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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鉴实践经验,

科学推进重庆智慧高速公路建设

步入发展新阶段，智慧高速公路建设作为交通行业塑造发展

新引擎新动能的重点领域，是建设交通强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

先导标杆。欧美发达国家或地区早在 20年前就已进入“后建设”

时代，实施了第五代道路、合作式智能交通、互联车辆以及智慧

公路等面向高速公路智能化的发展战略。自 2018年启动新一代

国家交通控制网和智慧公路试点工程以来，全国已有超 9000公

里高速公路已经和将要在其部分路段开展智慧高速建设工作。当

前我国智慧高速建设存在着多部门协调机制尚未建立、信息化技

术应用导向过于突出、改扩建高速智慧化提升需求强烈、智慧高

速建设获得感及效益不明显等情况，有必要开展重庆市高速公路

智慧化提升规划及建设指导方案研究，尤其是近期以问题为导向

围绕“两路一大”强化智慧高速建设，以科学有序的实施高速公

路全域智慧化提升。

自 2018年 2月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快推进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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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国家交通控制网和智慧公路试点的通知》起，全国已有超 9000

公里高速公路已经和将要在其部分路段开展智慧高速建设工作，

用于提供面向用户的主动安全类、效率提升类、信息服务类、自

动驾驶类等业务，以及面向管理者的建设、管理、养护、运营、

服务等业务。全国先后有 15省市先后出台了智慧高速公路建设

的指导性文件，用于规范智慧高速公路建设的有序实施。

一、当前对智慧高速建设的普遍认知

目前国内智慧高速发展处于探索阶段，各省市多以试点或者

部分试点形式新建智慧高速，尚无一套成熟的、可快速落地的模

板可以借鉴，但经过实践已形成一定共识：一是要搭建统一的智

慧高速数据中心和管理平台，实现全省（市）高速公路实时数据

和信息汇聚、处理和交互，为相关单位协同管理、应急救援等提

供专业化的服务。二是要建立实时路网状态的感知和监测数据采

集网络，促进实现在线监控、指挥调度、公众信息服务等功能，

但建设全覆盖的气象、交通流、基础设施及边坡等路网状态感知

设施必须因地制宜、分步实施。三是主要建设目的为提升交通安

全及效率，提出了主动车道级管控、交通零死亡、全天候通行、

自由流收费等应用场景。四是注重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及运维管

理，促进实现基础设施运维全生命周期降本增效。五是致力于满

足用户更高的通行需求，山东省高速集团通过社会调查的方式收

集调查问卷 800份，分析了当前高速公路司乘人员通行习惯和需

求，具体为：（1）获得信息途径主要是导航软件，占比为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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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标志标线占比 19%等；（2）行车过程中希望接收的信息内容，

如前方缓行和拥堵、事故、施工养护、封路、天气等信息；（3）

出现拥堵后信息需求，如拥堵时间和拥堵原因。六是探索开展新

技术应用、新场景打造，例如光伏路面、车路协同、自动驾驶测

试、卡车编队等。

二、智慧高速建设面临的问题及挑战

我国智慧高速公路经过多年试点工程探索，正处于从点状的

技术试点验证向系统化的技术集成示范转变的阶段，存在着一些

短板或亟需解决的难题和挑战：一是多部门协作机制尚未有效建

立，智慧高速建设涉及到交通、公安、工信等政府部门，目前在

国家和各省级层面尚无明确的部门协调机制，且交通行业内部

“各自为政、相互独立”重复建设的情况时有发生。二是智慧高

速公路建设获得感不够突出，从运营主体维度出发，智慧高速公

路建设尚无明确的投资回报，导致相关运营主体投资动力欠缺；

对用户来讲，智慧高速公路传递信息价值不高，以提醒为主，指

导性不足，且信息传递主要通过可变情报板，出行体验与传统高

速公路相比并无突出表现。三是智慧高速公路应用技术迭代过于

迅速，5G、北斗、人工智能、大数据、高清摄像、边缘计算、

移动互联网等新技术迭代周期短于智慧公路建设周期，导致智慧

公路建成之时就是设施、设备过时之时。四是智慧高速公路建设

成效缺乏评价标准，我国各智慧高速试点普遍缺少智慧高速公路

建设实施效果的评价指标和评价机制，导致难以系统性、定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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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评估智慧高速公路建设成效，不利于后续智慧高速公路建设的

全面宣传和广泛推广。

三、关于推进重庆智慧高速规划建设的建议

制定科学合理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科学合理的顶层设计

和总体规划是智慧高速公路建设成功的先决条件。建议重庆市交

通局研究制定重庆市智慧高速公路建设指导方案，建立全市智慧

高速公路总体架构，破解当前高速公路信息化建设方面部门协调

和统筹规划不到位、资源整合与信息共享不充分等问题，实现高

速公路信息的市内融通、省际联通。全市高速路网规模大、层次

多、分布广，公路的基础条件、问题需求、投入能力、建设目标

等差异大。应面向“四环二十二射六十联线”高速公路网，结合

沿线城镇布局、经济条件、气候地质、产业结构及运输需求等要

素，开展高速公路全域智慧化提升规划研究，制定“基本+差异

化”智慧提升路径图，引导全市智慧高速差异化布局、有序化发

展。

分步骤有重点地推进智慧高速网络建设。在统一规划指导

下，处理好局部与整体、近期和远期的关系，各路线因路制宜、

分步推进。现阶段以问题为导向围绕“两路一大”开展全域智慧

化提升工作，一是针对市域内高风险（恶劣天气高影响、灾害多

发区域、事故易发、历史事故多发等）路段，通过智慧化的监测、

预警、引导等手段，提升安全保障能力；二是对成渝双城经济圈

主轴和重庆主城都市圈通道中的拥堵路段，通过智慧扩容等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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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日常及节假日期间通行能力；三是以跨江桥隧为重点实施设

施健康状况和交通运行状态实时监测全覆盖，强化安全隐患排查

和风险管控，推动关键信息主动安全预警，实现重大构造物“全

过程的全测、全控、全防”。在实施阶段，注重预留后续建设接

口和扩展模块，确保各关联系统的整合和数据的交互共享，充分

考虑技术的发展和迭代，加强成熟度和可行性分析，成熟一套、

推广一套，规范全市高速公路智慧化改造提升工作。

通过评价推动智慧高速建设循环提升。智慧高速公路建设非

新一代信息技术和设备的简单堆砌，需深刻探析新技术在高速公

路领域应用的效能效益。欧洲智能交通系统平台 EIP制定了智能

交通建设框架，分智慧公路建设、智慧公路效益 2大领域提出了

30项引导指标；美国 Smart Corridor评估主要涵盖了公路网络运

行、机构能力、出行者反馈、能源消耗及排放、系统组成部分运

行水平等五个方面。建议启动重庆市智慧高速建设效益评价工

作，从安全、效率、融合、绿色、满意度等维度跟踪及验证既有

智慧高速试点工程技术可靠性和运营效益，通过以评促建、以评

促改，为持续循环升级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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