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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ig data” was first proposed by the famous American futurist Alvin Toffer in the third wave. Its 
characteristics are diverse, large volume and strong timeliness. At present, big data plays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the field of 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Based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intelli-
gent transportation in the Inner Mongolia Autonomous Region,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main 
problems in the process of 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construction. Several aspects that should be 
paid attention to in the process of 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construction are put forward in order 
to serve the people’s intelligent tra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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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数据”最早是由美国著名未来学家Alvin Toffer在《第三次浪潮》一书中提出，其特征具有结构多样、

体量大、时效强等特征，目前，在智慧交通领域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本论文采用比较分析和文献研

究相结合的方法，就内蒙古自治区智慧交通建设的现状，总结了智慧交通建设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提出了智慧交通建设过程中应当重视的几方面的内容，以服务人民群众智慧化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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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内蒙古智慧交通建设的背景 

2016 年，在全球大数据技术迅猛发展，国内“互联网+”行动计划快速实施的背景下，交通部为加

快推进智慧交通建设，不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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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编制了《交通运输信息化“十三五”发展规划》。规划指出到 2020 年，

“互联网+”促进行业转型升级将取得新突破，交通运输信息服务政企合作模式基本形成，行业网络信息

安全保障能力显著增强，信息化发展环境进一步优化[1]。为加快推动我国智慧交通的建设，方便公众出

行、提高运输效率、增进交通安全，2017 年交通部又出台了《推进智慧交通发展行动计划(2017—2020
年)》，图 1 为我国智能交通行业的市场规模及预测。 

据知名咨询公司麦肯锡统计，在欧洲，导航服务公司和移动服务提供商每天收集数十亿条的交通数

据；目前，基础设施拥堵成本占 GDP 的 1%，如果能够利用这些大数据来减少拥挤，到 2020 年，全球可

节省 5000 亿美元的时间和燃料，以及 380 兆吨二氧化碳排放量。在新加坡，通过全球导航卫星系统技术

和车载装置，获得公路的综合、全面和实时的海量数据，通过对这海量些数据的研究，能够更好优化交

通信号灯转换，制定出基于距离、时间、位置和车辆类型的道路定价方案。在大数据应用于智慧交通方

面，其他国家也是给予了充分的重视，例如，美国政府为更好的实现大数据的使用价值，首次设立一个

首席数据科学家职位；我国的邻国韩国，通过使用大数据技术，积极推动无人驾驶、面向智能信息社会

管理第四次工业革命等；德国发布数字平台白皮书，建立法律框架，防止妨碍竞争的数据的专有权等。

综上所述，在交通领域如果能够充分利用大数据技术，和政府共同开发大数据，大数据将成为智慧交通

的内容、工具以及平台。 

1.2. 内蒙古智慧交通建设的意义 

内蒙古自治区地大物博，面积 118.3 万平方公里，近年来全区经济快速增长，社会发展现代化不断

提高，由此造成的交通需求量也在逐年加大，各盟市交通拥堵日益严重，连接各盟市的公路管理信息滞

后，交通管理及服务水平急需提升，而以大数据技术为依托的“智慧交通”的出现能够极大的改善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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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数据来源中国产业信息网 

Figure 1. Market size and prediction of China’s 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industry 
图 1. 我国智能交通行业的市场规模及预测 

 
状况。“智慧交通”是秉承以人为本的先进理念，以完善的道路交通设施为基础，将各种先进的传感器

技术、电子技术与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移动互联网技术有效地集成应用于整个交通管理体系，综

合应用交通科学、系统方法、人工智能、知识挖掘等理论工具，以全面感知、深度融合、主动服务、科

学决策为目标建立起一种在大范围内全方位发挥作用的实时、准确、高效的交通运输综合管理和控制系

统，可以提高交通的运行效率、减少交通事故、降低环境污染，实现绿色出行。内蒙古自治区实施智慧

交通，可以有效的促进交通管理及出行服务系统建设的信息化、智能化、社会化、人性化水平，有助于

最大程度的发挥交通基础设施的效能，提高交通运输系统的运行效率和服务水平，为公众提供高效、安

全、便捷、舒适的出行服务。 
通过运用大数据技术建成的高效、安全、智能、绿色的区域综合智慧交通运输体系，提升全区交通

运输管理与服务水平，增强交通运行监测与评估能力，改善交通应急处理与决策能力，大幅度提高各盟

市交通运输系统的管理水平和运行效率，能够为出行者提供全方位的交通信息服务和便利、高效、快捷、

舒适、经济、安全、人性、智能、生态的交通运输服务，为交通管理部门和相关企业提供及时、准确、

全面和充分的信息支持和信息化决策支持。 
近年来内蒙古自治区的智慧交通建设在各方面的推动和支持下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基础设施建设取

