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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简介

观研报告网发布的《2018-2023年中国交通信息化行业市场供需现状调研及投资商机分析预
测报告》涵盖行业最新数据，市场热点，政策规划，竞争情报，市场前景预测，投资策略等
内容。更辅以大量直观的图表帮助本行业企业准确把握行业发展态势、市场商机动向、正确
制定企业竞争战略和投资策略。本报告依据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和国家信息中心等渠道发
布的权威数据，以及我中心对本行业的实地调研，结合了行业所处的环境，从理论到实践、
从宏观到微观等多个角度进行市场调研分析。

官网地址：http://baogao.chinabaogao.com/xixinfuwu/306610306610.html

报告价格：电子版: 7200元    纸介版：7200元    电子和纸介版: 7500

订购电话: 400-007-6266 010-86223221

电子邮箱: sale@chinabaogao.com

联 系 人: 客服

特别说明：本PDF目录为计算机程序生成，格式美观性可能有欠缺；实际报告排版规则、美
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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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目录及图表目录

《中国交通运输发展》指出，“十三五”期间，我国要建设现代高效的城际城市交通。建
设城市群中心城市间、中心城市与周边节点城市间1－2小时交通圈，打造城市群中心城市与
周边重要城镇间1小时通勤都市圈。在城镇化地区大力发展城际铁路、市域(郊)铁路，形成
多层次轨道交通骨干网络。实行公共交通优先，加快发展城市轨道交通、快速公交等大容量
公共交通。到2020年，基本建成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长江中游、中原、成渝、山东
半岛城市群城际铁路网。加快300万以上人口城市轨道交通成网，新增城市轨道交通运营里
程约3000公里。加强邮政、快递网络终端建设。

近年来,我国交通部相继颁发了《公路、水路交通信息化“十三五”发展规划》、《公路
、水路交通信息化工作指导意见》、《交通(公路水路)信息化建设指南》、《中国交通电子
政务建设总体方案》等，这些文件在推动交通信息化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2016年全国交通信息化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交通信息化的目的是通过广泛应用
现代信息技术，实现交通产业升级，使社会公众享有更多的信息资源，提高科研、生产、和
管理的效率和能力，加快推进交通现代化。”主要表现在：
        （1）在政务建设方面，信息化方面已经取得明显成效。
交通部机关信息化基础设施改造工程已经完成，办公自动化系统已挂网运行两年，取得较好
的效果。

大多数省、自治区、直辖市交通厅(局、委)建设了政府机关局域网，开通了办公自动化
系统和各类管理应用系统，并相继建立了对外服务网站，基本实现了有关信息网上发布。

地区级以下交通主管部门在办公中普遍应用了计算机，部分了实现与上级主管部门的
网络联接和利用互联网传递信息。

根据对全国31个省级交通厅(局)调查统计，目前有99%的省厅已建机关局域网，95%的
省厅已开始应用办公自动化系统，99%的省厅已在国际互联网上拥有自己的网站或网页，所
有省厅都可与部机关通过电子邮件系统或采用其他联接方式与部交换信息。初步实现了政务
公开信息的网上发布和有关业务的网上办理。
        2.在公路水路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信息化取得重要进展。

在规划、勘察、设计等工作中，许多单位已经利用网络开展联合设计，开始普及应用
计算机辅助设计系统(CAD)、地理信息系统(GIS)、全球定位系统(GPS)、遥感技术(RS)等，
基础设施建设前期工作大大加快;

在建设管理方面，高等级公路、大型桥梁建设、深水筑港、深水航道整治已经采用信
息化的施工技术，广泛应用了项目管理软件，明显提高里管理水平。

在海事基建方面，已建成了17个船舶交通管理中心和42个雷达站，提高了船舶及特殊
水域的交通管理水平。
        3.在交通运营管理领域，信息化已有较大突破。



