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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部关于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开展5G智能交通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等交通强
国建设试点工作的意见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审批<中国移动交通强国建设试点实施方案>（送
审稿）及任务申请书的请示》收悉。为重在落实《交通强国建设纲要》相关领域的目标
任务，根据《交通运输部关于开展交通强国建设试点工作的通知》（交规划函〔2019〕
859号），经研究，主要意见回复如下：

一、原则同意在5G智能交通信息基础设施建设、5G在智慧公路、智能航运领域的
技术创新及应用等方面开展试点（具体要点附后），请进一步细化试点任务、落实具体
举措，明确阶段目标和时间进度，并及时向我部报备。

二、加强对试点工作的组织领导，建立健全试点工作推进机制，明确责任分工，强
化政策支持。加强上下联动，强化协同配合，创造开放包容、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避
免出现排他性问题。

三、统筹推进、突出重点，力争在高精度定位，5G车路协同，港机设备远程控制、
港口内部和特殊场景集疏运通道无人集装箱卡车等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形成一批先进
经验和典型成果，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为交通强国建设提供经验借鉴。

四、加强跟踪、督导和总结，试点工作中出现的重大问题以及取得的阶段性成果、
成功经验模式及时报告我部和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每年12月底前向我部报
送年度试点工作总结。

我部将会同有关部门、单位、专家对试点工作积极指导，在相关“十四五”规划编
制等工作中加强支持。适时开展跟踪调研、监测评估和经验交流。在试点任务实施完成
后组织开展考核、成果认定、宣传推广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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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交通强国建设中国移动试点任务要点

一、5G智能交通信息基础设施建设

（一）试点单位。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中国交通通信信息中心、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北京邮
电大学、武汉大学。

（二）试点内容及实施路径。

1.研发高精度定位平台。研发包括高精度融合定位、数据解算等7大模块的定位平
台，提升定位精度及定位可靠性，支撑交通运输全域场景高精度定位。

2.建设覆盖全国的高精度定位网络。利用基础资源优势，研究并完成地基增强网络
的协同建设。

3.建设泛在融合的新型交通信息基础设施。发挥5G及高精度定位网络资源和IT能力
优势，推动5G、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边缘计算等新技术在交通领域的深度融
合，建设泛在的具有通信、定位、大数据处理、云计算等功能的信息网络，及符合智能
交通需要的信息基础设施。

（三）预期成果。

通过1—2年时间，完成网络建设设计方案。完成高精度定位平台关键技术研发，平
台定位能力达到动态厘米级和静态毫米级。完成试验网络搭建及平台功能的测试验证。
完成移动云、大数据在交通运输行业应用研究和方案设计。

通过3—5年时间，完成高精度定位平台的商用版本研发和性能测试。完成泛在信息
网络建设，建成一批符合智能交通需要的泛在先进的信息基础设施。移动云、大数据等
在自动驾驶、无人机等交通领域的应用取得积极成效。

二、5G车路协同与智慧公路技术创新及应用

（一）试点单位。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长安大学、齐鲁交通信
息集团有限公司、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湖北交投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二）试点内容及实施路径。

1.车路协同硬件系统研发。研发车路协同自动驾驶关键车载5G通信终端产品。推进
多传感器感知融合算法研究和路侧感知系统核心部件研发。

2.构建车路协同大数据体系。推进通讯网、物联网以及各类专网、切片网络的数据
融合，加强交通领域行业数据的归集汇聚，构建综合交通大数据中心体系。强化车辆传
感器、动态行驶、司机驾驶行为等数据挖掘分析，提升路况监测、运输服务、交通规划
及管理等精准决策支持服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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