得了突破性进展，信息共享平台逐步完善，ETC (不停车电子收费系统)开始有效运营，随着自治区智慧

交通建设的不断推进，将实现道路、车辆、人及环境的全面互联，极大地促进公路交通服务转型升级，

基于大数据的道路监管水平也将明显提升。 

2. 大数据背景下内蒙古自治区智慧交通发展现状 

2.1. 内蒙古公路运输基础设施建设现状 

近年来，随着内蒙古经济的快速发展，自治区的公路建设里程也在逐年增长，公路网总里程从 2010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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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 157,994 公里增加到 2015 年的 175,374 公里[2]，到 2015 年底，全区高速公路达到 5016 公里、一级

公路达到 6010 公里、二级公路达到 1.46 万公里，分别较“十一五”末增加 2651 公里、2623 公里和 2164
公里。普通国省道干线公路网中高等级公路比重达到 75.6%，全区干线公路网技术等级和通行能力稳步

提升。表 1 为内蒙古自治区“十二五”公路基础设施建设主要指标完成情况。 

2.2. 内蒙古智慧交通的建设现状 

经过近年来的建设，内蒙古智慧交通建设取得了些许成果，截至目前内蒙古自治区共建成 ETC (不
停车电子收费系统)专用车道 346 条，涉及 204 个收费站，省界主线站 ETC 覆盖率 100%；建成盟市级全

覆盖的蒙通卡发行网点 233 个，ETC 用户达 37 万；ETC 车道入口通行累计流量为 1000 余万次，节约排

队等待时间为 3 万多小时。在高速公路交通系统管理方面，通过与云计算大数据信息技术的融合，在数

据实时监控、天眼视巡、交通综合管理、处置警情等方面，也取得的了丰硕成果。自系统运行以来内蒙

古直管高速公路录入系统违法总数 22.6 万条，非现场执法录入 15.3 万条，占比达到 67%，这些都得益于

一系列科技智能化设备手段的引入。2017 年，内蒙古将智能交通设备和大数据、云计算技术相结合，对

高速公路上的车辆能够追踪到其入口，对道路上发生的违法事件能够实时管理，实现严格意义上的全覆

盖、全时段、无死角、不漏管、零容忍的管理效果。 
但由于内蒙古的智慧交通建设起步较晚，存在着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一是智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单一并且落后，造成道路交通管控力度不足，如一些盟市道路路口的交通控制还是使用传统的地磁感应

线圈监测过往车辆。二是信息资源整合缺乏相关政策和标准。由于政府交通管理各部门之间缺乏协调一

致的合作基础，使得采集到的交通数据缺乏统一的标准来整合和分析。三是道路交通管控力度不足。由

于各交通管理基础设备间没有进行互联互通，不能够形成协调一致管理体系，因此造成智慧交通管理力

度单薄，不能形成智慧化网络结构。四是数据开放缺少平台。一些盟市没有统一的数据信息管理平台和

发放平台，致使采集到数据不能够及时传送到用户手中，严重影响内蒙古地区的交通建设的智慧化程度。 
 
Table 1. Main index of the Inner Mongolia Autonomous Region “12th Five-Year” highway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表 1. 内蒙古自治区“十二五”公路基础设施建设主要指标 

指标 2010 年 

“十二五”规划目标 “十二五”完成情况 

完成比例 2015 年目

标 
五年计划完

成 
2015 年达

到 五年完成 

公路建设投资(亿元) 388.5 — 2000 — 3140 157% 

公路总里程(公里) 157994 170000 13000 175374 17380 134% 

其中 

高等级公路(公里) 18195 26000 7805 25633 7438 95% 

其中 

高速公路 
(公里) 

2365 6000 3635 5016 2651 73% 

一级公路 
(公里) 

3387 6000 2613 6010 2623 100% 

二级公路 
(公里) 

12443 14000 1557 14607 2164 139% 

旗县市区通高速或一级公路个数 64 93 29 94 30 103% 

苏木乡镇通畅率(%) 99.5 100 0.5 100 0.5 100% 

嘎查村通畅率(%) 30 60 30 76.7 46.7 156% 

注：数据来源于《2016 内蒙古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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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内蒙古智慧交通建设的难点 