观研报告网 www.chinabaogao.com

区域性运政管理计算机系统得到普遍应用;路面养护管理与评价系统(CPMS)、桥梁养护
与评价系统(CBMS)已在20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推广应用;公路GIS系统、公路规费征稽
系统等也得到了很好应用;高速公路通信、监控、收费系统成为高速公路运营管理的重要手
段，京沈高速公路联网收费系统于去年10月正式启用，广东、浙江、江苏、重庆、山东、山
西、辽宁等省也都实现了省内联网收费。

在海事管理系统中，建成了覆盖全国14个直属海事局的水上安全监督信息网，实现了
船舶、船员、通航环境管理等水上安全监督管理业务的计算机化，ISM管理信息系统、中国
船舶报告系统、船舶检验信息系统等都得到了很好的应用，为保障船舶航行安全发挥了重要
的作用。
        4.在运输企业管理方面，信息化建设已呈现良好势头。

电子商务、现代物流理念逐步渗透，计算机联网售票，车站、港口、车辆、船舶的计
算机管理系统已经普遍应用，工作效率大大提高。大中型港口和大型航运企业(集团)积极开
展企业信息化建设，围绕运营管理、调度指挥、运输过程控制和企业内部事务处理等业务需
求，开发了企业内部管理方面的信息系统，并通过国际互联网开展用户服务。港航EDI用户
总数已超过1000个，其应用已收到明显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成为我国港航运输生产中不可
缺少的技术手段。
中国交通信息化行业相关政策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城市居民出行可供选择的交通方式

随着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交通运输业自身的快速发展，目前供人们出行
的交通方式越来越多。城市居民的出行方式按其社会属性可分为2种：私人交通和公共交通
。私人交通主要包括步行、自行车、摩托车和小汽车等；公共交通主要包括出租车、常规地
面公交、轨道交通和快速公交等。
        1. 私人交通

私人交通最大的优点就是方便灵活，不受线路和班次的限制，自由度和可达性都很高
。但其也存在不同的缺点：步行虽然不消耗任何能源，但出行距离限度最短；自行车虽然成
本低、体积小、存放方便、使用灵活、不消耗能源，但是在3公里范围外一般不是人们首选
的交通运输方式；摩托车速度会比自行车快，但是消耗能源，而且带来一定程度的环境污染
；小汽车适合于中长距离的出行，方便快捷，但是对能源的消耗和对环境的污染都较大。
        2. 公共交通

常规公共交通、轻轨及地铁可以运载较多的乘客，是城市公共交通的主要组成部分。
公共交通与小汽车相比，灵活性、自由度、速度、舒适性较差，但较经济；与自行车相比，
其灵活性、自由度较差，但速度、舒适性，特别是在超过一定距离时较自行车好。出租车快
捷、舒适、灵活，可以实现门到门的服务，但是其对城市环境的污染严重，出行者单位耗能
大，而且相对于其他的公共运输方式运价高。
各种交通方式优缺点比较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综上所述，每种交通方式都有其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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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点，居民会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历史经验、经济条件及当下的运输供给情况来选择各自
的出行方式。
        城市居民出行方式选择过程

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交通需求迅猛增加，居民出行可供选
择的交通方式更加多样化，因此，城市居民出行方式选择是一项动态、复杂的活动。居民出
行方式选择的基本过程是：居民由于自身的需要产生出行需求，然后结合自己的社会经济条
件、历史经验、交通运输的历史供给情况等，确定适合自己的运输方式集合以及预期各种运
输方式会产生的效用，在此基础上结合出行目的建立选择标准，最终确定最适合自己的运输
方式。居民个体出行方式的选择实质是出行者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所表现出来的结果。在交
通出行方式的选择中，出行者根据以往的出行经验，再结合当下的实际情况，在充分考虑出
行时间、路线和费用的情况下，对出行方式做出选择。城市居民个体出行方式的选择是一个
反馈的过程，先前的经验对后面的选择产生影响，后面的选择又会形成新的经验。
        居民出行方式变化

