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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14-2018年中国智能交通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共十二章。首

先介绍了智能交通相关概述、中国智能交通市场运行环境等，接着分析了中国智能交通市场

发展的现状，然后介绍了中国智能交通重点区域市场运行形势。随后，报告对中国智能交通

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最后分析了中国智能交通行业发展趋势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智能

交通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智能交通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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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能交通运输系统对城市建设的格局，尤其是对道路建设的格局产生重要影响。首先，它

要求城市道路建设的基础设施更加 完备，可以提高城市道路的等级水平。其次，智能交通运

输系统的建设可以影响城市的土地使用状况，减少道路用地，提高土地的利用率和利用水平

，扩大道路的容 量。这样，与大量投资于道路建设来解决城市交通问题来对比，不仅节约了

大量的资金，而且保持了城市建设和发展的可持续性，为城市的发展预留了更多的空 间。 

     《公路水路交通运输信息化&ldquo;十二五&rdquo;发展规划》指出：&ldquo;十二五&rdquo;

期间，我国将建立更加全面、高效的交通运输运行监测网络，进一步提升交通运输信息资源

的深 度开发与综合利用水平，交通运输系统全网联动、协同应用程度进一步提高，在提升运

行效率、服务公众出行方面取得明显突破。 

第一章　智能交通系统相关概述 

1.1　智能交通系统的概念 

1.1.1　智能交通系统的定义 

1.1.2　智能交通系统的特点 

1.1.3　智能交通系统的优势 

1.2　智能交通系统的功能 

1.2.1　顺畅功能 

1.2.2　安全功能 

1.2.3　环境功能 

1.3　智能交通的主要子系统 

1.3.1　交通信息服务系统 



1.3.2　交通管理系统 

1.3.3　公共交通系统 

1.3.4　车辆控制系统 

1.3.5　货运管理系统 

1.3.6　电子收费系统 

1.3.7　紧急救援系统 

第二章　中国智能交通产业发展环境分析 

2.1　政策环境分析 

2.2　经济环境分析 

第三章　国外智能交通系统发展经验借鉴 

3.1　国际智能交通系统发展综述 

3.1.1　国际智能交通产业发展历程 

3.1.2　国外智能交通产业发展特征 

3.1.3　发达国家智能交通系统应用实践 

3.2　部分地区智能交通发展状况 

3.2.1　美国 

3.2.2　欧洲 

3.2.3　日本 

3.2.4　澳大利亚 

3.2.5　新加坡 

3.3　国外智能交通系统案例介绍 

3.3.1　洛杉矶市自动交通监测和控制中心 

3.3.2　洛杉矶市公共汽车信号优先技术 

3.3.3　墨尔本市自由流电子收费系统 

3.3.4　日本冈山市推出新型智能红绿灯 

3.3.5　新加坡高速公路监控及信息发布系统 

第四章　中国智能交通产业发展分析 

4.1　中国智能交通产业发展阶段 

4.1.1　起步阶段（2000年之前） 



4.1.2　实质性建设阶段（2000-2005年） 

4.1.3　高速发展阶段（2005年至今） 

4.2　中国发展智能交通产业的必要性 

4.2.1　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 

4.2.2　机动车保有量持续攀升 

4.2.3　交通拥堵和环境污染问题加剧 

4.2.4　政策空间收窄使智能交通成必然选择 

4.3　中国智能交通产业发展概况 

4.3.1　我国智能交通产业取得长足发展 

4.3.2　2012年城市智能交通市场建设规模 

4.3.3　智能交通产业迎来发展新契机 

4.3.4　我国城市智能交通的主要应用领域 

4.3.5　中国智能交通领域的市场主体 

4.3.6　国内智能交通市场需求分析 

4.4　中国智能交通产业链分析 

4.4.1　智能交通产业链简述 

4.4.2　算法、芯片和集成电路商 

4.4.3　数据提供商 

4.4.4　硬件制造商 

4.4.5　系统集成商 

4.4.6　运营服务商 

4.4.7　咨询设计商 

4.4.8　终端客户 

4.5　国内智能交通市场竞争格局 

4.5.1　市场集中度分析 

4.5.2　市场竞争态势 

4.5.3　主要竞争对手 

4.5.4　跨国公司布局情况 

4.6　智能交通产业发展中的问题及对策 

4.6.1　国内智能交通市场存在的主要问题 

4.6.2　制约智能交通产业发展的瓶颈因素 

4.6.3　信息共享与安全成智能交通发展瓶颈 



4.6.4　发展我国智能交通产业的对策措施 

4.6.5　进一步完善智能交通系统的措施建议 

第五章　中国智能交通重点领域分析 

5.1　公交智能化 

5.1.1　智能化成为公共交通发展趋势 

5.1.2　我国智能公交行业的发展阶段 

5.1.3　国内智能公交市场的企业格局 

5.1.4　智能公交行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5.1.5　实现公共交通智能化的技术手段 

