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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ransportation system serves people's work and life. It is the foundation of China's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t has 

import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meet people's growing travel demand and promote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China's social 

economy. However, from the current point of view, there are still various problems in the process of traffic information development. In 

this paper, the problems and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raffic informationization are studied in detail. By analyzing 

the concept of traffic informationization,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development of traffic informationization, and 

puts forward a reasonable traffic information optimization strategy based on these problems for people's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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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交通系统服务于人们的工作与生活，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对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出行需求和推进我

国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从目前来看，在交通信息化发展的过程中依然存在各种各样的问

题。本文对交通信息化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优化策略进行了详细研究。通过分析交通信息化的概念，阐述了交通

信息化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结合这些问题提出了合理的交通信息化优化策略，以供人们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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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在交通信息化领域中，虽然具体的标准各不相同，但它

们具有相同的本质特性、需要共同遵循的基本原则和基

本的建设流程。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信息化

技术也随之发展起来，并被广泛的应用在交通管理中。

充分利用信息化技术建设交通信息化系统是当今时代

的发展需求，不仅能有效缓解交通拥堵问题，还能提高

交通管理质量与效率，它在一定程度上能推进我国社会

经济的全面发展。

2.交通信息化内涵及基本特性

2.1交通信息化内涵

交通信息化主要是借助信息技术系统化处理已收集的

大量交通信息，从而有效改善交通问题，以提高交通运

输的质量与效率。交通信息化作为我国信息化建设的重

中之重，对缓解交通拥堵问题和提升交通服务质量都有

着一定的积极作用。同时，近年来随着交通信息化的深

入发展，它已成为推进我国交通系统现代化的有效途

径，极大程度的方便了人们的工作与生活。

2.2交通信息化基本特性

首先，科学性。科学性体现在无论是技术类标准还是服

务类或管理类标准，一定要符合科学技术和管理科学的

基本规律及发展的潮流和方向，要体现科技和管理的进



Modern Transportation Technology Research 现代交通技术研究，2019,1(2)
ISSN :2661-3697 (Print); 2661-3700 (Online)

32

步，需要有相关技术和管理发展的前瞻性和包容性，这

样才能在一段较长的时间内不落后，不被淘汰。其次，

便利性。在道路交通方面，只有重视便利性的体现，才

能够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便利，其发展才可持续。

3.交通信息化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3.1缺乏健全的体制机制

健全的体制机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着交通信息化的有

效运行。但从目前来看，很多地区的交通主管部门在交

通建设中都没有制定健全的体制机制。由于交通主管部

门相对来说比较繁忙，所以交通信息化的管理始终没有

得到重视，尚未制定统一的规范标准去管理交通信息

化，从而导致交通信息化建设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

例如没有健全的规范、没有较高的积极性、没有统一的

标准等。

3.2缺乏稳定的资金投入

由于有些地区的交通主管部门不够注重交通信息化的

管理，所以这些交通主管部门非常不愿为其投入资金，

甚至在交通部门的年度预算中根本没有预留交通信息

化管理的费用。此外，由于很多偏远地区的交通主管部

门的总资金本就不多，所以他们就更不愿对信息化管理

进行资金投入了，这不利于交通信息化的健康发展。

3.3缺乏高素质的管理人员

从目前来看，我国很多地区还没有专门负责交通信息化

的管理人员，所以这些兼职的管理人员素质普遍不高，

他们既不了解信息化技术，也没有较高的业务水平，使

得交通信息化在管理过程中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严

重阻碍了交通信息化的正常运行。

3.4缺乏深刻的信息化意识

目前，很多地区的交通主管部门在交通建设中始终没有

从全局出发，认为只要认真修路架桥就可以了。在此过

程中既没有合理管理交通信息资源，也没有采用科学的

信息化管理方法，从而阻碍着交通管理成效的提升。此

外，很多地区的交通主管部门也缺乏深刻的信息化意

识，既不注重信息化建设，也不愿为其投入大量资金，

严重阻碍了交通信息化的管理进程。

3.5缺乏充分的资源共享

由于交通信息资源所涉及的部门非常多，所以很难做到

统一应用。而且部分高速公路的通信与信息资源尚未得

到有效利用，一直处于闲置状态。同时，交通信息网在

公布交通信息时缺乏一定的数据支持，这不利于提高交

通信息网的服务质量，人们的实际需求也没有得到满

足。此外，各级部门也缺乏良好的沟通与交流，每个部

门都只考虑自身需求而没有顾全大局，这对交通信息资

源的有效整合和共享是非常不利的。

4.优化交通信息化管理的策略

4.1加强领导与学习

首先，应加强领导，要求各级交通主管部门充分掌握当

前局势，致力于发展交通信息化建设[1]。其次，各级交

通主管部门应明确职责，设立专门的负责机构，同时定

期组织现有管理人员参加各种交通信息化培训活动，不

断提高管理人员的信息化技能，强化管理人员的信息化

管理意识。最后，各级交通主管部门还应制定相关的绩

效评价指导体系，并在部门年度考核中加入交通信息化

管理内容。

4.2建立健全体制机制

首先，各地区的交通主管部门应构建专门的交通信息化

职能机构，并配置先进的信息化设施和高素质的管理人

员，以确保交通信息化管理的有效运行。其次，各地区

的交通主管部门应从当地的实际情况入手，严格按照要

求制定交通信息化管理规范，以统一交通信息化管理标

准[2]。再次，建立健全交通信息化建设的融资体制，以

保证交通信息化管理的有效运行。最后，建立健全交通

信息化的各项规章制度，以确保交通信息化管理的制度

体系更加科学合理。

4.3加大资金投入力度

首先，各级政府和相关交通主管部门均应制定交通信息

化管理补助制度，并对当地的交通管理给予一定的资金

支持。其次，各地的交通主管部门应充分利用上级资助

的资金，并在部门年度预算中加入交通信息化管理的相

关费用。再次，应不断革新融资体制，使融资体制更加

健全，从而稳定交通信息化管理的资金。最后，各级交

通主管部门应统筹全局，注重交通信息化的管理工作，

对违规行为加以严惩，以提高交通信息化管理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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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强化人才业务培训

首先，各级交通主管部门应引进大量的计算机专业人

才，以确保交通信息化运行的高效性，从而提高人们的

满意度[3]。其次，各级交通主管部门还应定期培训现有

管理人员，鼓励他们参加各种交通信息化活动，以确保

有效提升管理人员的综合素养和专业技能，从而帮助他

们在工作中更好的应用信息化技术。

4.5实现资源充分共享

首先，各级交通主管部门在考虑交通问题时应顾全大

局，从整体角度进行思考。同时加强与各级部门的沟通，

增强管理人员的团结合作意识。其次，各地区应构建统

一的数据模型，这不仅能为本地交通主管部门提供一定

的数据支持，还能为人们提供更加全面的交通信息[4]。

再次，各级政府应构建完善的交通信息化标准数据库和

法规体系，从而统一各级交通主管部门对交通信息化管

理的规章制度。最后，应对交通信息化管理提供安全保

障，以保证交通信息资源在实现共享时处于安全状态。

5.结束语

总之，交通信息化系统关系到我国的经济发展与人们的

生活质量。通过分析交通信息化的概念，阐述了交通信

息化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缺乏深刻的信息化意识，缺乏

健全的体制机制，缺乏稳定的资金投入，缺乏高素质的

管理人员，缺乏充分的资源贡献。并结合这些问题提出

交通信息化的优化策略:加强领导与学习，建立健全体

制机制，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强化人才业务培训，实现

资源充分共享。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交通信息化朝着健

康、和谐、有序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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