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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围绕城市交通实际情况及需求痛点，推动智慧城市背景下交通运行驾驶舱建设，由各种相对独立的传统

交通方式向注重创新及交通方式一体化融合的发展转变。智慧城市背景下交通运行驾驶舱监测指标研究

从城市总览、交通经济运行、交通监测、社会管理等角度出发，整体把握交通运行状况，构建安全、便

捷、高效、绿色、经济的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建成人民满意、保障有力、蓬勃发展的幸福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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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cusing on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urban traffic and the pain points of demand, we will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traffic operation cockpit in the context of smart cities. The development of rel-
atively independent traditional transportation modes has changed to focus on innovation and in-
tegration of transportation modes. The research on traffic operation cockpit monitoring indica-
tors in the context of city overview, traffic economic operation, traffic monitoring, social man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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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t, etc. comprehensively grasp the traffic operation status and build a safe, convenient, efficient, 
green and economic modern comprehensive transportation system. Finally, we will build a happy 
city that is satisfied by the people, has strong security and is thri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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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交通运输是城市发展的主要原动力，对生产要素的流动、城镇体系的发展有决定性的影响，而交通

方式作为城市交通的首要工具，其效率的高低与否对城市产业和空间布局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围绕交

通实际情况及需求痛点，推动智慧城市背景下交通运行驾驶舱建设由各种相对独立的传统交通方式向注

重创新及交通方式一体化融合的发展转变[1]。智慧城市背景下交通运行驾驶舱监测指标研究从城市总览、

交通经济运行、交通监测、社会管理等角度出发，整体把握交通运行状况，构建安全、便捷、高效、绿

色、经济的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建成人民满意、保障有力、蓬勃发展的幸福城市。 

2. 智慧城市背景下交通运行驾驶舱功能框架 

2.1. 设计思路 

交通运输“十二五”发展规划期间主要以业务驱动系统建设，到了交通运输“十三五”发展规划期

间主要以平台驱动系统建设，到了交通“十四五”发展规划期间主要以数据驱动系统建设。在传统基础

设施设备的基础上，实现设备数字化，打造智慧交通的数字孪生体系。通过汇聚外场终端设备、业务系

统数据及互联网数据，开展顶层业务平台的开发设计，为政府部门提供可视化数据展示，及时了解城市

内交通运行状况，提高路网运行效率。 

2.2. 功能架构 

智慧城市背景下交通运行驾驶舱通过构建城市总览版块、经济运行版块、交通治理版块及社会管理

板块内容，如图 1 所示。从宏观到微观、从经济到交通、从服务到民生，系统化综合管理区域内交通运

行情况、经济运行情况及服务质量情况，可有效加快数字化、服务化政府转型升级[2]。 

3. 智慧城市背景下交通运行驾驶舱监测指标研究 

3.1. 城市总览版块 

城市交通总览版块是对城市交通发展规模、运行状况的整体式表达。城市交通总览以汇聚交通行

业基础设施、载运装备、人口分布等数据资源为基础，围绕政府综合交通运行监管与服务需要，从交

通概况、实时路况、实时人口分布图、跨区客货疏散等四个方面展示了综合交通静态概况及动态运行

状况[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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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Functional architecture of traffic operation cockpit in the context of smart city 
图 1. 智慧城市背景下交通运行驾驶舱功能架构图 

3.1.1. 交通基本概况 
交通概况涵盖了交通基础设施的所有静态统计数据，通过量化交通基础设施有利于区政府领导整体

掌握现阶段的交通建设规模。 
交通概况主要展示内容包括： 
1) 城市路网基础数据：道路通车里程数、各等级道路占比、道路承载量情况等指标，用于衡量路网

整体运行服务能力。 
2) 公共交通基础数据：公交人均车辆数、出租人均车辆数、私家车人均车辆数、地铁站点数、线网

覆盖密度、站点覆盖度等客观指标，用于衡量城市公共交通整体运行服务水平。 
3) 交通枢纽基础数据：交通枢纽总量、各类枢纽占比、枢纽承载水平及承载率，枢纽各班线、里程、

发车班次、客运枢纽车辆数、客运吞吐量以及货运枢纽量、货运车辆数、货运吞吐量等基础信息集中展

示，用于衡量交通枢纽的周转能力。 

3.1.2. 实时路况预览 
城市路网看板能够从多维度多角度全方位展示城市交通运行状况。在主屏区域以行政规划和主要路

网为背景，展示城市路况等级、拥堵路段位置、道路事件位置，两侧是各类指数指标的详情。 

3.1.3. 实时人口分布 
基于抓取的实时人口坐标数据，对应到区域网，获取城市人口热力分布图，实现全天候人口分布直

观监测。针对人口分布较为集中的典型区域、站点、枢纽重点监管，实时调度配比车辆完成密集人群的

引导和疏散，有利于政府部门及时监测重点布控，保障民众出行安全。 

3.1.4. 跨区客货输送 
城市交通对内外客货流量的输送能够从侧面反应出区经济发展状况。通过调取客货疏送数据，在路

网看板中直观展示跨区客流量、跨区货流量以及输送地点，洞悉城市各时段各区域的客货输送速度，综

合评价客货输送效率，有利于运输管理部门对本区的交通客货运输的协调调度与管控，同时为区政府部

门的枢纽选址与枢纽规模拓建提供理论依据。 

3.2. 经济运行版块 

交通运输经济运行及城市交通设施建设是城市经济运行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交通设施投资和交通运

