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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

要》要求，按照《交通强国建设纲要》《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规划纲要》相关战略部署，制定本规划。 

一、现状与形势 

（一）发展基础。  

“十三五”期，交通运输行业以数据为关键要素，加快行业

信息化重点工程和示范试点工程建设，不断提升交通运输信息

化数字化发展水平。 

基础设施数字化程度不断提升。基础设施电子地图基本全

覆盖，视频等动态监测范围不断扩大。智能化铁路信号系统广

泛应用；高速公路视频监控和电子不停车收费系统（ETC）广

泛覆盖；沿海港口及附近水域电子海图和智能航标实现全部覆

盖，数字航道基本覆盖长江、西江干线；基于性能的导航系统

（PBN）在运输机场广泛应用。 

互联网出行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互联网售票比例和电子客

票使用率不断提高。铁路互联网售票比例超过 80％；电子客票

应用覆盖全国高铁和城际铁路站、800 个道路客运站和 200 多家

机场；高速公路客车 ETC 使用率超过 71%；“互联网+”便捷交

通创新应用成效显著，“掌上出行”等新业态不断推出。 

线上物流组织效率不断提高。“互联网+”高效物流服务新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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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新业态不断涌现。95306 铁路货运服务系统基本建成；各类网

络货运企业整合货运车辆超过 240 万辆；危险货物道路运输电

子运单使用率突破 30%，国际集装箱运输、沿海主要港口海铁

联运全部实现电子单证交换，主要快递企业电子运单使用率达

到 90%。 

行业联网协同管理不断深入。国家综合交通运输信息平台

初步建立，信息系统整合共享不断深入，交通综合执法、信用

信息管理、道路运输管理、公路治超管理、安全生产监管、海

事监管等业务系统联网运行规模不断扩大。大力推进“互联网+”

政务服务，基本实现行业政务服务事项“一网通办”。 

网络安全与技术支撑体系基本建立。交通运输网络安全政

策体系基本建立，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能力普遍提升，行业

关键信息基础设施清单和数据分级分类管理制度不断完善，行

业密码和密钥管理体系不断健全。行业信息通信骨干网已全面

建成，全国高速公路光纤网有力支撑行业重要业务开展，北斗

卫星导航系统在行业广泛应用。交通运输政务信息共享取得显

著进展。 

信息创新应用环境逐步优化。智能装备创新应用和产业布

局加快推进，交通运输部认定了 7 家自动驾驶封闭场地测试基

地，智能船舶已形成一定的技术积累和产业基础。新技术应用

研发平台加速布局，认定建设一批行业重点实验室和行业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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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现行有效的行业信息化标准共计 331 项。  

尽管行业信息化数字化取得了长足发展，但是还存在以下

几个方面的不足。一是数据基础依然薄弱。数据采集能力难以

满足发展需要，动态感知的范围较窄、深度不够；行业成体系、

成规模的公共数据较少，数据开放与社会期望还存在差距。二

是应用协同性不强。不同方式和领域之间发展不平衡，纵向的

全国一体化协同应用较少，横向的综合性应用尚未充分整合、

有效联动。三是安全保障水平有待提升。网络安全主动防护、

纵深防御、综合防范的能力不适应新形势，关键信息基础设施

和关键数据资源保护能力不足。四是发展环境有待完善。先进

信息技术与交通运输的融合深度、广度仍显不足，可规模化复

制推广的模式和标准尚未形成，重建设轻运维问题依然存在。 

（二）形势要求。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推进交通新基建。按照加快

建设交通强国要求，大力推进交通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统筹交

通基础设施与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发展，通过先进信息技术赋能，

推动交通基础设施全要素、全周期数字化，建设现代化高质量

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促进交通运输提效能、扩功能、增动能。 

满足美好生活新期待，推动运输服务智能升级。顺应信息

消费、数字消费发展趋势，改进客货运输服务模式，不断培育

新的服务产品，满足新的消费需求。充分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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