由于内蒙古地形呈狭长地形，由东向西长 2500 多公里，南北跨度 1700 多公里，面积 118.3 万平方

公里，全区道路大多呈段状分布，各盟市道路基础设施建设不均衡，交通受自然条件限制和经济发展制

约，因此，建设以大数据技术为依托的智慧交通管理模式难度较大，再加上缺乏相应的专业技术人才，

更使得内蒙古的智慧交通建设难上加难。 
为了能够充分摆脱这些制约，在国家和自治区政府出台有关政策指导意见的同时，要深入研究移动

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与交通运输业深度融合发展问题，进一步提升新常态下交通运输服

务水平。一是加强行业信息化建设。加快交通云资源中心、交通基础通信网络、交通地理信息系统等项

目的前期工作，积极推进自治区公路水路安全畅通和应急处置系统工程、公路建设与运输市场信用信息

服务系统工程建设。提升 ETC 系统运营管理水平，全面推进高速公路 ETC 联网建设。二是提高教育培

训和科技研发水平。加快培养智慧交通发展急需的高层次科技创新人才和产业团队，发挥高精尖人才的

领军作用。依托信息网络汇聚众智，推动交通行业技术提升和创新。三是以大数据智慧交通工程项目为

带动，推动交通运输产业创新发展，促进提质增效升级。 

3. 内蒙古自治区智慧交通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建议 

3.1. 内蒙古自治区智慧交通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3.1.1. 未建立智慧交通信息处理平台，导致交通信息使用效率降低 
目前，各盟市己经初步建立了自己的交通信息化服务子系统，如通过手机短信/彩信、手机 APP、电

子站牌等方式推送实时路况、公交到站等信息，出租汽车、公共交通、停车收费管理、路径诱导等方面

的信息化系统建设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可提供城市交通出行的动静态交通基础数据。但在交通数据的

实时性、准确性、全面性等方面还存在较大不足，家庭轿车和社会公共服务车辆使用车载终端的用户较

少，覆盖不广泛，其未能及时得知实时路况，进而无法选择最佳出行路线，比如各城市大多数路口交通

管理设备无法实时采集路口交通流数据，同时，智慧交通基础信息通信网络不完善，缺乏专业性运作模

式来进行对交通信息资源整合、数据挖掘与分析，而且缺乏公交、公共自行车等多种交通方式的互动信

息。发布的信息也是基于当前现状的，缺乏预测的交通信息等。总之，由于交通信息共享服务的不全面

严重影响城市智慧交通的发展，对进一步推动大数据技术与智慧交通管理全面融合的支撑力度有限，全

面提升全区交通运输智慧化水平动力不足。 

3.1.2. 信息开放程度不足，缺乏统一的管理规范和标准 
内蒙古自治区交通运输行业信息“整合、共享和协同”程度不髙，导致交通管理能力受限。交警、

城管、交通运输局等政府各部门缺乏统一的规范和标准，交通运行数据无法整合和共享，数据不能够产

生该有的价值，交通管理信息和资源的利用程度较低，政府部门间的业务系统缺乏合作，形成了一个个

“信息孤岛”[3]，这即阻碍了我区智慧交通管理水平的提高与信息资源的综合利用，又无法构建全区交

通运输信息资源数据库，导致交通管理决策水平严重受阻。 

3.1.3. 城市交通智慧化管控力度不足，造成交通运行效率提升受阻 
政府交通管理部门能采取的交通管理措施和手段较有限，一是各盟市城市中道路交通管理电子设备

未实现联网控制，使得只能按照预设的交通信号管理控制道路交通，如各个路口的红绿灯执行单点控制

且每个信号灯配时周期固定，未能实现根据道路交通流量实时调整信号灯的控制方式，如遇高峰交通流

量时，往往需要交警进行现场人为的指挥调整。二是各盟市市内停车场缺乏且使用不充分，尤其是以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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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浩特市最为严重，停车资源十分短缺，缺乏智慧停车诱导系统等造成城市停车难等问题日益显著。三

是内蒙古自治区现有的交通管理系统的监管功能单一，监控设备落后，无法满足日益发展的交通管理需

求，加上交通管系统信息化和智慧化程度较低，现已严重影响全区高速公路及城市交通系统的运行效率。 

3.2. 内蒙古自治区智慧交通的建设框架 

内蒙古自治区智慧交通建设要基于现有的道路交通基础设施，将公路运输、铁路运输、城市交通等

方面的信息互联互通，依托自治区现有交通信息网络，以大数据技术为主要工具，互联网云服务为指导

理念，结合移动宽带技术、物联网技术、云计算技术，进行分层次、分功能、分类别的建设，不断拓展

智慧交通的功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交通智慧化。当前，内蒙古自治区智慧交通系统的建设要充分实现