输服务视角，以指标透视城市交通经济现状和发展趋势，从宏观、中观、微观层面洞察经济运行，对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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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精准把脉，协助决策者从宏观层面掌握城市交通经济中的重要指标值、趋势发展。 

3.2.1. 交通经济概况 
交通经济概况主要是从城市整体经济角度出发，宏观展示交通企业经济状况及经济占比，探究城市

交通经济整体发展趋势，对比分析其他城市交通经济发展状况，为今后该区域交通战略规划及交通产业

投资提供理论依据。 
主要指标介绍如下： 
1) 交通企业数量(季/年) 
2) 交通企业营业收入排名(季/年) 
3) 交通经济在整体经济中的占比(季/年) 
4) 同季度与其他区交通经济对比分析 
5) 各季/年交通经济变化趋势 

3.2.2. 经济运行指标 
交通运输经济运行场景主要从公交客运、地铁客运、长途客运以及物流货运等角度进行展示，客观

描述交通经济运行状况。 
主要指标介绍如下： 
1) 公交客运：重点关注公交客运量、票价、运距、运速、公交客流时空分布、同比/环比，分析公交

客运经济运行状况。 
2) 地铁客运：重点关注地铁票价、地铁进出站客流量、高峰时段客流分布、同比/环比，了解地铁客

运经济发展规模。 
3) 长途客运：重点关注长途客运量(输入/输出)、客运周转量、同比/环比分析、长途客运票价、运距、

长途客流时空分布等进行统计分析，有利于长途客运枢纽的功能定位。 
4) 物流货运：对交通货物运输、物流快递相关的运距、运速、价格、运单量、时空分布、货运周转

量变化趋势、同比/环比等进行统计分析，通过一张图形式展现，有助于货运物流的经济调控。 

3.2.3. 重大项目进展 
重大交通项目监督管理主要是针对城市范围内重大交通项目进行监测，展现城市重大交通建设项目

的项目投资、序时进度、产生税收、带动 GDP 等情况。 
主要指标介绍如下： 
1) 重大交通建设项目投资规模：投资数量、总体投资规模、已投项目和计划投资项目等。 
2) 重大交通建设项目年度计划：反应城市重大交通建设项目的序时进度计划与实际的情况，集中展

示未来重大交通建设项目的建设情况。 
3) 重大交通建设项目当前建设情况：主要关注重大交通建设项目的建设周期、当前完成情况、年度

投资与季度投资情况。 
4) 重大交通建设项目详细情况：开工、未开工、竣工等项目的详细情况。 
5) 重大交通建设项目效益：主要关注竣工项目带来的经济效益，反应重大交通建设项目的质量。 
6) 各类项目资源配置分析：主要关注城市各类项目投资情况、交通类项目投资占比、其他城市交通

项目投资占比等。 

3.2.4. 交通经济分析 
进行交通经济运行分析工作，不仅有利于交通管理部门系统全面了解和掌握行业发展情况，及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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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业发展的问题，准确把握行业发展态势并提出科学的发展对策，而且可以实现信息的连续性、系统

性和完整性，可以提出更全面、更系统、更科学的发展对策[4]。 
主要指标介绍如下： 
1) 交通运输行业贡献指数：从城市各运输方式增加值、区交通行业产值与全区 GDP 的关联角度构

建交通运输行业贡献指数，为城市领导决策者、政府部门提供一个可以动态感知整体交通行业经济状况

的客观依据。 
2) 交通运输行业与区域经济发展的联动趋势：主要分析交通运输运行速度、交通基础建设投资与经

济发展的拉动关系；量化交通拥堵对区域经济的影响范围；对比分析旧城改造、断头路施工前后，周边

经济变化情况等。 
3) 交通基础设施投资指标分析：重点关注交通基础设施投资现状、新增、投资关系，全生命周期管

理的模式和应用情况。 

3.3. 交通治理版块 

综合交通体系是城市高效运转和提供公共服务的基础和载体，综合运输体系服务能力重点体现在公

共交通服务能力、城市路网服务能力、交通枢纽服务能力、进出城交通服务水平分析。 

3.3.1. 客流分布监测 
通过历史同期人流的观测和分析，结合未来一段时间的特点，分析重点区域人流量发展态势。 
1) 城市客流分布：借助手机信令数据、互联网数据、视频图像，按照用户预设时间维度(当前、历史)

