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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raffic problems such as traffic congestion,environmental pollution can be regarded as the contra-
diction among people,vehicle and road,and the 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System(ITS) is the only solution to 
this contradiction.Based on current comprehensive research of the ITS at home and abroad,this paper emphat-
ically summarized the ITS development and further discussed the facing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in our 
country.According to our nation circumstances,we proposed the ITS by introducing technolo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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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交通堵塞、坏境污染等交通问题根本上是因为人、车、路之间的矛盾，智能交通系统是解决
这个问题的重要途径。本文分析了国外发达国家智能交通系统的研究与发展，并重点总结了我国目前
智能交通系统的发展状况。在这个基础上，对我国交通现状进行分析，讨论我国在智能交通系统发展
中存在的问题和挑战。最后，针对我国国情来讨论智能交通系统在今后的发展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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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交通不仅是人类日常生活、生产的基础也是城市

发展的必要环节。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人类生活水

平的提高，人类对交通的需求越来越大，道路的增长

速度已经无法跟上机动车的增长速度。随之而来的交

通问题也越来越多，例如道路堵塞、坏境污染、交通

事故等。从本质上来说，交通问题可以看做是人、

车、路三者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一矛盾的主要方法有
[1-3]： 

控制交通需求；目前大城市如重庆、成都等地方

对机动车进行上路限号等，这种方法虽然可以在源头

上控制道路上机动车的数量，然而对于城市的长远发

展来说，并不是长远之计。 

增加道路基础设施建设；考虑到目前的道路修筑

空间，似乎很难通过修建新的道路来满足人类对交通

日益增长的需求。 

加强交通管理；通过完善交通法规、提高交通管

理员的素质、制定正确适合的交通方案可以在一定程

度上缓和交通带来的问题。然而这种方法始终不能在

源头上解决交通问题。 

实施智能交通系统；智能交通系统 (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systems， ITS)是建立在先进的信息技

术、数据传输技术、自动控制技术等基础之上提出来

的能在更大范围内发挥作用的综合交通运输管理系

统。智能交通系统已经成为了现如今解决交通问题最

重要的解决方法。 

2 国内外智能交通系统发展现状 

ITS 的概念早在上世纪 90 年代由美国智能交通学

会提出，之后在全世界广泛推广。随着大量的研究和

应用，ITS 的发展越来越全面，现如今极具代表性的

主要有：美国的“智能车辆—公路系统”，日本的

“先进的动态交通信息系统”、欧洲的“尤里卡”联

合开发计划。下面对以上国家智能交通系统发展状况

进行介绍，并介绍我国 ITS 的发展，分析目前我国发

展 ITS所存在的问题[4-6]。 

2.1 美国 

在 1976 年至 1997 年，美国每年的机动车公里数

平均增长速度达到了百分之 77，然而道路的基础建设

里程只平均增长了百分之 2。道路堵塞成为了美国政



HK.NCCP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ivil Engineering and Machinery Manufacture 
                                                                   Volume 3, Issue 3, June, 2018 

