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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互联网+便捷交通的认识和实践 



     北京市交通委自2003年成立以来，一直将智能交
通建设作为促进首都交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
北京交通行业信息化、智能化从小到大，主要经历
了三个发展阶段。 

打基础阶段 

（2003年至2005年） 

快速发展阶段 

（2006年至2009年） 

深入融合阶段 

（2010年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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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智能交通取得的成果 

       通过加大信息化建设促进交通行业协调发展已成为行业共识，智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持续加大，

信息化从技术驱动开始向业务驱动转化，信息化应用逐步深入，全面支撑交通运输管理及服务各项核心业

务。 

 综合监测与智

能决策水平国

际先进 

 智能感知和大

数据处理能力

大幅提升 

 行业核心业务

协同能力有效

增强 

 综合交通出行

服务深度广度

持续拓展 



路政管理、运输监管、行政许可与电子监察、交通执法、应急及重大活动保障以及节能减排等方面基本实现

信息化、平台化。 

行业核心业务协同能力有效增强 

路政管理 
行政许可与电子监察 

建成首个省级公路路网管理

与应急处置系统。 
推出行政许可事项场景化办事服务大厅，实

现委系统全部许可事项的引导式办事服务； 

初步建设完成全委电子监察系统、交通行业

质量信誉考核系统。 

建成交通执法处罚管理信息系统，覆盖

8个运输行业中的113个执法事项； 

建成交通执法总队监控指挥系统； 

完成全市14个示范综检站系统和全市治

超监管系统建设。 

执法监督 

北京智能交通取得的成果 



地面公交、轨道交通、高速公路、综合枢纽等重点行业企业实现了企业运营管理与服务信息化的全覆盖 。 

行业核心业务协同能力有效增强 

 地面公交：建设完善公交智能调度系统、地面公交图像信息管理系统，建设定制公交电子商务平台； 

 轨道交通：建成地铁土建设施养护维修管理信息系统，完善了

地铁运营防灾减灾、安全管理、能源计量与管理、信息服务等

系统； 

 高速公路：建成高速公路运营智能信息管理平台；建成企业级

道路养护巡查管理系统； 

 综合枢纽：建成公联枢纽综合监控管理平台，建设了四惠、宋

家庄等智能化枢纽管理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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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成首个省级综合交通运输运行监测协调中心TOCC，实现19个交通领域、多粒度的动态运

行监测和协同服务，23950路交通相关视频的统一集成应用以及公众信息统一发布，全面支

撑委系统及行业企业的业务应用。 

 国内首次发布交通指数，实现一体化的交通仿真支撑技术体系，建立多层次交通拥堵评价、

公共交通运行评价、公路运行评价体系。 

TOCC、交通指数 

北京智能交通取得的成果 



  行业数据资源得到了进一步的整合，GIS-T、网络系统进一步完善，行业信息安全水平进一步

提高，车辆卫星定位监控、路况监测、客流监测等感知设备覆盖程度大幅提升。 

交通大数据 

 建成交通行业大数据中心，整合并实时接入

了40余个交通运输业务系统，8000多项数据，

数据存储量达51TB，每天新增的数据量达到

28GB。通过数据共享交换平台向交通运输部、

市公安交管局、市应急办、各区县政府等20

余个企事业单位，36个业务系统提供连续数

据共享服务。 

北京智能交通取得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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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诞生（记录信息） 

对世界认知的分享，加
快进化速度，是人类出
现的一个重要力量 
 

造纸与印刷术（记录、存储、传播信息） 

实现信息远距离和广泛
传播，催生了近代文明 

文字出现（记录、存储信息） 

记录历史，人类文
明产生的基础 

计算机与通信 
大容量、远距离、低成
本的信息传输和存储，
产生了现代文明 

电报、电话、电视、广播 

19世纪    20世纪 1000年前 3500年前 5万年前 

信息革命的演化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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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网-----万物互联 