近年来，我国居民出行方式变化巨大，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发展，我国城市交通堵塞问
题愈发严重，越来越多的居民选择乘坐公交、地铁等交通工具出行，2012-2017年，我国居
民出行选择公交车、地铁和城铁的人数从40%增加到60%。  
资料来源：观研天下数据中心整理 中国报告网发布的《2018-2023年中国交通信息化行
业市场供需现状调研及投资商机分析预测报告》内容严谨、数据翔实，更辅以大量直观的图
表帮助本行业企业准确把握行业发展动向、市场前景、正确制定企业竞争战略和投资策略。
本报告依据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和国家信息中心等渠道发布的权威数据，以及我中心对本
行业的实地调研，结合了行业所处的环境，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到微观等多个角度进行市
场调研分析。它是业内企业、相关投资公司及政府部门准确把握行业发展趋势，洞悉行业竞
争格局，规避经营和投资风险，制定正确竞争和投资战略决策的重要决策依据之一。本报告
是全面了解行业以及对本行业进行投资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
等数据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
及市场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
数据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

第一章交通产业相关概述
第一节交通行业的分布特点
一、交通行业的界定
二、交通行业组织结构
第二节交通行业的价值链
第三节细分行业业务流程梳理



观研报告网 www.chinabaogao.com

一、铁路的业务流程梳理
二、民航的业务流程梳理
三、公路的业务流程梳理
四、交通管理的业务流程梳理
五、公交的业务流程梳理
六、出租的业务流程梳理

第二章中国交通信息化产业运行环境分析
第一节中国交通信息化产业政策环境分析
一、《交通运输“十三五”发展规划》
二、《公路、水路交通信息化“十三五”发展规划》
三、《交通运输信息化智能化发展的指导意见》
四、《公路水路交通运输“十三五”科技发展规划》
第二节2014-2017年中国宏观经济环境分析
一、中国gdp增长情况分析
二、工业经济发展形势分析
三、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分析
四、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五、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分析
六、居民消费价格变化分析
七、对外贸易发展形势分析
第三节中国交通信息化产业技术环境分析
一、“北斗”导航交通系统发展分析
二、城市智能公交信号优先技术简析
三、平安城市智能交通系统建设方案
四、交通信息化rfid技术重点分析
第四节中国交通信息化产业社会环境分析
一、民用汽车保有量情况
二、汽车产销总情况分析
三、中国道路拥堵情况

第三章2014-2017年中国交通行业运行态势分析
第一节2014-2017年我国城市交通的特点分析
一、交通行业固定资产投资分析
二、交通运输行业总体情况分析



观研报告网 www.chinabaogao.com

三、中国交通运输价格指数分析
第二节中国交通运输运行情况发展
一、铁路运输情况分析
（一）铁路运营里程分析
（二）铁路客运情况分析
（三）铁路货运情况分析
二、公路运输情况分析
（一）公路运营里程分析
（二）公路客运情况分析
（三）公路货运情况分析
三、水路运输情况分析
（一）水路客运情况分析
（二）水路货运情况分析
（三）港口运输情况分析
四、航空运输情况分析
（一）航空客运情况分析
（二）旅客周转量情况分析
（三）机场旅客运输量情况
（四）机场货邮吞吐量情况
第三节中国智能交通行业发展分析
一、中国智能交通行业发展历程
二、智能交通系统应用状况分析
（一）城市智能交通的应用亮点
（二）高速公路智能交通的应用
（三）国内城市智能交通的应用
（四）城市智能交通发展现状分析
三、智能交通系统发展现状分析
（一）智能交通系统及功能简介
（二）中国智能交通系统发展现状
（三）中国智能交通市场规模分析
（四）中国智能交通产品结构分析
第四节中国城市公共交通信息化分析
一、城市交通控制系统发展历程
二、城市智能公交发展扶持政策
三、城市智能公共交通发展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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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城市公交智能化的发展态势
五、城市智能公交系统产品分析
（一）智能电子站牌市场发展分析
（二）公交ic卡市场发展分析
（三）屏蔽门市场需求发展分析
第五节城市轨道交通行业智能化分析
一、城市轨道交通智能化政策背景
二、城市轨道交通智能化系统优势
三、城市轨道交通智能化市场规模
四、城市轨道交通智能化竞争格局
（一）智能系统整体市场占有率分析
（二）乘客咨询及综合安防系统占有率
（三）综合监控系统细分市场占有率
第六节“十三五”中国主要地区城市交通发展规划
一、“十三五”期间北京市城市交通发展规划
二、“十三五”时期上海市城市交通发展规划
三、“十三五”期间广东交通运输发展规划
四、“十三五”时期武汉城市交通发展目标

