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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15-2020年中国交通信息化市场竞争力分析及投资前景研究报告》共十

章，报告对我国交通信息化的市场环境、生产经营、产品市场、品牌竞争、产品进出口、行

业投资环境以及可持续发展等问 题进行了详实系统地分析和预测。并在此基础上，对行业发

展趋势做出了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分析预测。为企业制定发展战略、进行投资决策和企业经

营管理提供权 威、充分、可靠的决策依据。

    交通行业范围包括：铁路、公路水运、民航三大细分行业，按照国家统计局范围包括：铁

路运输业（F-51）、道路运输业（F-52）、水上运输业（F-54）、民航运输业（F-55）、装卸

搬运及其他运输服务业（F-57）。 

    目前，我国交通管理中的移动警务移动信息化不仅应用范围广，在全国多数地区已普及，

而且应用水平也比较高，发挥了很大的作用；长途客运的移动信息化应用范围拓展迅速，以

前只局限在沿海发达地区，近两年迅速在内地推广；出租车的移动应用在主要城市已经普；

铁路的移动信息化应用项目不多，但呈逐渐增加的趋势；民航业由于行业特性移动信息化应

用范围较小。 

    交通行业的移动信息化应用呈现出明显的地区差异，对于那些经济发达、政府重视、企业

信息水平较高的地区，移动信息化应用水平无论从范围和程度上均达到了一定的水平。而对

于那些经济实力不足、政府重视不够、企业信息化水平本身就不高的地区，移动交通信息化

应用范围较窄，而且应用也比较浅显。 

    &ldquo;十二五&rdquo;公路水路交通运输信息化发展总体目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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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保障畅通运行方面取得显著实效，在提升运行效

率、服务公众出行方面取得明显突破，在规范市场秩序、强化安全应急、服务决策支持方面

全面提升，在推进综合运输体系建设、发展现代物流、实现低碳绿色交通方面取得重大进展

，为现代交通运输业发展提供坚强支撑与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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