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程施工技术 

 60 

工程技术与发展

临沂智慧公路建设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刘  涛  杨修志 

(临沂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  山东 临沂  276000) 
 

【摘要】近年来，临沂智慧公路建设取得一定成效，但也存在一些问题，结合临沂智慧公路建设实践，提出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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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智慧公路建设已从探索阶段进入实际开发

和应用阶段。为进一步提高公路应急保畅能力，更好服务人

民群众安全便捷出行，加快临沂智慧公路建设进程，现梳理

临沂智慧公路建设取得成效和存在的问题，提出对策建议。 

一、临沂智慧公路建设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临沂围绕促进行业转型升级，全面推进公路行

业监管、安全应急、公众服务等业务领域信息化建设，取得

了一定成效，但在覆盖范围、应用深度、服务内容、技术支

撑、政策环境等方面存在一些问题。 

一是组织机构有待健全。临沂在智慧公路建设上，由于

没有具体的组织机构，缺乏顶层统一的技术标准和规范以及

切实可行的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和激励机制等，致使信息化

建设标准不统一、建设不规范，积极性不高、主动性不强。 

二是长远规划有待完善。在智慧公路建设规划上，还没

有一整套发展蓝图，许多部门的工作重心停留在短期效应

上，设备和软件考虑发展和升级等方面的少，与时更新的少，

实用性和易操作性差，从而导致各种软硬件淘汰速度过快，

造成不必要的资源浪费。 

三是业务系统有待整合。职能部门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

与协调，没有形成统一规划、统一标准，智慧公路建设只从

本部门需求出发，造成各业务系统互相独立，互不关联，互

不兼容，出现“部门化、分散化、孤岛化”现象，严重阻碍

了信息资源的有效整合与充分共享。 

四是资金投入有待加强。由于资金紧张，且缺乏上级部

门智慧公路建设资金支持，导致在建设方面投入不稳定，无

专项资金安排，挤占挪用现象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 

五是跨界融合有待创新。在与气象、高德、移动、交警、

媒体等有待进一步研究和思考，通过模式创新，实现行业数

据共享与交互，以及在路网监测、公众服务、应急处置等方

面更加高效。 

二、新时代临沂智慧公路建设的对策 
临沂公路系统围绕促进行业转型升级，全面推进行业监

管、安全应急、公众服务等业务领域信息化建设，在智慧公

路建设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加快临沂智慧公路建设，推进

普通国省道实施新旧动能转换，是新时代的必然要求。 

（一）建设大数据中心，实现一张图管理。 

公路数据中心是应用现代信息技术提高行业信息服务

能力的基础。内容包括：通过对公路交通动态流量、车型指

标、车辆流向等全面分析，为公路规划、投资重点提供决策

分析支持。根据公路建设养护历史、交通量数据、路况检测

资料，通过模型分析和计算，为管理部门提供公路建设养护

项目决策分析、投资预算等信息。推进路网云数据中心建设。

以云平台为基础，完善以省级中心为核心的路网数据中心，

实现全省路网交通要素信息的采集、汇聚、信息系统互联和

数据共享，打破数据壁垒，支撑行业监督管理和辅助决策。

①地理空间数据库。公路大数据中心应包含描述地理空间位

置及其拓扑关系的空间数据库；②路网基础信息库。建立基

于 GIS 的可视化公路网管理决策支持系统，构建高精度路网

大数据平台；③路网管理数据库。强化对路网监控、车辆运

行、路况服务、道路事件管理、桥梁安全检测、精准气象监

测等数据资源的深度融合，充分体现路网管理的“智慧”性。 

（二）建设综合管理平台，实现一体化办公。 

统一设计、统一开发基于手持移动终端的公路建管养一

体化监管平台，实现规划、计划、建设、养护、运行监测等

全流程的闭环管理和全寿命周期的综合管理，以及特殊情况

的发现及时上报、快速跟踪维护、动态督查督办和全程监督

评价，提升宏观决策和业务管理水平。 

一是规划计划。以路网数据资源为支撑，以计划管理“一

张图”为展现平台，建设全省规划计划管理系统，掌握规划、

前期、计划项目的详细信息和位置分布信息，并按需求查询、

统计和输出相关信息；实现公路规划方案的可视化管理展

现，年度投资计划的网上编制申报。 

二是工程建设。建设统一的工程项目管理系统，统一业

务标准。针对工程项目主管单位开发的工程管理系统，提供

所有项目的业务审批、数据展现、统计分析等宏观数据服务；

为项目建设管理系统，主要实现项目办、监理、承包商在具

体项目中的计量支付、计划进度、安全质量等具体业务的办

理。两系统之间通过数据交互功能实现数据的上报、指令的

下达。 

三是养护管理。依托现有养护管理系统，整合公路养护

相关数据资源，开发养护管理 APP，实现养护管理可视化、

养护路政协同一体化，为养护管理提供养护巡查管理、事件

上报、日常保养管理、小修项目管理、桥涵隧道检查、技术

状况调查、养护考核管理、养护报表管理等功能，提高养护

作业的工作效率。 

四是综合统计。对公路建设、养护和使用情况统计调查，

提供公路经济活动信息资料，为公路规划和建养计划提供依

据。在大数据云平台支撑下，升级改造原有公路综合统计系

统为在线报送系统，实现路网现状、运行状况、业务管理在

线报送审批，省、市、县三级覆盖。 

五是路政管理。开发路政管理 APP，为路政人员提供了

业务管控和快速处理平台，实现信息采集、事件处理的移动

办公。同时，辅助路政人员制定巡查计划，查询路政巡查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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辆的位置、行驶轨迹，在路政巡查过程中，对发现的各类事

件进行填报上传，对已经形成的路政案件实现分级处理。 

六是安全生产管理。安全管理系统实现安全风险分级管

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功能。在日常安全管理检查过程中，通过

系统对安全检查、安全培训、应急演练等日常工作进行记录，

生成并打印安全工作日志。当发现公路安全问题时，可通过

桌面端、移动端上报安全事件，事件上报后通过流程驱动和

消息推送到具体科室及相关负责人审核并处理。 

（三）便捷公众出行体验，实现一平台服务。 

顺应“互联网+”发展趋势，聚焦公众出行需求，不断

升级和变革运营服务，推动服务性数据资源向社会开放，通

过互联网平台为社会公众提供实时公路运行状态查询、出行

路线规划等服务，强化公路出行信息的引导和规划功能。 

一是公共信息服务。建设一个基于智能手机终端的公路

出行服务系统，包括“临沂公路出行服务”微信平台以及“临

沂智慧路网”出行智能终端系统，向出行者提供道路实时路

况、气象、周边旅游等服务信息，实现路况信息发布、桩号

定位、应急救援、旅游服务等全方位公路智能服务体系。 

二是便捷支付服务。推行手机支付等非现金支付业务，

提高普通公路收费与支付的便捷性，有效提升路网通行服务

能力。 

三、结语 
随着信息技术革命持续迅猛发展，“互联网+”和大数据

上升为国家战略，智慧化成为公路交通运输系统的显著特

征，对行业治理体系和服务模式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加

快智慧公路建设，推进普通国省道实施新旧动能转换，是新

时代的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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