5.1.6　3G技术应用于公交智能化的实践 

5.1.7　中国智能公交行业发展前景预测 

5.2　轨道交通智能化 

5.2.1　城市轨道交通智能化系统概述 

5.2.2　轨道交通智能化系统的优势 

5.2.3　轨道交通智能化系统市场规模 

5.2.4　高速铁路智能化系统应用与发展 

5.2.5　轨道交通智能化安防市场规模扩张 

5.2.6　轨道交通建设拉动自动化设备市场发展 

5.2.7　轨道交通智能化视频监控系统趋势 

5.2.8　轨道交通智能化系统发展前景 

5.3　高速公路智能化 

5.3.1　高速公路成为基础建设发展重点 

5.3.2　高速公路智能交通系统需求旺盛 

5.3.3　高速公路智能化市场格局状况 

5.3.4　高速公路智能监控系统解决方案 

5.3.5　京秦高速公路智能监控系统应用实践 

5.3.6　高速公路领域智能化产品应用渐趋广泛 

5.4　水路运输智能化 

5.4.1　国内外水路智能运输系统发展状况 

5.4.2　我国水运智能交通系统的开发重点 

5.4.3　智能自动化在水运交通中的应用 



5.4.4　我国港口智能化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5.4.5　长江智能航运系统建设综述 

