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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综述了智能运输系统在世界各国的发展状况, 阐述了智能运输系统的主要研究内容及其未来的发

展前景。根据智能运输系统的发展形势及我国的具体情况, 提出了我国智能运输系统的发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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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 he developm en t of IT S in the w o rld w as in troduced, its research con ten ts and

p ro spect are p resen ted, acco rd ing to the fact of ou r coun try and the w o rld, the developm en t

st ra tegy of ou r coun try’s IT S is po in ted ou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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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问题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交通拥挤造成了巨大的时间浪费, 加大了环境污

染。我国大多数城市的平均行车速度已降至 20 kmõh - 1以下, 有些路段甚至只有 7～ 8 kmõh - 1;

由于车辆速度过慢, 尾气排放增加, 使得城市的空气质量进一步恶化[1 ]。

交通问题也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据研究报道[1 ] , 美国每年因交通阻塞造成的经济损失

约 410 亿美元, 日本东京每年因交通拥挤造成的时间损失相当于 1 000 多亿美元, 欧洲每年因

交通事故、交通拥挤和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分别为 500, 5 000 和 50～ 500 亿欧元。

1　智能运输系统的发展

智能运输系统 ( In telligen t T ran spo rt System )的主要思想是将传统的交通系统看成是人、

车、路的统一体, 运用计算机、通信、人工智能、传感器等领域的先进成果来彻底改变目前被动

式的交通局面, 使人在驾驶过程中可以随时通过 GPSöG IS、广播、信息发布板等手段了解目前

的交通状况, 而交通管理部门则可通过道路上的车辆传感器、视频摄像机等设备随时了解各个

路段的交通情况, 并随时对各个交通路口的交通信号进行调整以及对外界进行信息发布, 使整

个交通系统的通行能力达到最大。

对智能运输系统的研究许多国家都投入了巨大的人力和物力, 并成为继航空航天、军事领

域之后, 高新技术应用最集中的领域。目前已形成以美国、日本、欧洲为代表的三大研究中心。

在美国, 对 IT S 的研究虽然起步最晚, 但由于投入较多, 目前已处于该领域的领先水平。



1991 年, 美国开始对 IT S 研究进行投资, 仅 1994 至 1995 年就确定了 104 项研究项目, 并成立

了专门组织, 着手制定 IT S 的研究开发计划, 到 1997 年投资近 7 亿美元; 1998 年 6 月 9 日美

国总统克林顿签署了“面向 21 世纪运输权益法案 (T ran spo rta t ion Equ ity A ct of the 21th

Cen tu ry)”[2 ]。该法案的确定为美国公路系统的继续发展和重建带来了创纪录的投资。法案跨

度为 6 个财政年度 (1998—2003) , 拨款总金额为 2 17819 亿美元, 其中有相当一部分用于支持

IT S 的进一步研究与开发。

欧洲在 IT S 的研究方面采取整个欧洲一体化的方针, 由政府、企业和个人三方面共同出

资进行智能运输系统的研究, 著名的项目有 PROM ETH EU S 和DR IV E 等, 其中DR IV E 工程

是目前世界上交通运输界规模最大的合作研究计划, 共有 12 个国家的 700 多个单位参予, 经

费达 5 亿欧元。

日本从 70 年代就开始了对汽车交通综合控制系统的研究, 并成立了全国性的 IT S 推进

组织, 是对 IT S 进行研究最早、实用化程度最高的国家。目前已建立了较为完备的交通控制、

信息服务等综合体系, 并基本完成了覆盖全国的电子地图的绘制工作, 有 400 万台汽车导航仪

在使用, 其中 120 万台可接收信息①。

我国在 IT S 领域的研究起步较晚, 但随着全球范围智能交通技术研究的兴起, 进入 80 年

代, 我国也加快了对智能交通技术研究的步伐。一方面, 北京、上海、沈阳等大城市陆续从国外

引进了一些较为先进的城市交通控制、道路监控系统; 另一方面, 国家加大了自主开发的步伐,

如国家计委、科委组织开发的实时自适应城市交通控制系统H T 2U TCS, 上海交通大学与上海

市交警总队合作开发的 SUA T S 系统等[3 ]; 1998 年, 交通部正式批准成立了 ISO öTC204 中国

委员会, 秘书处设在交通智能运输系统工程研究中心, 代表中国参加国际智能运输系统的标准

化活动, 现在正进行中国智能运输系统标准体系框架的研究; 此外, 我国将从今年起在全国 36

个城市实施以实现城市交通智能控制为主要内容的“畅通工程”, 并逐步推广到全国 100 多个

城市。

2　智能运输系统的主要研究内容

根据世界各国的研究重点, 对智能运输系统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图 1) :