59 
 

府不得不解决的问题。在 80年代初美国政府便开始在

智能交通系统的研究进行投入。在 90年代初美国智能

交通协会成立，在 1995年出版了“国家智能交通系统

项目规划”，其中主要涉及了包括电子收费系统、应

急管理系统、出行和交通管理系统、出行需求管理系

统、公共交通运营系统、商用车辆运营系统和先进车

辆控制和安全系统等 7个方面。在 1996年亚特拉大奥

运会期间，当地交通管理部门将该技术成果进一步开

发并应用。2001 年美国运输部和 ITS America 一起制

定了《美国国家智能交通系统 10 年发展规划》[7-8]，

将整体系统的发展作为主题。现如今，美国的 ITS 系

统不断发展，成功缓解了越来越严重的交通堵塞问

题，ITS 系统的结构相对比较完善，其应用范围已经

覆盖了将近一半以上的交通设施。 

2.2 日本 

在日本这个土地稀少的国家每天却有成千上万的

车辆在路上行驶，其中带来的交通问题较为严重。然

而通过增加道路基础设施建设来解决交通问题显然是

不可行的，所以发展智能交通系统、在更大程度上利

用已有的道路资源是解决问题的关键[9-10]。 

在 1973年日本对道路导航系统进行了实验，并提

出来“综合汽车交通控制系统”。之后 10年，日本又

实施了“先进机动车交通信息和通信系统”和“道路

—汽车通信系统”。1990 年日本成立了“先进道路运

输系统”项目，其中将道路车辆一体化作为改善交通

问题的主题。1994 年“道路—交通—车辆智能化推进

协会”正式成立，该协会着重对 ITS 的发展以及其市

场化运营进行研究。一年之后，日本的机动车安装导

航系统的数量已经多达 120 万。1995 年，“促进先进

通信与信息社会的基本指导方案”由日本首相直接领

导具有先进通信与信息的社会筹划组提出，同年 8

月，提出了将先进通信与信息技术应用于道路、车辆

领域的针对方案，并开始进行智能交通系统的研究。

在 1994 年 11 月开始，在野外进行了为期 5 个月的电

子不停车收费系统的实验，与此同时为了研究 DSRC

频率，在国内进行电磁场测验，在 1996年 8月份出版

了“共同研究报告”。到 2005年，日本不停车收费系

统的应用范围达到了百分之 50，从而基本上解决了由

于公路收费站而带来的拥挤问题。日本智能交通系统

主要包括 10个子系统：公路优先系统、交通信息提供

系统、综合智能图像系统、安全驾车辅助系统、行人

信息通信系统、紧急状态通报系统、紧急车辆优先系

统、坏境保护系统、车辆行驶管理系统和动态诱导系

统。 

2.3 欧洲 

欧洲的许多国家都很小，所以整个欧洲一体化是

欧洲 ITS 研究的主要方针。1986 年，经济合作与发展

组织将 ITS 纳入了“尤里卡”联合研究与开发计划，

目的在欧洲建立智能化的道路网，从而促进经济的发

展。1973 年，英国运输研究所开始研发 SCOOT 系统
[11-12]，两年之后正式研发成功并在 1979 年进行投入使

用。90 年代初，为了协调、支持欧洲各国的 ITS 系统

的研究，成立了欧洲道路运输通信技术实用化促进组

织，1994 年，在瑞典实施了全国性覆盖的 RDS-

TMS(Radio data System-Traffic Message Channel)，随后

在欧洲其他国家也先后实施了 RDS-TMS 项目。1996

年，欧盟开始发展通过交通信息来促进社会，并正式

通过了《跨欧交通网络开发指南》[13-15]。2000 年，为

了推动欧洲诸如交通等领域向信息社会发展，制定了

《电子欧洲行动计划》。 2002年 3月 26日欧盟 15国

交通部长会议正式启动伽利略计划。2005 年到 2009

年，为了准备 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伦敦交通部门对

公共交通设施建设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在政府的支持

下，目前在伦敦已经建立了比较完整的立体化交通网

络，并且建立了比较先进的智能交通系统。 

2.4 中国 ITS 的发展状况以及存在的问题 

我国最早开始 ITS研究是上世纪 70年代末，当时

进行的是城市交通信号控制研究，之后便快速发展。

在 90 年代中期，我国交通部进行了 GPS 全球定位系

统等项目的研究，，之后，交通部对利用网络进行不

停车收费系统的研究，在 1999年，该系统首先在广州

市首先试验运行，很快在全国大范围了使用了该系

统。在 90年代末期成立了国家智能交通系统工程技术

的研究中心。在 21世纪初，推出了中国智能交通系统

体系框架，2002 年，成立了智能交通系统体系框架及

支持系统框架的项目，为期 3 年该项目基本完成。与

此同时，国家改革和发展委员会制定了《十五综合交

通体系发展规划》[16-18]其中明确了以市场经济为导

向，以可持续发展为前提，来建立智能型综合交通运

输系统的发展计划。2002 年 4 月科技部正式实施了

“智能交通系统关键技术开发和示范工程”的项目[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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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第一批在北京、广州等城市实行。2007年 10月，