第四章中国交通信息化产业运行新形势透析
第一节中国交通信息化取得新进展
一、行业设施运行管理系统效率提高
二、行业公共信息服务水平明显提升
三、运输管理服务系统监管能力增强
四、交通安全监管和应急系统保障提高
五、行业信息化发展建设环境明显改善
第二节中国交通信息化细分领域分析
一、公路行业移动信息化的应用
二、高速公路行业移动信息化应用
三、铁路行业移动信息化的应用
四、民航业的移动信息化应用
五、交通管理行业的移动信息化应用
第三节中国交通信息化重点区域市场分析
一、江苏
二、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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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川
四、甘肃
五、广西
六、浙江

第五章中国交通行业信息化需求分析
第一节交通信息化发展现状分析
一、交通信息化的内涵
二、交通行业信息化投资规模
三、交通行业移动信息化特点
四、交通信息化发展存在问题
五、交通信息化发展对策分析
第二节国内高速公路信息化现状
一、高速公路信息化系统分析
（一）高速公路联网收费情况
（二）高速公路管理系统构成
（三）高速公路管理系统应用
二、国内交通信息化特点分析
三、国内交通信息化需求分析
四、高速公路信息化需解决问题
五、高速公路信息化服务发展趋势
第三节水路运输系统信息化分析
一、水路运输管理信息系统相关概述
二、水路运输管理信息系统的重要性
三、水路运输系统智能化的主要内容
四、水路运输管理信息系统发展格局
第四节中国交通行业移动信息化需求分析思路
一、分析行业用户对移动应用需求的着眼点
二、行业对信息化解决方案需求关键因素
三、行业需求分析的方法
四、交通行业需求挖掘的步骤
五、交通行业移动信息化的四大功能
第五节交通行业移动信息化需求分析案例
一、石家庄交通管理移动解决方案需求
二、交通行业移动解决方案需求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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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航空移动解决方案需求分析
四、长途客运移动解决方案需求分析

第六章中国交通行业信息化解决方案解析
第一节交通管理领域的移动信息化解决方案
一、移动智能交通解决方案
（一）客户面临的问题
（二）解决方案
（三）给客户带来的好处
二、移动通信解决方案
（一）客户面临的问题
（二）解决方案
（三）给客户带来的好处
三、实时交通解决方案
（一）需求分析
（二）解决方案
（三）给客户带来的好处
四五、交通移动办公解决方案
（一）需求分析
（二）解决方案
（三）给客户带来的好处
第二节车辆管理领域的移动信息化解决方案
一、公务车辆移动信息化管理解决方案
二、营运车辆移动信息化管理解决方案
三、危险品运输gps定位调度解决方案
四、高速公路移动信息化解决方案
第三节方案推荐——长途客运多功能无线监控系统
一、长途客运公司面临的问题
二、长途客运公司的需求
三、长途客运多功能无线监控及管理系统介绍
四、长途客运多功能无线监控及管理系统效益分析
第四节方案推荐——gps出租车调度系统
一、出租车行业面临的问题
二、出租车行业的需求
三、出租车调度系统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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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出租车调度系统的目标
五、出租车调度系统的功能优势

第七章2014-2017年中国交通信息化合作透析
第一节中国交通信息化合作现状综述
一、交通运输部与中国电信规划交通信息化
二、英特尔以信息化共推智能交通创新
三、渔业交通信息化合作动态分析
四、中国电信车载信息系统分析
第二节主要省市交通信息化合作发展分析
一、北京市交通信息化合作发展分析
二、江苏省交通信息化合作发展分析
三、浙江省交通信息化合作发展分析
四、山西省交通信息化合作发展分析
五、上海市交通信息化合作发展分析
六、山东潍坊交通信息化合作发展分析