第六章　智能交通管理系统市场分析 

6.1　车联网 

6.1.1　车联网产业链分析 

6.1.2　车联网产业发展现状 

6.1.3　2011年车联网产业动态 

6.1.4　车联网产业主导力量 

6.1.5　车联网产业的竞争博弈 

6.1.6　车联网市场前景展望 

6.2　电子警察 

6.2.1　高清监控市场发展现状 

6.2.2　电子警察系统优劣势比较 

6.2.3　电子警察产品存在的问题 

6.2.4　电子警察镜头的技术需求 

6.2.5　&ldquo;电子警察&rdquo;系统发展方向 

6.3　交通信号控制机 

6.3.1　交通信号机行业发展历程 

6.3.2　交通信号机行业总体规模 

6.3.3　交通信号机行业质量水平 

6.3.4　交通信号机产品质量认证体系 

6.4　智能电子车牌 

6.4.1　智能电子车牌简介 

6.4.2　智能电子车牌的功能 

6.4.3　智能电子车牌的系统构成 

6.5　应用实践 

6.5.1　广州亚运会智能交通管理系统 

6.5.2　重庆电子车牌系统应用实践 

第七章　智能交通信息服务系统市场分析 

7.1　电子地图 



7.1.1　国外电子地图市场分析 

7.1.2　我国电子地图产业链分析 

7.1.3　中国电子地图市场规模分析 

7.1.4　国内电子地图市场竞争格局 

7.1.5　我国手机地图市场份额分析 

7.1.6　手机地图市场发展特征 

7.1.7　电子地图市场前景展望 

7.2　车载导航 

7.2.1　车载导航优劣势分析 

7.2.2　车载导航市场发展势头强劲 

7.2.3　前装车载导航市场规模分析 

7.2.4　车载后装GPS市场快速扩张 

7.2.5　GPS导航助力智能交通建设 

7.2.6　车载GPS市场发展趋势 

7.3　手机导航 

7.3.1　手机导航市场逐渐兴起 

7.3.2　手机导航市场规模分析 

7.3.3　手机导航市场竞争格局分析 

7.3.4　电信运营商发力手机导航领域 

7.3.5　手机导航市场发展前景预测 

7.4　LED显示屏 

7.4.1　LED显示屏的应用优势 

7.4.2　LED显示屏可用于交通信息发布 

7.4.3　LED显示屏在高速公路的应用 

7.4.4　LED显示屏在交通领域发展潜力 

7.5　应用实践 

7.5.1　西安世园会公共交通智能化服务系统 

7.5.2　南京市智能云交通诱导服务系统 

第八章　智能化停车收费系统市场分析 

8.1　电子不停车收费系统（ETC） 

8.1.1　ETC系统概念及应用 



8.1.2　国内外ETC系统市场规模分析 

8.1.3　2012年长三角ETC系统实现互联互通 

8.1.4　我国ETC设备市场的竞争格局 

8.1.5　各地积极建设ETC系统通畅交通 

8.1.6　ETC系统未来发展趋势分析 

8.2　公交IC卡 

8.2.1　公交IC卡市场蓬勃发展 

8.2.2　国内公交一卡通市场发展特征 

8.2.3　公交IC卡跨区域消费取得进展 

8.2.4　我国公交IC卡试水小额支付市场 

8.2.5　智能IC卡行业CPU卡技术应用分析 

8.3　立体停车 

8.3.1　立体停车行业发展历程 

8.3.2　立体停车场建设不断升温 

8.3.3　立体停车行业蓬勃发展 

8.3.4　立体停车产业链简析 

8.3.5　立体停车场未来发展方向 

8.4　智能化停车换乘中心方案设计 

8.4.1　选址策略 

8.4.2　功能设计 

8.4.3　配套交通设施 

8.4.4　运营模式 

8.4.5　收费策略 

第九章　重点城市智能交通市场分析 

9.1　北京 

9.1.1　北京智能交通产业的发展基础 

9.1.2　北京市智能交通的发展现状 

9.1.3　北京智能交通市场的竞争格局 

9.1.4　北京创新智能交通市场投融资平台 

9.1.5　&ldquo;十二五&rdquo;时期北京将建设智能交通体系 

9.2　上海 



9.2.1　上海市智能交通产业发展实践 

9.2.2　上海智能交通系统受益于物联网发展 

9.2.3　上海市成立车联网产业联盟 

9.2.4　上海市推出道路通行指数 

9.2.5　上海市高速公路ETC系统建设提速 

9.2.6　&ldquo;十二五&rdquo;期间上海将加大信息采集密度 

9.3　广州 

9.3.1　广州市智能交通的发展需求 

9.3.2　广州市交通信息化发展成效显著 

9.3.3　广州市主要智能交通平台发展状况 

9.3.4　广州亚运会车辆管制应用交通智能化技术 

9.3.5　广州市完善智能交通体系的策略措施 

9.3.6　广州市智能交通系统&ldquo;十二五&rdquo;发展目标 

9.4　深圳 

9.4.1　深圳智能交通产业发展历程 

9.4.2　深圳市智能交通产业链综述 

9.4.3　深圳市积极推进智能交通产业发展 

9.4.4　2012年深圳成立车联网产业联盟 

9.4.5　深圳智能交通系统十二五发展思路 

9.5　郑州 

9.5.1　郑州市智能交通系统建设情况 

9.5.2　郑州市大力推动交通管理信息化 

9.5.3　郑州市智能交通系统建设顺利推进 

9.5.4　郑州市智能交通&ldquo;十二五&rdquo;发展目标 

9.6　成都 

9.6.1　成都交通智能化系统发展概况 

9.6.2　成都智能交通指挥中心投用 

9.6.3　成都智能交通系统初步建成 

9.6.4　成都双流县建设首个县级智能交通系统 

9.7　其他城市 

9.7.1　天津 

9.7.2　武汉 



9.7.3　南京 

9.7.4　南宁 

9.7.5　乌鲁木齐 

第十章　中国智能交通产业重点企业分析 

10.1　中国智能交通系统（控股）有限公司 

10.1.1　公司简介 

10.1.2　公司竞争力分析 

10.2　深圳市赛为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10.2.1　公司简介 

10.2.2　公司竞争力分析 

10.3　上海宝信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10.3.1　公司简介 

10.3.2　公司竞争力分析 

10.4　中兴智能交通（无锡）有限公司 

10.4.1　公司简介 

10.4.2　公司竞争力分析 

10.5　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0.5.1　公司简介 

10.5.2　公司竞争力分析 

10.6　亿阳信通股份有限公司 

10.6.1　公司简介 

10.6.2　公司竞争力分析 

10.7　银江股份有限公司 

10.7.1　公司简介 

10.7.2　公司竞争力分析 

10.8　北京易华录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0.8.1　公司简介 

10.8.2　公司竞争力分析 

10.9　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9.1　公司简介 

10.9.2　公司竞争力分析 



10.10　北京合众思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10.1　公司简介 

10.10.2　公司竞争力分析 

第十一章　中国智能交通产业投资潜力分析 

11.1　智能交通产业的效益分析 

11.1.1　社会效益 

11.1.2　经济效益 

11.1.3　环境效益 

11.2　投资机遇 

11.2.1　交通运输信息化的发展需求 

11.2.2　公共交通智能化成大势所趋 

11.2.3　智能交通产业加快发展正当其时 

11.2.4　智能交通产业步入规模化发展新时期 

11.3　投资风险 

11.3.1　资金风险 

11.3.2　技术风险 

11.3.3　竞争风险 

11.4　投资建议 

11.4.1　产业链投资建议 

11.4.2　细分领域投资建议 

11.4.3　设备市场投资建议 

11.4.4　项目融资建议 

第十二章　中国智能交通产业发展前景预测 

12.1　智能交通产业未来发展趋势 

12.1.1　智能交通建设将由管理需求拉动转向服务需求拉动 

12.1.2　智能交通建设将向一体化、系统化建设转变 

12.1.3　智能交通商业市场将养成为服务付费习惯 

12.1.4　智能交通信息搜集与处理设备发展方向 

12.2　中国智能交通产业前景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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