字交通技术和产品的规模化应用，

培育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壮大数字交通产业集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