车、人、路的信息交互，打破“信息孤岛”，具备运行信息采集和个性化信息服务的基础，使路网管理

具有全新的手段和平台，极大地促进公路交通服务转型升级，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出行需求。内蒙古自

治区建立智慧交通系统主要由三个层次构成，分别为感知层、网络层和应用层，图 2 为目前我国城市采

用的智慧交通架构。 

3.3. 内蒙古自治区智慧交通建设的对策及建议 

3.3.1. 完善交通信息基础网络平台，为智慧交通建设提供支撑 
完善的智慧交通基础设施是智慧交通运行的保障和基础，内蒙古自治区要充分利用好物联网、WiFi

等有线和无线传输技术，建设覆盖自治区所有旗县级以上的交通运输管理部门及交通运输节点，并与交

通运输部、自治区政府互联互通的交通基础通信网络。各管理部门将采集到的交通流大数据通过网络传

输到数据库中，通过建立的交通大数据处理中心，将数据进行集成处理并散发到各数据使用平台，各方

充分利用数据资源，包括交通运输局出租车动态运行监控数据、公交车动态视频监控数据与停车数据等，

交警部门的车流监测数据、事故监测数据与视频数据等，通过整合数据资源，实现业务之间的数据交互

和共享；为各类综合统计报表及査询提供平台支撑，提髙工作效率。 
 

 
Figure 2. The intelligent traffic structure used in China’s cities 
图 2. 我国城市采用的智慧交通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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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构建交通信息服务体系，提升公共出行服务水平 
充分利用移动互联网、云计算等新型技术开发交通出行、联网联程售票、交通电子支付、物流服务

等多样化、个性化、智能化的公共信息服务产品，显著提升公众体验感。鼓励社会资源进入到交通行业

领域，开发多种形式的手机 app 应用软件，丰富交通出行方式和内容。建立交通运输网络与信息安全保

障机制，细化信息安全等级保护和分级保护制度，提升信息安全预警能力，加强网络与信息安全情况报

送和通报等。 

3.3.3. 统一智慧交通管理标准，推动智慧交通建设项目 
统一的管理标准是智慧交通平台成功运行的有力工具，智慧交通的建设一定要着眼全局，合理规划，

统一标准，实现信息共享才能最大化的发挥智慧交通的作用。建议内蒙古自治区在智慧交通建设中，以

规范的理念引领智慧交通行业的服务标准，明确需要标准化的领域，制订完善的交通运输数据交换共享

标准，强化行业基础性标准执行[4]。 
智慧交通的整体效益发挥的最关键点就是信息的共享，内蒙古自治区交通信息数据管理分属交通运

输局，公安局交警支队等其他管理部门，各部门间信息格式、储存形式及使用权限各式各样，为此需要

相关管理部门与企业规范统一标准，实现数据资源的最大化共享。 

3.3.4. 完善投融资机制，初步实现多渠道筹融资建设模式 
智慧交通的运用虽能够给城市交通运行带来便捷性，但其运行费用也是非常大的，主要包括智慧交

通基础设施建设、管理、运行、服务体系和日常的维护保养等费用。因此合适的建设、运营模式，不仅

能够明确权、责、利关系，还能让政府、企业、用户及其它机构等共同参与，才能实现共同推动建设集

约化、规模化、创新性的新一代智慧交通体系[3]。 
智慧交通的建设应积极争取各级政府财政性资金、专项资金，切实保障建设资金的落实，做好项目

立项等前期工作。与此同时应积极引入公私合作(PPP)等市场机制，吸纳社会资金参与交通智慧化建设，

缓解政府融资压力。 

4. 结语 

现如今，内蒙古自治区处于快速发展时期，而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为我区智慧交通事业的发展提供

了前所未有的历史契机。大量的交通数据有待于挖掘出来服务于交通行业，通过对交通需求的预测以及

交通网络的优化来构建良好有序的交通运输环境，能够提高智慧交通服务、缓解交通拥堵问题，为改善

交通问题提供了新的技术思路。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应抓住机会，认真研究分析智慧交通建设中存在的问

题及原因，采取有效措施，为我区的智慧交通产业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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