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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与移动互联时代一



互联网与移动互联时代——互联网

截止2014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6.32亿，世界第一。其中手机网民规模

达5.27亿，占网民总数的84% 。短短20年，中国已成为世界网络大国。

典型特点是信息展示，单向的互动。阿
里巴巴创办，博客、QQ诞生，百度、
新浪、网易等。进入商业时代。

1994-2002
Web1.0，门户时代

典型特点是UGC（用户产生内容）。淘
宝、支付宝诞生，iPhone发布，谷歌改
良，走入移动互联时代。

2002-2009

Web2.0，搜索/社交时代

由智能移动设备为代表的移动互联网的
鼎盛发展时期。团购网站，腾讯微信，
余额宝诞生

2009之后-

Web3.0，大互联时代



互联网与移动互联时代——移动互联网

 全球移动设备销售2013年已达到

PC的两倍，PC所占份额越来越小

，人们现在处于手机、电脑、平板

、电视的四屏世界。

 2014年6月，我国网民手机上网的

人群首次超过传统PC，手机已经

成为新增网民上网工具的首选。

 QQ有8.2亿/月活跃用户，手机有

5.42亿/月活跃用户，微信4.68亿/

月活跃用户



互联网与移动互联时代

互联网已经深刻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购物
方式 冲动消费

交往
方式

沟通更紧密

娱乐
方式

生活
方式

随时随地

说走就走 想要就要



互联网与移动互联时代

强调服务化 分享型经济

大数据发展微经济发展

互联网将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新引擎

互联网发展还将继续改变我们的生活？！

从产品到服
务化
汽车将成为
钻得进人的
大号手机

实现所有权和
使用权的分离
资本稀缺性流
失，更注重个
人创造性劳动

不就业，但有
工作，通过创
造性劳动，获
得利润，过着
自尊、自豪的
“知本家”生
活

应用导向，促
进业务深度融
合。



以2014年11月数据为例，成功订单数439.3万单，日均14.6万单，最高22.4

万单（11月6日）。传统电召日均成功订单1336单，手机电召占99%，已成为主

流。

互联网+出租汽车->电召服务

案例分享



满足各种交通方式出行者需求

交通信息服务产业链初步形成 实时公交&北京服务您

 自主研发了国内首款具有知识产权的动态路况信

息服务系统，通过网站、手机、导航仪、微博向公

众提供实时路况服务

 自主研发了实时公交服务系统，公交乘客通过手

机软件可查询车辆到站时间和距离，已覆盖241条

线路，用户数量80万人，每天使用达7.8万人

交通信息服务

案例分享



 大型停车场基本建成智能停车管理系统，在CBD、金融街、中关村
等区域提供动态停车诱导服务，建成路侧停车电子收费系统。

 无忧停车手机软件提供2000多个动态车位寻找、车位预定、停车导
航、车场定位寻车、智能缴费服务。

 建成公共自行车服务系统，开通易信和微信公众服务号，投入运营
车辆27000辆，近期租还总量日均约15万次。

交通信息服务

停车电子地图 公共自行车

案例分享



案例分享

大数据处理平台投入使用，计算

33亿条出租车数据，计算耗时

由原来40小时缩短到30分钟，

提高80倍。



在德国，汽车共享经历了17年发展，会员人数从最初的1.9万人发展到45.3万人，共享车辆

数达到1.1万辆。例如戴姆勒-奔驰（Car2Go）、大众公司（Quicar）和宝马公司（DriveNow

）。德国铁路公司（DB）也利用自己遍布德国城市的火车站周边用地的资源提供汽车共享服务

，其会员人数已经超过20万。

汽车租赁+移动互联 ->汽车共享

案例分享



国内起步比较晚，截止2013年底仅有少数城市示范应用，如杭州（车纷享

）、北京（易卡租车）和深圳（微公交），车辆不足800辆。

2014年出现了汽车共享企业，以租赁汽车为主要车源，比较典型的有易到

用车等。

北京的恒誉租车（北汽和富士康合资新成立），以新能源车为租赁车。

分享型经济，从所有权到使用权的转变

改变人们的消费方式和出行习惯

汽车租赁+移动互联 ->汽车共享

案例分享



智慧交通？

智慧城市是运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空间地理信息集成等新一

代信息技术，促进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和服务智慧化的新理念和新模式

。

八部委智慧城市框架



2012年，北京市颁布了《智慧北京行动纲要》，明确了智慧城市建设

重点领域的发展目标、行动计划和关键举措。

交通智能管理服务：建设全路网智能监控体系，完善交通智能控制体系，推动各类交通信息共
享，开展与周边地区的协调联动，实现联动管理。提升车辆的智能化水平，推广车辆智能终端
、不停车收费系统（ETC）、“电子绿标”等智能化应用，加强营运车辆的智能化管理和调度。
加强交通信息服务，在公共收费停车区域（场）推广停车电子计费系统，以多种方式为出行者
提供全面及时的出行服务信息。

智慧交通？



16

智慧交通？

智慧交通是智慧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人为本
快乐出行

人车路环境
互联互通

智能决策
精准服务

公众参与
平等服务

智慧
交通

基本特征

自我反馈
自我调节

知识工程

物联网
云计算
大数据



北京市智慧交通的顶层设计二



• 规划统筹，标准先行

• 重点突破，问题导向

• 政府引导，企业主体

• 资源集约，多元投资

北京市智慧交通的顶层设计

交通运输业务目
标与信息化需求

交通运输发展
现状及趋势

总体
框架

业务架构

系统架构

资源架构

基础设施架构

标准
政策

保障
机制

智慧交通项目建设清单

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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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建设“综合交通、智慧交通、绿色交通、平安交通