在北京举行了第十四届智能交通世界会议，这些年中

国在 ITS 方面取得的成果都在该会议中展示，并明确

了要加强与国外 ITS 领域合作的目标。之后，在 ITS

关键技术的研究中我国交通部更加投入，在交通信息

采集设备、车载信息装置等重要设施也有了很大的发

展。我国的智能交通系统已然得到了迅速发展，这在

软件的开发中可以体现出来，数字地图也得到了广泛

的应用。到 2015年已经全面建成以高速公路为主体的

运输体系。中国的 ITS 体系框架主要有交通管理、电

子收费、交通信息服务、智能公路与安全辅助驾驶、

运输管理、交通运输安全、综合运输、交通基础设施

管理、ITS数据管理等方面。 

然而，中国的 ITS 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存在

很多问题[21-22]。我国交通交通运输的主要增长模式还

是处于增加基础设施的阶段，这种方法根本不可能满

足我国国情，对资源和坏境的可持续发展也很不利。

从目前发展情况来看，在北京、广州、上海等发达城

市已经有了相对成熟的 ITS 系统，但是并不能深层次

的信息服务，在中西部地区只有高速公路收费系统，

在城市的内部 ITS 的发展仍然不足，城市的规划不合

理、交通堵塞无法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来处理等问题比

比皆是，我国在 ITS 领域的研究中有很多的不足和挑

战。在 ITS 关键技术的研究中还不够成熟主要依赖国

外，技术不够标准。此外，目前我国主要是在硬件投

入为主，而国外发达国家则主要集中在软件和服务方

面。 

3 我国 ITS 发展思路 

就目前我国 ITS 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我国在之后

的发展应该在以下方面进行研究。[23-24] 

3.1 提高关键技术创新能力 

关键技术创新能力对我国 ITS 竞争力具有重大的

影响，而目前我国在该方面则主要依赖于国外。在市

场上的 ITS 高端产品很多都是来自于国外或者对国外

的芯片进行二次开发，没有关键的核心技术使得我国

在 ITS 领域的发展中处于相当被动的局面。由于受国

外技术的限制，我国在发展 ITS 的成本也相当大，因

此，提高关键技术创新能力是重中之重。 

3.2 加强技术标准化工作 

ITS 标准体系主要对全国或区域内有兼容性要求

的术语、接口、产品、编码和服务制定标准。2003 年

9 月，我国正式成立了“全国智能运输系统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该委员会制定了中国智能运输系统的标

准体系。2007 年，委员会在原有的基础上增加了数据

管理等部分，这就形成了第二版的 ITS标准体系。 

虽然标准化的发展落后于 ITS 的发展，但是随着

ITS 规模不断的扩大，各国政府和企业对标准化建设

越来越看重。我国国土面积大，人口多且地形复杂的

基本国情，使得我国在 ITS 发展过程中必须对技术标

准化进行研究，只有这样才能保证 ITS 的高速发展。

今后我国 ITS 的标准化研究工作主要应该在基础性标

准和应用标准等方面进行。比如 ITS 标识、交通及车

辆运行的安全性车路协同等。 

3.3 促进产业链整合 

 在我国加强发展 ITS 产业之后，相关的企业数量

快速增长，企业在现有的技术条件基础下积极研制

ITS 产品，这在一定程度上为我国 ITS 的发展做出了

贡献。但是目前我国的 ITS 企业产品根本不能满足现

有的交通需求，这主要是因为各个企业部门之间缺乏

合作和联系，使得产品专业化程度不够。为了解决这

个问题，需要在我国政府的引导和支持下，建立各方

面的带头企业，加强企业的协作性，大力促进我国

ITS产业链整合。 

此外，也可以在物流方面引入 ITS，这些年物流

业发展迅速，同时这也给交通带来了很大的压力。所

以需要从整体上把握运输方式并进行协调，充分利用

航空、水运等资源，来提高运输效率，并减少路面交

通压力。 

4 结语 

智能交通系统的产生和发展是人类交通历史上的

一次重大突破。随着经济的发展，大力发展 ITS 系统

是解决现有交通问题的重要手段。我国 ITS 的发展虽

然落后于国外发达国家，但是目前我国也在 ITS 领域

取得了一定的成功，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现有的交

易压力。然而基于我国的实际情况，交通问题仍然不

可忽视，我们需要找到更佳的解决方法。这就要求我

国必须提高 ITS 产业竞争力，加大对 ITS 领域的投入

研究，以此来带动未来的交易发展，更好的促进国家

经济的整体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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