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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B8_82_E5_8C_96_E5_c61_533646.htm 为交通所苦的大城市

，想出了种种办法去解决所面临的现实难题，智能交通成为

一种选择。 上世纪80年代，智能交通系统(ITS)概念被正式提

出，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先后加大了ITS研发力度，并根据

自己的实际情况确定了研发重点和计划。90年代，面对交通

拥堵的烦恼，日本就选择了技术手段作为解决问题的思路之

一。在美国国家地理频道一个关于《智慧汽车》的节目中就

曾描述了这样的场景：东京交通警察局总部市区交通控制中

心，可以通过电子大屏幕，监看东京市若干公里长的回堵流

，再由电子标志牌告诉行人回堵流与交通流量速度，并将资

料处理加工成便于利用的形式提供给路人。 今天，美欧日

的ITS正处于产业形成和大规模应用阶段，ITS成为交通业的

发展趋势已成为共识。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智能交

通在20世纪90年代也被提上日程。1999年11月，科技部批准成

立“国家智能交通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从协调组织的

角度考虑，科技部牵头组织交通部、公安部、建设部、铁道

部、国家技术监督局等有关部门共同筹建“中国ITS政府协调

小组”，总体负责中国ITS战略的制订，并制定标准，组织人

才培训和ITS关键技术的攻关和示范。 8年过去了，智能交通

已经在中国交通领域的很多方面得到应用，但是仍处于发展

的初级阶段。各大城市在蠢蠢欲动地发展智能交通的同时，

仍困惑于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一

个飞速发展的大都市，在发展智能交通上能否起到一个领头



羊的作用?智能交通如何才能成为解决交通难题的一剂良药? 

找准重点 在北京市交通信息中心主任王刚看来，整个北京的

交通信息化度过了起步阶段，现在也有了一定程度的应用，

在某些关键的点上还有了突破性的进展，但整体的水平还是

在初级阶段。 王刚介绍，目前北京的智能交通从整体上表现

在三个方面。一是亚运会之后公共交通系统建设，包括公交

车的指挥调度、抢修救援、公交枢纽体系的建设、公交应对

大型公众活动的指挥体系。二是市政交通一卡通，经历多年

的艰难探索，现在终于有了一个非常好的发展。目前正在积

极推进一卡通在地铁、出租车、停车场上使用。三是高速公

路的不停车收费，在奥运会之前，主要高速公路、主要收费

站将实现不停车收费。此外，交通广播、户外路侧的显示大

屏、信号处理、电子警察等，都得到了很好的应用。 如何

将ITS用的恰到好处?这需要结合城市格局、机动车分类、人

口密集程度、出行规律等进行前期调研和论证。智能交通辐

射到交通领域的方方面面，什么才是发展的重点?GPS导航系

统非常适合美国，但并不一定在中国流行。史其信告诉记者

，“智能交通技术是保证‘公交优先’政策有效实施的科技

手段，我一直强调ITS的发展重点在城市交通管理上，优先领

域应该是加快智能公交系统和智能交通管理系统的建设，如

运营调度系统、站台与车内的信息服务系统、信号优先系统

、电子售检票系统等。公交优先和服务水平主要体现在准时

、准点和换乘方便，只要公交网络发达、服务水平提高和智

能化管理，再加上必要的交通需求管理措施，我相信会吸引

一部分小汽车出行转化为公交方式出行，实现北京公交出行

比例达到40%以上的目标并不遥远。” 点燃火种 王刚认为，



交通信息化真正发展到一定程度有一个标准：就是必须有一

个面向运营、管理和服务的综合性应用系统，为公众和社会

所认可。 在采访中也深刻感受到，搞好交通信息化，靠的是

整个交通行业的运营，包括整个城市的运行效率、整个公共

交通的运行效率、整个基础设施的运行效率。有专家认为，

中国ITS的发展目前主要遇到信息共享和体制问题的制约，并

非技术问题。显然，广州在制定ITS规划时就已经意识到了这

个问题，并于2002年进行了管理体制改革，建立了交通委员

会，在整合行政资源基础上实现信息共享平台。科技进步推

动了社会进步，同时科技创新也必须依靠体制创新。|百考试

题|政府执政能力反映了创新能力，在公交优先发展当中应当

体现这种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能力。 一份体现老百姓意愿的

调查结果与他们实际上对一些服务的使用情况所形成的反差

，令交管部门及企业不得其解。北京市交通委曾经调查了

近1000个出行者，百分之七八十的人认为交通拥堵信息很重

要，如果有这种服务他们马上会用。实际情况是北京移动曾

向市民发出了几十万条的短信，但是回复率不高，这和他们

所做的专业调查有很大的出入。据了解，北京市交通委与北

京移动很早就合作开通了“012581”短信交通信息服务，但

这个特服号的使用效果并不是那么乐观。改变人们的使用习

惯无疑是一个艰难的事情，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要推动

交通信息化的发展，一方面我们要推动形成一个ITS产业链，

另一方面向社会公众做大量的宣传和引导，告诉大家现在有

这个东西可以更方便。”在发展智能交通上，现在有很多城

市已经动起来了，“我感觉北京市可能是一个火种，我也真

心希望通过大家的努力把这个火点起来，能够星火燎原，真



正形成我们中国自己的交通信息服务产业。”王刚感慨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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