”的总要求，建成更加全面、高效的交通运输运行感知网络

，交通运输信息资源的深度开发与综合利用水平大幅提高，

支撑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发展，促进交通运输节能减排，使百

姓出行更加便捷，交通拥堵有效缓解，市民满意度明显提高

，支撑“安全、畅通、便捷、绿色”现代交通运输体系。

总体目标

北京市智慧交通的顶层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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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监管服务体系

公众出行动态信息服务体系

共性支撑平台

网络基础设施

标
准
规
范
体
系

网
络
与
信
息
安
全
保
障
体
系

智慧交通配套产业

行业运营管理服务体系

信息资源共享服务体系

交通基础设施和载运工具运行状态感知体系

智慧决
策体系

智
慧
服
务
体
系

大数据
资源池

打造“5+3”智慧交通体系框架

北京市智慧交通的顶层设计



综合监管服务体系

公众出行动态信息服务体系

共性支撑平台

网络基础设施

标
准
规
范
体
系

网
络
与
信
息
安
全
保
障
体
系

智慧交通配套产业

行业运营管理服务体系

信息资源共享服务体系

交通基础设施和载运工具运行状态感知体系

智慧决
策体系

智
慧
服
务
体
系

大数据
资源池

打造“5+3”智慧交通体系框架

北京市智慧交通的顶层设计



北京市智慧交通的顶层设计

建设内容：截止到2017年，计划实施25个重点项目

 交通基础设施和载运工具运行状态感知体系

地面公交车和郊区客运班车卫星定位系统全覆盖；重点地

面公交场站、轨道交通站点及换乘通道、综合运输枢纽视频

监控全覆盖，客流采集范围达到80%以上；实现停车位“一位

一编号”；高速公路监测和服务全覆盖，国省干线监测和服

务达到90%以上；基本实现全行业全方位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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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智慧交通的顶层设计

 公众出行动态信息服务体系

发挥市场主体作用，建设综合交通信息社会化资源平台，

更加注重用户体验和个性化、差异化需求，提供全路网多方

式一体化全出行链的综合交通信息服务，突破地面公交、轨

道交通实时客流发布等关键技术，使百姓出行更加便捷，市

民满意度明显提高。

 信息资源共享服务体系

开展交通大数据应用关键技术研究，建设完善交通大数据

平台，形成全行业数据集聚、跨业务共享、跨部门服务的数

据资源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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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业运营管理服务体系

建立互联互通的行业运营、管理与服务系统,包括地面公

交、轨道交通、出租汽车、停车、“两客一危”等交通运输

和交通基础设施，提高行业管理和企业运营服务水平。

北京市智慧交通的顶层设计

 综合监管服务体系

建设完善行政审批、行政执法、电子监察、交通执法、安

全监管、交通仿真、决策支持、节能减排监测和统计等系统

，提高综合监管效率和决策水平，实现精细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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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交通时代的思考三



互联网交通时代的思考

互联网思维？

跨界思维平台思维
大数据
思维

社会化
思维流量思维

迭代思维

极致思维粉丝思维 简约思维对用户、市场
和产品的理解

用户至上
体验至上

创新流程
迅速迭代

口碑营销
众包协作

去中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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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运输是基础性、先导性、服务性行业，基本要素是人

、车、路、环境。

 交通运输是人和物的移动，但其根本是为满足人的生产、

生活需求。

 移动互联网时代，乘客群改变了，85后和90后成为消费主

力，追求个性，参与感强；习惯改变了，从搜索变为刷屏

，从理性消费变为冲动消费，高粘度、高频次、碎片化。

互联网交通时代的思考



互联网交通时代的思考

处
理

网
络

采
集

PC机、笔记本 智能移动终端

专网、互联网 移动通信网络、下一代互联网

服务器、小型机
关系型数据库、数据仓库

云基础资源池、大数据

独立式信息采集 协作式、交互式信息采集

应
用

技术架构的改变

http://ico.ooopic.com/icon/314780.html
http://ico.ooopic.com/icon/31478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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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交通时代的思考

规模化、多样化、市场化的智慧交通推进模式需从以下三方面进

行考虑和设计：

解决思路

实施内容

面临问题

资源整合

用户体验

长效机制

监管保障

政企合作

共享资源

共建服务

资源平台

共建服务

市场运作

体系保障

推进模式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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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体验不好

精细化不够

缺乏个性化服务

良好用户体验

精确满足需求

满足个性化需求

推进模式的创新——面临问题

让交通信息服务的应用更“接地气”！

互联网交通时代的思考



服务内容要求：从单一的路况信息转向整个出行链的一体化综合信息服务

互联网交通时代的思考

单一路况信息

一体化
综合信
息服务

地面
公交

慢行
交通

服务方式要求：以网站、车载导航终端为主转向以智能移动终端为主的多
样化信息服务手段

服务形式多样化！交通信息服务对数据要求更全面、更实时！整合困难！

推进模式的创新——面临问题



建设
资源平台

引入市场
机制形成
产业链

创新模式
推动信息服务
规模化发展

打造三个
体系

资源开放平台

打造三个体系

实现两个对接

引入市场机制

实现规模发展

总体思路

推进模式的创新—思路及措施

互联网交通时代的思考



打造三个体系

实现两个对接

推进模式的创新—思路及措施

共享资源、共建服务

开放平台 百度POI百度地图

百度大数据 精英app开发团队

智慧交通发展趋势



建立交通信息服务生态循环，鼓励行业企业与社会企业合作，利用互

联企业的资金优势和盈利模式，维持上游行业企业的数据质量和交通信息

服务资源平台的维护，实现可持续发展。

引入市场机制

推进模式的创新—思路及措施



谢 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