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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案简介 

当前，交通运输各地区、各业务领域信息化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深入等问题仍较

为突出，资源共享难、互联互通难、业务协同难等问题没有实质性改善，交通运输部门也

就难以从整体上对各类交通运输情况进行监测与把控。而为了逐步解决上述问题，提高交

通运输信息化发展水平，充分发挥信息化对促进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的支撑和引领

作用，交通运输部于 2019年 7月印发了《数字交通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提升综合

交通运输运行监测能力，构建综合交通大数据中心体系。2019年 12月印发了《推进综合交

通运输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2020—2025 年）》的通知，强调以数据资源赋能交通发展，

强化数据采集，提升监测预警能力，推动应急管理综合应用。 

本项目通过打造一个集“综合运输协调指挥”、“交通安全应急指挥”、“数据整合

与综合分析”、“决策支持与信息服务”、“公众信息服务”于一体的交通监测协调指挥

体系，提高交通运行综合协调指挥和应急保障能力，进而深化“日常监管、应急处置、数

据分析、信息发布”四大业务。国内外多年实践表明，交通指挥中心在科学组织交通、提

高道路通行能力、应急指挥处置突发性事件、缓解交通拥堵、提供公众出行服务，以及增

强快速反应能力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并能够实现综合交通运输跨部门、跨区域的统

筹、协调和联动，进一步增强运输行业服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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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总体架构 

 

总体架构图 

三、项目实施案例 

《湖州市交通运输综合信息平台项目》 

——重点打造可视化、全融合、平战结合的综合交通应急指挥系统 

1、项目痛点 

本项目在综合交通运行监测与应急指挥平台的基础设施建设做了大量的工作，初步建

立交通数据中心，实现了对实时交通状况的监控，包括对货运车辆超载等违法行为的监控，

先进的交通管理设备及管理效率在“大数据+交通”领域获得了不小成绩，安全及服务水平

也有了较大提升，但在系统应用、数据挖掘等方面较为薄弱。 

 大范围、高精度、连续交通运行数据采集与处理。 

 综合交通运行监测与应急指挥平台系统动态运行状态监测和评价（指标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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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测模型机理完善、参数标定、仿真平台搭建。 

2、项目目标 

（1）强化交通监测能力，建设交通运输全方位防控体系 

整合各种交通方式（包括城市路网、地面公交、出租车、轨道交通、停车场、高速公

路、普通公路、两客一危、民航客运、铁路客运、港航运行、交通枢纽等）现有数据资源、

视频资源和系统资源，构建人、车、船、户、设施画像标签，精准监测，建立数字化平台，

动态分析“公铁水空”等各种运输方式运行状态。构建“用数据说话、用数据决策、用数

据管理”的科学机制，强化交通监测能力，建设交通运输全方位防控体系。 

（2）优化大数据辅助决策水平，深化数据应用 

搭建交通大数据决策分析系统，掌握海量信息的数据处理、数据交换、数据分析的能

力，实现交通数据资源的整合、分析和应用。利用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对各类交通信息

资源进行深入挖掘，为优化交通运输规划与建设、交通资源分配、交通运输管理决策提供

支撑。 

（3）辅助指挥调度，快速匹配流程化预案 

辅助指挥中心人员进行日常业务管理，并且在突发事件以及应急事件发生时，通过快

速匹配流程化后的预案，辅助指挥中心业务员及应急领导快速掌握应急资源信息和应急处

置流程，实时监测外场情况，及时做出应急调度策略，直接调度外场人员与物资，同时保

障执行人员能快速接收调度指令，从而将事件的危害降到最低。 

3、项目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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