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6

引言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我国城

市轨道交通得到了快速发展。据大数据统计，截至2017

年底，我国共有338个城市开通了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线

路（不含香港、澳门和台湾），运营总里程达到5296公

里。2016年我国轨道交通客运量达到233亿人次，已成

为世界上最大的公共交通客运体系。然而，随着城市轨

道交通的快速发展和运营管理规模的持续不断扩大，传

统的运营管理模式已经无法满足安全生产、服务质量等

方面的要求。与此同时，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

一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与广泛应用，也为城市轨道交

通运营管理信息化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撑。因此，基于智

慧城市理念下，实现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信息化建设

是提升运营管理水平、提升安全保障能力和服务质量的

必然要求，也是推动我国城市轨道交通产业转型升级的

必然选择。

1　发展现状

近些年来，随着城市轨道交通的不断快速发展，其

安全、高效、便捷的优势日益凸显，成为城市经济社会

发展和人们出行的重要选择。目前，国内已有 50 多个城

市开通运营轨道交通线路，运营里程超过 2000km，地铁

（轻轨）运营企业多达 30 家。为提高运营效率和服务质

量，各轨道交通企业纷纷加强信息化建设，并取得了一

定成效。但目前，我国城市轨道交通信息化建设仍处于

起步阶段，行业管理职能分散、数据资源碎片化、技术

发展不平衡等问题依然突出。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

和 5G 通信技术的不断成熟，智慧城市轨道交通将成为未

来城市轨道交通发展的必然趋势，基于信息化、智能化

的城市轨道交通将更好地服务于广大人民群众。

2　建设意义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信息化是建设智慧城市的重

要组成部分，是构建智慧城市的重要内容，具有重要意

义。通过开展智慧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信息化建设，

有利于实现对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状况的实时监控、科学

分析和高效管理，有利于提高服务水平，进一步提升乘

客满意度；有利于充分利用信息资源，进一步提高资源

利用效率；有利于降低运营成本，提高运行效率和服务

水平；有利于提高管理效能，提升运营安全水平；有利

于促进交通运输行业与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通过开展

智慧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信息化建设，能够有效支撑

我国轨道交通运营管理体系的不断完善，进而促进我国

在轨道交通行业的快速发展。

3　总体目标

在当前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信息技术发展的

背景下，结合我国轨道交通行业信息化发展现状，按照

“全面覆盖、统一标准、功能完善、应用深化”的原则，

依托已建成的智慧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信息平台，建

成运营管理信息系统。通过对系统建设目标和总体要求

进行研究，构建一套具有全面感知、智能处理、综合分

析功能的轨道交通运营管理信息系统，实现城市轨道交

通运营管理全过程的有效监管，满足城市轨道交通行业

新时期高质量发展需求。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具有行

业特色和示范效应的智慧运营管理体系。通过信息技术

的广泛应用和持续创新，促进城市轨道交通行业安全生

产、节能环保、高效运营，逐步提升城市轨道交通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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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分析了我国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信息化的发展现状，指出了智慧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信息化建设

的意义，提出了智慧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信息化建设的总体目标和主要任务，并且从加强顶层设计、强化数据资

源整合、不断促进技术融合应用、提升支撑能力等方面提出了具体建设措施，以期为我国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信

息化建设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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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竞争力。

4　主要任务

在总体目标的指导下，智慧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信息化建设的主要任务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建

立以大数据和云计算为基础，以智能感知、智能决策、

智能执行等为主要功能的运营管理体系，实现对城市轨

道交通运输服务的全生命周期管理；二是实现城市轨道

交通运营生产与服务各环节的智能化运行，提升运营管

理效率，保障运营安全，提高服务质量；三是实现城市

轨道交通建设、运营、维护等业务过程的全面信息化，

以“全业务一体化”为目标，以“多专业融合”为手段，

通过大数据技术、云计算技术等先进信息技术的应用，实

现城市轨道交通建设、维护等各环节的信息共享与交换；

四是依托智慧城市建设成果，在运营管理信息化系统平台

上进行二次开发和应用推广，通过信息系统平台将已有系

统资源进行整合利用，实现信息资源共享和协同应用。

5　建设措施

在智慧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信息化建设中，需

要从许多个方面采取措施，总结为以下几点。一是加强

顶层设计，制定统一的轨道交通运营管理信息化建设标

准，确保轨道交通运营管理信息化建设的科学性、合理

性。二是强化数据资源整合，推动城市轨道交通信息数

据资源整合共享，通过应用大数据技术、人工智能技术、

5G 和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充分挖掘数据价值。三

是促进技术融合应用，推动“互联网 + 轨道交通”，促进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信息化建设与大数据、人工智能、

5G 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深度融合，强化数据深度分析应

用。四是提升支撑能力，构建信息化系统标准规范体系

和运维保障体系。通过建立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信息

化建设标准规范体系，规范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信息

化系统建设与应用；通过建立运维保障体系，规范信息

系统运维和维护工作。

结语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信息化建设是一个循序渐进、

持续发展的过程，随着城市运营业务的不断扩展，将会

有越来越多的系统和应用上线运行，信息化建设也将面

临更多的新技术、新手段、新方法。智慧城市轨道交通

运营管理信息化建设应以数据资源为基础，以云计算、

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为支撑，促进各系统之间的有

机融合和信息共享，建立高效协同、安全可靠、经济适

用、统一开放的运营管理信息系统。随着城市轨道交通

运营规模不断扩大，智能化水平不断提升，我国将形成

以数字化为基础、网络化为支撑的智慧城市轨道交通运

营管理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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