第八章2018-2023年中国交通信息化前景预测分析
第一节2018-2023年中国交通运输信息化规划
一、“十三五”交通运输信息化发展需求
二、“十三五”交通运输信息化发展目标
三、“十三五”交通运输信息化建设重点
（一）实施交通运输行业信息化重大工程
（二）开展重点领域示范试点工程建设
（三）继续深化各业务领域管理和服务信息化应用
（四）进一步完善信息化发展条件
四、“十三五”交通运输信息化保障措施
第二节2018-2023年城市公交信息化前景与需求
一、城市化率的提高加大交通压力
二、“智能”“绿色”城市公交需求
三、国内城市公交信息化发展趋势
第三节2018-2023年高速公路信息化前景与需求
一、高速公路智能交通市场格局
二、高速公路智能化提高运营效率
三、高速公路智能交通市场需求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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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道路电子收费系统发展前景广阔

第九章2018-2023年中国城市交通信息化投融资解析
第一节城市轨道交通投融资与信贷分析
一、城市轨道交通投融资模式
（一）主要投融资模式
（二）资本金筹集方式
（三）混合投融资模式
（四）主要盈利模式分析
二、城市轨道交通投资分析
（一）城市轨道交通投资规模
（二）城市轨道交通投资结构
（三）城市轨道交通投资需求
（四）城市轨道智能交通需求
三、城市轨道交通融资分析
（一）城市轨道交通融资规模
（二）城市轨道交通融资来源
四、完善轨道交通投融资模式
第二节城市公交行业投融资与信贷分析
一、城市公交发展规划
二、城市公交投融资体制改革成效
三、城市公交投融资体制创新要求
（一）垄断竞争市场规模
（二）投资回报率
（三）投资内容与特点
（四）控股公司与集团投融资功能
（五）政府地位和作用必须明确
四、城市公交投融资体制改革思路
五、城市公交投融资市场运作方案
六、城市公交融资途径与政策建议
（一）城市公交未来融资途径
（二）城市公交相关政策建议
第三节高速公路行业投融资与信贷分析
一、高速公路投资分析
（一）高速公路投资规模



观研报告网 www.chinabaogao.com

（二）高速公路投资资金结构
（三）高速公路投资地区结构
二、高速公路融资分析
（一）高速公路融资原则
（二）高速公路融资来源
（三）高速公路融资模式
（四）高速公路融资创新
（五）高速公路融资效益
三、高速公路投融资矛盾分析
（一）行业融资变革遵循的原则
（二）行业需要解决的若干问题
（三）政策层面需要解决的问题
四、高速公路市场投融资预测

第十章2018-2023年中国交通信息化投资机会及战略分析
第一节中国交通信息化行业投资特性分析
一、交通信息化行业进入壁垒分析
（一）资质壁垒
（二）资金壁垒
（三）技术壁垒
（四）经验壁垒
二、交通信息化行业盈利水平分析
三、交通信息化行业投资特征分析
四、交通信息化行业投资规模预测
第二节中国城市轨道交通投资背景分析
一、中国城市轨道交通投资加速
二、政府逐步放开城市轨道交通投资
三、国内地铁投资将带动周边商业发展
四、城轨交通建设给装备企业带来商机
五、中国轨道交通迎来新一轮采购高峰
第三节2018-2023年中国交通信息化投资机会分析
一、城市轨道交通信息化投资机会分析
二、城市公交信息化投资机会分析
三、高速公路信息化投资机会分析
第四节2018-2023年中国交通信息化行业投资风险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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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城市轨道交通信息化投资风险分析
二、城市公交信息化投资风险分析
三、高速公路信息化投资风险分析
第五节2018-2023年交通信息化行业投资策略分析
一、城市轨道交通信息化投资策略分析
二、城市公交信息化投资策略分析
三、高速公路信息化投资策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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