对以上指定区域范围内人流量进行计算，并在地图上以热力图等方式显示区域的人流量分布。基于城市

人口分布数据，划分客流密集区域重点监测，及时调度交通车辆，保障民众出行安全。 

3.3.2. 车流安全监测 
交通车辆的安全运行是保证民众出行、货物运输的首要任务。通过 GIS 地图实现与高德地图的互联

互通，综合展示城市路网路况以及运营车辆的点位信息，直观感知路况以及运营车辆的分布情况，严格

管理交通车辆安全运行状况，时刻关注车流分布区域，为客货及时、安全输送提供保障。 
主要指标介绍如下： 
1) 各时段车流分布区域：重点关注各时段车流分布区域，以及客车/货车/私家车/出租车所占比例。 
2) 交通运力监测：对指定区域范围内公交、地铁站点数量和分布，公交、地铁线路数和走向，公交

车、出租车(网约车)、轨道交通、慢行交通、长途客运、共享单车数量等交通运力资源进行监测。 

3.3.3. 路网总体监测 
城市路网总体监测对城市路网领域的总体运行变化趋势、当前路网及重点关注道路运行情况进行展

示，以反映道路网综合路况的交通指数为依据，分析城市路网分时段的交通压力，以及交通压力的分布

情况，并对异常情况进行预警提示，实现对城市路网的日常监测。 
主要指标介绍如下： 
1) 路网概况：对城市道路通车里程数、各等级道路占比、交通拥堵延时指数、车辆行驶速度、实时

路况、交通事件等指标进行监测；通过 GIS 地图引擎，按照相关要求(颜色)在地图上加载显示重要节点

及划定区域的当前运行情况。 
2) 区域监测：是对各行政区域、重点区域及环路区域的交通指数和运行速度进行监测； 
3) 通道监测：对快速路、主干道、次干道、支路、公交专用道等各通道的速度和交通流量进行监测； 
4) 路段监测：主要对常发拥堵路段进行统计，并实现关注路段的速度、流量查询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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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拥堵分析：主要是对拥堵路段的拥堵时长、拥堵时间分布、拥堵区域、拥堵致因等进行统计分析。

其中拥堵致因主要包括车流量大、车道数受限、货车比例较大、信号灯配时不合理、道路施工、交通事

故、占道经营、旧城改造等。 

3.3.4. 突发事件监测 
通过点击地图中的突发事件，可以了解突发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类型，以及伴随事件上报的图

片、文字资料、事件处置经过和当前状态，有利于部门间信息共享、协调联动，及时应对突发事件。 
主要指标介绍如下： 
1) 重大活动组织优化：全面掌握重大活动的总体情况，在此基础上进行交通资源调度，对重大活动

发展形势进行大数据分析研判。 
2) 高危企业重点布控：高危企业包括仓储中心、化工企业、石油企业、电力企业等易燃易爆企业。 
3) 综合枢纽、园区重点布控：针对客流密集的综合枢纽、园区、商场等区域，完善客流分布监测与

客流态势研判，重点保障客流出行安全。 
4) 车辆违章：针对车辆违章类别、违章数量、违章发生路段进行统计分析，筛选重点违章区域，分

析车辆违章原因，并进行区域监控和人为干预。 
5) 交通事故：重点关注交通事故类别，划分交通事故等级，统计交通事故数量，筛选交通事故多发

区域，分析交通事故致因，为有关部门提供重点防范依据。 
6) 恶劣天气：重点分析极端天气下各类交通方式的输送能力，为应对极端天气时的交通调度提供理

论依据。 

3.3.5. 假日专题监测 
假日专题监测主要服务于特定时间节点的交通态势监测，用于交通保障、应急值守。以春运专题监

测为例，通过出行客运量、出行交通方式分布、出行班次等分析春运期间的客运压力。 
针对日常模式与节假日模式中民众出行需求、客流量、客流分布、交通运力变化情况等进行对比分

析，有利于政府部门由日常模式转为假日模式时的交通资源调度。 

3.3.6. 交通应急处置 
基于电子地图的空间展现和基于时间的动态趋势展示，通过时空关联工具可以查询分析事件周边应

急资源，直观展示公共突发事件发生地点、现场状况、防控措施、救援车辆、人员疏散、物资调度等多

维数据。同时，可以调取现场附近的摄像头，掌握事件进展，仿真分析获取交通组织、交通诱导、交通

管理方案，为下一步决策指挥提供依据，实现公共突发事件数据分析统计和总体态势评估，支撑公共突

发事件防控工作的科学決策。 

3.4. 社会管理版块 

社会管理旨在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以解决

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突出问题为突破口，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稳定。交