云存储----海量信息保

存 

移动互联网----随时

随处访问信息 

大数据 
人工智能 

信息记录 

信息存储 

信息应用 

信息传输 

“互联网+”的时代正在进行 



交通基础设施水平（--交通部《我国交通运输对标国际研究》） 

指标 美国 日本 德国 中国 中国排名 

公路里程 654.84 121.27 23.05 457.00 2 

高速公路 7.6 0.79 1.3 12.3 1 

内河航道 4.05 0.18 0.77 12.6 1 

铁路 22.16 1.99 4.13 12 2 

高铁 362 2388 1334 19000 1 

民用机场 542 175 77 

（2012年） 

210 15 

城市轨道 3195 1 

运输网密度 71 327 78 50 

运输网总规模 681.05 123.43 279.5 481.6 2 



运输装备水平（--交通部《我国交通运输对标国际研究》） 

指标 中国 中国排名 

船舶净载重量 2.72亿吨   

动车组 12.3 1 

运输飞机 2650 

我国虽然不掌握运输装备部门核心技术，当时通过引进吸收，在高档汽
车、专业货运车辆、大型远洋船舶、支线飞机等运输装备水平也和世界
水平基本一致。 



安全性（--交通部《我国交通运输对标国际研究》） 

美国 德国 中国 

33561 4009 59997（仅仅营运车
辆事故死亡人数） 

2012年各国道路交通事故死亡人数 

美国 日本 德国 中国 

0.69 0.78 0.6 2.03 

2011年各国道路交通亿车公里事故死亡人数（人/亿车公里） 



交通运输生产率（--交通部《我国交通运输对标国际研究》） 

指标（2012年） 美国 日本 中国 

GDP（亿美元） 161630 59389 84781 

交通运输业增加值
（亿美元） 

14250 2961 3771 

占GDP比重（%） 8.8 5.0 4.4 

交通运输从业人员
（万人） 

848 340 4000 

人均增加值（美元） 183815 106029 9426 

物流成本占GDP比重
（%） 

8.5 8.8 18 

      交通运输业人均GDP贡献来看，为美国的二十分之一、不到日本的
十分之一。这说明我国交通运输生产效率较低，以低水平劳动为主。 



      我国交通基础设施位居世界前列，高铁、高速公路、内河航道处于世

界领先水平，交通运输装备整体水平较高。但是交通运输总体服务效率较

低，还是依靠大量廉价劳动力支撑行业发展，信息技术、专业化水平、自

动化装备应用还不够广泛。 

       交通运输已走过了“大干快上”的建设期，如何提高交通运输效率，

提升交通服务水平，满足国内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支撑国家战略目标，是

今后交通运输发展的主要方向，也是互联网+交通发挥作用的主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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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的认识： 

     信息化只是一种技术手段，是用来实现交通管理现代化的一种方法和

工具。 

深入的认识： 

 信息化不仅仅是一种技术手段，还是一种生产要素，是提高生产效率

和生产质量的变革力量。 

 信息化是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引起管理流程和管理模式的变

革。 

 交通智能化和交通运输现代化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相互融合。 



2015年，《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 

提出十一个“互联网+”重点行动，包括”互联网+ ”便捷交通行动，加快互联网与交

通运输领域的深度融合 

2016年，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联合下发《推进“互联网+”
便捷交通 促进智能交通发展的实施方案》 

共列出重点示范项目27项，其中北京市主责项目1项 

2017年，交通运输部办公厅下发《推进智慧交通发展行动计划（
2017-2020年） 

明确智慧交通发展的工作思路、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共列任务12项。 



二、方案内容 

• 提升交通服务品质，增强百姓获得感 ① 

• 提高交通运输效率，缓解城市交通拥堵 ② 

• 提高科技创新能力，打造自主创新品牌 ③ 

• 推进数据应用创新，提升科学决策水平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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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委牵头编制《北京市关于贯彻<推进“互联网＋”便捷交通  促进智

能交通发展的实施方案>的工作方案（2017-2020年）》 



交通运输方式 
智能化提升 

（ 5 项） 

智能
公交 

智能
停车 

智能
轨道 

智能
高速 

网联
汽车 

副中心 

智慧交通 

京津冀 

TOCC 

智能交管 智慧出行
服务 

培训教育 

交通数据云 

1 

3 
2 4 

5 

1 2 3 4 5 

城市交通管理
与服务 

（ 5 项） 

交通大数据 

（ 1 项） 

11个重点项目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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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公交服务 

（1）公交车WIFI全覆盖：所有2.3万辆地面公交

车,实现车内免费WIFI上网 

（2）公交车厢拥挤度预报：为乘客提供实时的车

厢拥挤程度信息预报 

（3）高铁快巴服务：与铁路12306售票系统对接

，为高铁提供定制化公交接站服务 
19 

交通运输方式 
智能化提升 

（ 5 项） 

智能公交 智能轨道 智能停车 智能高速 网联汽车 



智能轨道示范工程 

   （1）全自动驾驶：燕房线全线示范应用 

   （2）轨道专用通信系统：研制轨道车车通信、车地通

信专用信号系统 

   （3）大数据驱动的轨道综合维修保养系统：轨道设备

运行数据、故障报警数据的全流程监测和应用 车辆MSS系统 通信MSS系统 信号MSS系统 机电MSS系统

专用网络

信息融合、智能分析

数据采集层
线路/供电

AFC/FAS等

数据分析层

综合应用层

综合
调度
指挥
平台

专业
管理
平台 车辆平台 通信平台 信号平台 机电平台 线路平台 供电平台 其他专业平台

存储处理层
轨道交通大数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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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方式 
智能化提升 