图 1　智能运输系统的结构
1) 智能交通信息系统

a1 旅行者信息系统。向出行者提供具体的道路信息、驾驶信息及目的地信息的服务。

b1 交通诱导信息系统。能根据驾驶员选定的目的地, 结合实际的道路交通状况及实际的

路况信息, 为驾驶员提供最佳的路线指导。

2) 智能车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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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 车辆自动导航系统。将广泛用于航空航天和军事领域的全球定位系统 (GPS) , 用于车

辆的定位和跟踪, 为车辆的自动引导和定位提供保证。该系统是目前 IT S 较早进入实用的产

品之一, 在国外, 已进入普及推广阶段; 我国北京、上海、广东等地也已开始将其逐步引入到公

共汽车、出租汽车及特种车辆的运行中。

b1 车辆智能驾驶系统。通过车上装载的大量传感器和控制器, 实现车间行驶距离的自动

控制、危险车辆接近报警、疲劳驾驶警告等功能, 为未来车辆的自动驾驶提供技术保障。一些世

界级的汽车公司如丰田、通用、大众等, 已将该系统配备到各自生产的高级轿车上。

3) 智能道路系统

a1 不停车收费系统 (ET S)。主要用于高速公路收费的管理, 通过车载设备与路口设备的

交互作用, 实现通行费的自动缴纳, 可大大降低收费口的交通延误, 该系统已进入实用化阶段,

也是我国主要推广的 IT S 项目。

b1 交通事故自动探测系统。根据道路交通流的变化, 对交通事故进行主动预报, 以提高对

事故的反应速度。

c1 紧急救援系统。根据发生事故的地点和事故类型, 尽快通知距离最近的救援车辆实施

救援及事故处理等工作, 使得交通事故所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

d1 智能停车引导系统。主要为发达国家市区内驾驶者的停车提供服务。该系统可通过车

载设备 (GPSöG IS)以及各停车场提供的实时数据帮助驾驶员找到最近的停车位置。

4) 智能交通控制系统

a1 智能交通信号控制系统。根据实时的道路交通流量情况, 动态调整交通控制配时参数,

实现交叉路口信号的智能控制。

b1 交通信息播报系统。通过道路上的信息板、电台随时进行交通信息的发布, 实现人与路

的信息交换。

c1 公交优先系统。为公共交通的运行提供优先保证, 运用车上及路口安装的特殊传感装

置, 随时检测公交车辆的位置, 并预测其到达交叉路口的时间, 通过暂时调整信号灯的变换时

间, 使公交车在到达路口时尽量呈现绿灯, 提高公交车的运行效率。

3　智能运输系统的发展前景

对智能运输系统的研究为解决交通问题提供了有效手段, 同时也为交通运输的发展指明

了方向。

为促进智能运输系统的发展, 各国都制定了各自的计划。日本目前正在普及车载导航系统

和 ET S, 准备在 2005 年左右初步实现对用户的信息服务, 2010 年后, 计划在日本国内全面实

现 IT S 系统的应用[4 ]; 与日本相似, 美国准备在 2010 年前后, 基本实现智能运输。

对于我国来说, 今后的 10～ 20 a 将是城市进一步发展的时期, 同时也是小汽车大规模进

入家庭的时代, 若不能较好地解决车与路的矛盾, 我国的交通问题将更加严峻。为了避免重蹈

西方发达国家交通发展的老路, 并顺应智能运输系统的发展潮流, 我国正根据具体情况, 制定

IT S 发展规划, 国家计委、经贸委、科技部把智能运输系统列为国家鼓励发展的项目, 交通部制

定的“九五”计划和 2010 年的长期规划中, 把智能运输系统列为科技重点进行发展, 预计在不

久的将来, 人们便可享受到智能化交通为人们出行所提供的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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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我国智能运输系统的发展策略

根据目前国外智能运输系统发展的形势, 我国应进一步加快智能运输系统发展的步伐, 加

大投入, 争取在这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1) 尽快制定我国智能运输系统的发展框架。对于目前的智能运输系统, 各国的标准有很

大差异, 各种系统间往往不能配合使用, 我国应尽快制定自己的标准, 以免陷入引进产品标准

不统一的混乱局面。

2) 加大国家投入。智能运输系统是一个复杂的大系统, 投入大, 涉及面广, 任何单位组织

都难以独自承担此重任, 应由国家统一组织, 重点提供经费支持。

3) 引进与开发相结合。对于国外先进的系统、产品, 应大胆引进, 避免不必要的重复投入;

同时, 在此基础上, 应组织相关的科研力量进行科研攻关, 提高我国在这一领域的技术水平。

4) 整体规划与重点发展相结合。发展智能运输系统是一项系统工程, 需各方面的长期努

力。根据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 可选择需优先发展的项目, 如智能交通控制、不停车收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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