通运输业社会管理场景从交通基础设施、节能减排、民众出行满意度以及社会诉求处理等四个方面来体

现交通运输业的社会管理[5]。 

3.4.1. 基础设施管理 
交通基础设施主要从小汽车、新能源汽车、出租车、共享单车、停车场、路侧泊位数等领域反映交

通基础设施总体情况及相关设施配比情况。 
主要指标介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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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小汽车包括：小汽车保有量、小汽车增长趋势； 
2) 货车包括：货运汽车保有量、货运汽车增长趋势； 
3) 新能源车包括：新能源汽车保有量、新能源汽车增长趋势； 
4) 出租车包括：出租车数量、出租车分布； 
5) 共享单车包括：共享单车投放单位数量、共享单车投放量、投放分布、市场投放饱和率。 
6) 充电桩：新能源汽车充电桩数量、充电桩分布、充电桩数量与新能源汽车保有量配比度； 
7) 停车场监测：对以上指定区域范围内的停车场数及分布情况、停车位总数、空余停车位数量以及

停车位利用率进行监测，分析车辆数与泊位数配比度； 
8) 路侧停车管理：路侧停车泊位数、路侧停车区域分布、停车平均时长、停车场(泊位)周转率等。 

3.4.2. 节能减排管理 
交通运输行业环保、节能场景主要对公交、出租、长途客货运输等营运车辆的能耗与排放进行量化，

利用能耗总量、能耗效率、排放总量、排放效率等指标实现道路运输行业能耗监测和能耗统计。 

3.4.3. 出行服务管理 
民众出行满意度调查旨在通过交通方式使用排名、平均出行时间、出行舒适度、接驳方式满意度、

换乘便捷度等方面反映民众出行满意度情况。 

3.4.4. 社会诉求管理 
社会诉求旨在通过各类交通诉求占比、其他诉求事件、来源占比、性质分类等方面来反映社会诉求。 
其中，交通诉求包括：交通诉求数量、类别(占道经营、违规停车、道路拥堵)、诉求受理时长、诉求

处理率、处理反馈效果、各月交通诉求量变化趋势，以此反应交通行业现存问题及交通管理前后的效果

变化。 

3.4.5. 智慧文旅监管 
智慧文旅监测系统以重点景区及周边路网为主要对象，通过对来自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旅游主管部

门、互联网企业等机构的路网运行监测数据、景区运行监测数据、互联网数据等多源数据的挖掘分析，

实现对重点景区及周边路网的运行监测、预测预警、应急联动等功能，全面提升交通旅游协同管理和应

急处置能力。 
旅游景点周边交通设施配比分析：重点关注旅游景点周边的停车泊位数、公共交通站点密度、电动

汽车充电桩数量、共享单车投放量等，保障客流及时疏散，方便政府部门实时掌握重点区域的交通设施

配比情况。 

4. 建设效益 

1) 提高数据的利用效益，避免数据资源浪费 
通过建设实施，整合资源，打通数据壁垒，实现交通运输行业各企业及主管单位的数据的互联互通，

加大了对数据的挖掘和利用，通过获取实时交通运量等数据，实时获取交通运行环境和状态，深度挖掘、

综合利用，进一步提高数据的利用率。 
2) 全面提升综合交通与城市经济匹配能力 
覆盖城市人口、经济、交通、货运等诸多行业领域，实现立体化、智能化的运行监测与管理，基于

自动化感知、大数据动态融合、智能监测等，全面提升行业主管部门对行业运行实时状态与经济发展情

况的精准掌控与研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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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强化多运输方式协调联动与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 
以信息联动带动业务协同，实现城市、城际多运输方式的协同联动。建立多部门协调联动机制，面

向重大交通突发事件、重要时期、重要地点，实现对各类突发事件和计划性事件的及时响应、科学决策、

可靠处置。 
4) 显著增强综合交通管理决策辅助支持能力 
深入挖掘交通基础数据、交通历史数据、交通动态数据，通过指标算法模型、机器学习、交通预测

等技术，实现综合交通运行统计查询和对比分析研判交通运行演变规律，为政策制定、管理调控、交通

问题诊断、应急协调联动提供科学的数据支撑。 
5) 提升交通运输服务水平，降低公众出行成本 
为出行者提供多渠道的实时交通信息获取服务，规划更好的出行路径。减少交通参与者因交通堵塞

或交通事故等造成的停车次数及排队等待时间，节约出行时间成本，提高出行效率和质量。 

5. 结束语 

智慧城市背景下交通运行驾驶舱监测指标研究的应用将推动城市交通管理部门数字化转型升级，强

化综合交通管理能力，完善交通、经济综合服务体系保障，推动城市交通经济发展，为城市交通行业的

规划发展提供数据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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