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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智慧交通 满足人民美好出行需要 

焦亚飞 

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赋予了交通“现代化开路先锋”的历史新定位，并提出

“要大力发展智慧交通和智慧物流，推动大数据、互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与交通行业深度融合，使人

享其行、物畅其流”。江苏省第十四次党代会提出“要充分发挥交通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先行作用，大力推进交通强

省建设，着力打造交通运输现代化示范区”以及“要让全省物流运输更加畅通高效、人民群众出行更为便捷舒畅”

等重点要求。近年来，苏州交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把“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出行的需要”作

为工作出发点和落脚点，倾力打造现代智慧交通，让群众出行“选择更多、通行更畅、服务更好”，不断提升群众

出行的幸福感、获得感和满意度。 

推动交通设施智能化，让出行环境更“舒畅” 

交通设施是服务群众出行的重要支撑。我们积极响应部、省有关交通新基建的建设要求，推进全市新型基础设施发展及传统

基础设施数字化改造，构建交通基础设施数字化底座，以交通设施智能化为着力点，支撑行业数字化应用，形成数据驱动交通发

展新模式，进一步畅通出行环境。 

满足多场景应用，公路实现智能化升级。 

一方面，依托 G524 常熟段、苏台高速江苏段、沪宁高速阳澄湖服务区等道路基础设施建设的契机，加快智能化升级步伐，

推出停车信息诱导、交通事故预警、恶劣天气提示等便民服务信息，帮助公众合理规划出行路径，其中 G524常熟段项目入选《交

通运输部第三批绿色公路建设典型示范工程》。另一方面，抢抓国家鼓励发展智能网联汽车有利契机，发挥常熟市、吴中区、相

城区、工业园区等区县板块产业先发优势，在持续推进综合交通基础设施“一张图”和规模化建设智能网联公共测试道路基础

上，持续开展无人小巴、无人出租车、无人配送、无人物流等自动驾驶场景示范应用，面向公众提供智能、便捷、舒适的试乘体

验，先后获批江苏省首个车联网先导区、首个数字交通示范区。 

解决高技术难题，水运迎来数字化发展。 

对全市 2786 公里航道，通过应用水下多波束扫测技术，实现对水下三维地形的全面感知，精准定位障碍物，为航道清淤、

环境畅通提供支撑，目前该模式已在全省推广。面对工程建设周期长、影响范围广等瓶颈，创新应用桥梁整体顶升技术，以最快

速度、最少损耗完成江浦路吴淞江大桥改造工程。与拆除重建相比，采用顶升改造方案使项目节约资金 9200万元，缩短工期 15

个月，项目荣获交通工程领域“詹天佑”奖。 

增强交互式体验，出行发挥网络化优势。 

城际出行方面，实施苏州火车站北广场智慧车站改造工程，围绕乘客的出行前、出行中、出行后，提供线上售票、刷脸过闸、

换乘提醒、周边推荐等智能化服务。市域出行方面，在古城区域南门路等公交站台试点新型智慧站牌，新增触摸屏交互、语音播

报、盲文引导等功能，便利儿童、老人、残障人士等群体使用，提供多元化服务。 

推进行业治理现代化，让出行保障更“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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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治理是服务人民群众出行的重要保障。我们坚持聚焦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以交通行业精准治理为助推器，进

一步提供可靠出行保障。 

行业监管力度加大。 

上线公路运输超限超载联动治理平台，精准打击超限超载运输行为，将公路平均超限率控制在 0.2%以下，杜绝重特大交通

事故发生。上线危险货物道路运输监测系统，实施苏州市域危险货物运输全过程闭环监管，确保危险货物运输全程安全可控。上

线交通运输行业“互联网+监管”系统，将信用体系建设融入交通发展大局，推动行业治理由“管行为”向“管信用”转型，营

造守信、安全、可靠的交通运输服务环境。 

安全应急响应提速。 

通过苏州市交通运输应急指挥中心（TOCC），强化省市县应急联动响应，依托视频辅助、数据监控等智能化手段，进一步提

升道路交通突发事件处置效率。去年“十一”黄金周期间，故障处置 30分钟到达率和 60分钟通行率分别达到 98.06%和 99.95%，

有效改善了人民群众假日期间出行体验。 

政务服务水平提升。 

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推动“一网通办”，实现道路和水路高频事项“一窗办结”。实施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从业人

员资格证等电子证照互认共享，引导群众少跑腿、数据多跑路。打造“苏式配送”城市绿色货运配送模式，以信息化手段提供在

线申请通行证，为全市 5700余辆新能源配送车提供服务，助力苏州创建全国绿色货运配送示范城市。 

推进对外服务个性化，让出行体验更“优越” 

对外服务是服务人民群众出行的直接体现。我们牢牢秉承“满足人民群众美好出行需要”的服务宗旨，以提升对外服务水

平为落脚点，进一步改善出行体验。 

推陈出新打造新业态。 

客运出行方面，推出“巴士管家”线上线下综合客运服务平台，服务范围覆盖全国 27省 260多个地级市，旗下注册用户数

超 4000万，市场占有率位居全国公路联网售票类软件之首，可提供城际拼车、机场接送、定制班车、运游结合等多样化出行服

务。公交出行方面，依托大数据对公交出行需求、流向等进行分析，推出定制公交、通勤通学、休闲旅游、生活购物、医疗卫生、

助农助残、交邮惠民等多类特色功能线路 86条，到今年 5月已经服务超 150万人次。 

与时俱进引入新技术。 

公交方面，率先实施扫码支付技术改造，全面兼容支付宝、微信、电子市民卡等多种二维码支付手段，并依托“苏周到”APP

提供苏州大市范围内公交、地铁扫码乘车服务。疫情期间及时上线城市公交乘客健康信息核验功能，市民仅亮一码（仅刷一卡）

即能便捷乘车，便利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的公交出行。依托苏州市交通运输应急指挥中心 7×24工作模式，全量接入 49624路

监控视频，累计汇聚分析数据 2100 亿条，利用大数据分析和视频上云技术，面向公众提供高速公路拥堵预警和现场视频画面，

实现拥堵信息提前感知，方便公众提前做好出行规划。此外，还引入数字货币技术，通过发放数字人民币红包，鼓励公众绿色出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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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打造智慧出行综合服务平台。 

2023 年 10 月，第 29 届智能交通世界大会将在苏州国际博览中心举办，这一堪称智能交通界“奥运会”的大会，将吸引世

界各地的交通行业政府官员、科研学者、广大企业家和爱好者参会。为更好服务参会人群，并利用办会契机打造亮点项目，我们

积极响应“出行即服务（Maa S）”理念，目前正联合公安部交通管理科学研究所、浙江大学等单位，以实施科技部“综合交通

运输与智能交通”重点研发计划为载体，研究打造“一站式、全过程”的智慧出行综合服务平台。同时，积极响应“新基建”建

设要求，联合中国移动等单位，以实施国家发改委“5G 车联网城市级验证示范项目”为载体，持续开展自动驾驶车路协同场景

建设，力争实现智能环卫、智慧物流、智慧停车、智慧出行、智慧公交等场景的商业化运营。 

面对“一带一路”建设、长江经济带发展、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和中国（江苏）自贸区建设等“四大国家战略”叠加的历史机

遇，我们将继续围绕交通运输现代化、交通强国先行示范等战略目标，以“一流设施、一流技术、一流管理、一流服务”为工作

导向，深刻把握江苏省、苏州市推进数字经济发展和数字政府建设的战略机遇，进一步强化使命担当、顺应群众期盼，不断完善

交通出行服务内容、运行环境、出行体验，努力向人民群众交出满意答卷，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