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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交通管理和交通工程逐步发展成智能交通系统。智能交通系

统是在较完善的道路设施基础上，将先进的电子技术、信息技术、传感器技术和系统工程技

术集成运用于地面交通管理所建立的一种实时、准确、高效、大范围、全方位发挥作用的交

通运输管理系统。它是充分发挥现有交通基础设施的潜力，提高运输效率，保障交通安全，

缓解交通拥挤的有力措施。近年来，我国交通运输行业全面推进信息化建设，交通智能化取

得长足发展。以示范、试点工程建设为依托，不断提高信息资源开发利用水平，在交通运输

动态信息采集与监控、交通信息资源整合开发与利用、交通运行综合分析辅助决策和交通信

息服务四个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公路水路交通信息化发展开始进入协同应用和综合服务

的新阶段。

2020年我国智能交通市场总规模为1658亿元，2021年中国智能交通行业市场规模为1917亿元，

同比增长15.62%。ITS114统计数据显示，截止2020年12月底，我国智能交通千万项目（不含公

路信息化）市场规模约为296.12亿，项目数1400个，市场项目平均规模约为2115.12万。截

至2021年12月底，城市智能交通市场（除停车项目）中标过亿项目20个，中标过亿项目市场

规模总计约为55亿。其中交通管控市场中标过亿项目8个，总计为27.44亿；智慧运输市场中标

过亿项目12个，总计为27.56亿。2022年9月，交通运输部发布通知，公布第一批智能交通先导

应用试点项目（自动驾驶和智能航运方向）。经自主申报、相关单位推荐和评审，交通运输

部同意将&ldquo;北京城市出行服务与物流自动驾驶先导应用试点&rdquo;等18个项目作为第一

批智能交通先导应用试点项目。  

2022年12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提

出要优化城市交通网络布局，大力发展智慧交通。2023年2月7日，交通运输部发布了关于《

加强交通运输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的指导意见》的通知，其中对企业如何依法落实企业法定

职责提出了七个方面的明确要求，对各地交通运输管理部门加强行业监督管理提出了明确要

求。2023年3月31日，交通运输部、国家铁路局、中国民用航空局、国家邮政局、中国国家铁

路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印发《加快建设交通强国五年行动计划（2024-2030年）》，确定的行动

目标是，到2027年，党的二十大关于交通运输工作部署得到全面贯彻落实，加快建设交通强

国取得阶段性成果，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突破，&ldquo;四个一流&rdquo;建设成效显著

，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取得重大进展，&ldquo;全国123出行交通圈&rdquo;和&ldquo;

全球123快货物流圈&rdquo;加速构建，有效服务保障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

。  

我国智慧交通行业投资事件数在2019-2021年间逐年上升，2021年投资事件数36起，较2020年



上升了5起。截至2022年7月21日，2022年我国智慧交通行业共发生投资事件290起，已披露投

资金额最高的为T3出行公司在战略投资中收到的77亿人民币投资。  

中企顾问网发布的《2024-2030年中国智能交通行业发展趋势与市场需求预测报告》共十四章

。首先介绍了智能交通的概念、功能及子系统等，接着分析了中国智能交通业面临的外部环

境，并对国内外智能交通产业的发展及智能交通产业链的发展进行具体阐述。然后，报告分

别对智能交通管理系统、信息服务系统、停车收费系统、区域市场、重点企业竞争力及重点

投资项目做了深入细致的分析。最后，报告对中国智能交通产业的投资潜力及发展前景进行

了科学的分析和预测。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来自于国家统计局、交通运输部、工信部、财政部、中企顾问网、中企

顾问网市场调查中心、中国智能交通协会以及国内外重点刊物等渠道，数据权威、详实、丰

富，同时通过专业的分析预测模型，对行业核心发展指标进行科学地预测。您或贵单位若想

对智能交通行业有个系统深入的了解、或者想投资智能交通行业，本报告将是您不可或缺的

重要参考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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