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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交通运输业也随之得到深入，

这一行业的快速发展和国家的综合实力有着密切的关系，是

使国家竞争力得以提升的关键因素，在网络信息化不断深入

的背景下，一定要重视交通运输管理信息化建设。利用信息

化管理方式，使工作效率得到提高，使事故出现的概率得以

降低，从而交通安全得以确保。

1  交通运输管理信息化建设的重难点

针对交通运输业而言，在社会发展中是关键行业之一，

其有着不可替代性的特点，因此，其是信息化建设的主要趋

势。当前，对于交通运输管理信息化建设来说，其内容主要

有三个方面，一是建立健全信息化保障机制；二是建立运输

业管理服务信息平台；三是健全完善行业管理系统。此外，对

于交通运输管理信息化来说，其还与很多其它内容密切相关，

例如 TCC 线网指挥中心、PIC 乘客信息系统等。由于交通运

输业的不断深入发展，管理信息化建设必须给予高度重视。

2  交通运输管理信息化建设问题分析

首先，未对交通运输信息化正确的认识。当前，一些部

门对这一内容的了解是片面的，是表面的，实际工作中，未

对其合理的指导，使得这一系统最突出的优势无法真正体现

出来。这一情况，就是没有深入的认识信息化管理的作用，大

多数交通运输管理部门觉得，信息化管理建设就是将计算机

进行应用，有效的解决业务问题，这一理念是不科学的，其

对信息化管理的理解不深入，使得这一工作的作用无法有效

的显现出来。

其次，资金缺失。针对交通运输管理信息化建设而言，这

一工程非常复杂，必然要将大量的资金投入进来，必须开发

专业的软件系统，使得对工作人员的素质要求就会高。但是，

在实际工作过程中，由于研发资金不充足，导致系统开发的

信息化水平不高，其主要原因就是由于交管部门的资金规划

不合理，使得一些地区的交通运输信息化建设没有规划，使

得其实际需求无法保证。

最后，人员素质低。对于这一作而言，在人员信息化能

力方面的要求是非常高的。想要使交通运输信息化管理水平

提高，工作人员必须具有相应的技术水平，全面掌握相关的

信息化技术，同时对这些人员实施专业培训。但是，从现阶

段交通运输管理部门信信息化管理工作人员的专业能力可以

看出，大多数人员的信息化能力想要使城市经济发展过程中

交通运输管理信息化建设需求得以满足是很难的。

3  交通运输管理信息化建设的改进策略

3.1 提升交通运输管理信息化建设意识

针对这一工作而言，其中最关键的就是利用科学的信息

化管理手段，使国内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得以更加的规范，使

城市经济发展得以推进，所以，在交通运输管理信息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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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一定要以经济发展为中心，向健康持续高效的发展方向

迈进，这样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是有积极作用的。以

此为依托，交通运输管理信息化建设过程中，相关部门必然

正确认识与信息化管理建设中有关利益主体间的内在联系，

将科学的方法应用，从而细致、全面的规划交通运输业的发

展，再将信息化管理工作的关键点确定，从而将具有可行性

的信息化管理建议制定，这样才能使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目

标得以实现。

3.2 加大资金投入

第一，在基础建设期间，不断建立健全交通运输网络管

理体系，在这个过程中，将资金更多地投入进来，使这一工

作的宣传力度不断增加，将网络服务平台有效构建，在提供

服务的过程中，使交通运输的监管作用充分发挥，使服务型

政府建设不断加速。第二，通过网络平台将相关业务有效开

展，比如费用征收以及审批等，使业务办理的透明度不断提

升，这对于监管部门电子政务工作的实施是有积极作用的，

能够使交管部门的服务质量不断提升，使社会需求得以满足。

3.3 提升人员素质能力

交管部门要将技术、行政等管理方法有效应用，在建设

过程中，要将行政协调的作用充分地体现出来，科学地执行

标准，有效的落实管理制度，这样才能够建立健全信息化标

准，使工作的实施有坚实的基础。同时，采集、交换交通信

息，将相关的制度有效制定，使信息完整性得到保证。最后，

加强员工培训，对于信息化管理人员来说，必须使素质能力

不断提升，使队伍总体素质全面提升。

4  结语

总的来说，在城市经济不断深入发展的过程中，交通运

输管理信息化建设是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对这一事实给予

正确认识，不断提升交通运输管理能力，强化交通运输管理

信息化建设，使得对交通运输管理、服务的要求越来越高，所

以，我们一定要将现代信息技术充分利用，使现代科技的作

用体现出来，使交通运输管理服务能力不断提升，从而对我

国交通运输业的健康持续发展给予正确的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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