（ 5 项） 

智能公交 智能轨道 智能停车 智能高速 网联汽车 



智能停车示范工程 

（1）路侧停车电子收费：在城六区和副中心建设路侧停车电子收费系统，

包括停车自动检测、电子收费、清分结算、收费稽查 

（2）全市停车资源管理系统：建设全市统一的停车资源管理平台，实现停

车普查数据、停车场运行数据、企业和从业人员数据的整合、动态更新和信

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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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方式 
智能化提升 

（ 5 项） 

智能公交 智能轨道 智能停车 智能高速 网联汽车 



智能高速示范工程 

（1） 新机场智慧高速公路：服务新机场，实现消冰除雪、合流区预警 、可

变限速、互联网支付、全景采集、大数据分析等功能 

（2）延崇高速（北京段）绿色公路：服务冬奥会，实现防冰雪路面、新能源

利用、污水及水质监控、BIM技术应用、能耗与环境监测 

22 
注：BIM--建筑信息模型 

交通运输方式 
智能化提升 

（ 5 项） 

智能公交 智能轨道 智能停车 智能高速 网联汽车 



智能网联汽车示范应用 

（1）国家智能汽车与智慧交通示范区：依托亦庄开

发区，建设开放环境及封闭环境的试验场 

多车试验 单车试验 

监控中心 

（2）智能交通新技术实验测试和评估：智能停

车、电子车牌、智能收费、交通流协同、网联汽

车等 
23 

交通运输方式 
智能化提升 

（ 5 项） 

智能公交 智能轨道 智能停车 智能高速 网联汽车 



交通大数据（ 1 项） 交通大数据应用工程 

（1）建设交通行业云：推动交通行业应用

系统迁移上云，建设“云上交通” 

（2）数据共享互通：推进与交管、环保、

铁路、民航、邮政的细颗粒度数据共享 

（3）大数据挖掘分析应用：拥堵成因分析

、交通指数修正、交通需求预测等 

24 



25 

副中心 
智慧交通 

京津冀 
TOCC 

智能交管 一体化出行 培训教育 
城市交通管理

与服务 

（ 5 项） 

北京城市副中心区域智慧交通管理和服务 

（1）副中心智慧路网： 

路网感知设备全覆盖（交通流量、道口监

测、事故检测、水位监测、轴距测量等） 

道路基础设施的三维可视化管理 

交通预警和管控信息服务 

（2）副中心智慧交通系统： 

“互联网+”定制公交服务 

智能分时租赁服务 

智能停车服务 

慢行系统信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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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中心 
智慧交通 

京津冀 
TOCC 

智能交管 一体化出行 培训教育 
城市交通管理

与服务 

（ 5 项） 

京津冀区域TOCC北京分中心 

      在现有北京市TOCC的基础上，建设北京城

市副中心TOCC，作为京津冀区域TOCC的重

要组成部分。 

（1）京津冀交通信息互联互通 

（2）一体化监测预警预测 

（3）一体化运输服务 

信息互联
互通 

信息服务
一体化 

监测 
一体化 

运输监管 
一体化 

注：TOCC—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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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中心 
智慧交通 

京津冀 
TOCC 

智能交管 一体化出行 培训教育 
城市交通管理

与服务 

（ 5 项） 

智能交通管理示范工程 

（2）基于大数据的信号配时优化：

主干道路的绿波协调，路口、重要桥

区及联络线关键节点灯控路口信号配

时优化调整 

（1） 北京交警APP：完善各项服务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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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中心 
智慧交通 

京津冀 
TOCC 

智能交管 
智能出行 

服务 
培训教育 

城市交通管理
与服务 

（ 5 项） 

“互联网+”一体化出行服务 

（1）交通行业数据向社会开放共享：推进公交、地铁、高速等行业数据与社会化

数据融合利用 

（2）全链条出行服务：与主流互联网企业合作，实现全链条、一站式信息服务 

出行碳足迹 全链条出行服务 VR实景导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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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中心 
智慧交通 

京津冀 
TOCC 

智能交管 一体化出行 培训教育 
城市交通管理

与服务 

（ 5 项） 

“互联网+”交通技术技能培训教育 

“互联网＋”交通职业教育平台：整合交通职业教育优质资源，对

接国家专业资源库，实现网上自主学习、职业培训、技术研发服务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