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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物联网技术推动农村交通现代化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

“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数字中国”，“加快发

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

造优化基础设施布局、结构、功能和系统集成，构建现代

化基础设施体系”。党的二十大报告也明确指出“全面建

设 社 会 主 义 现 代 化 国 家 ， 最 艰 巨 最 繁 重 的 任 务 仍 然 在 农

村”。数字信息技术是新一轮产业革命和科技革命的驱动

引擎，也是引发“三农”问题重塑与变革的重要力量。没

有乡村的现代化，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

过去十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从11万亿元增长到45.5

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数字经济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由

21.6%提升至39.8%，成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推动

力。但与此同时，城乡数字鸿沟正在成为城乡差异中新的

方面。强化数字技术应用，成为乡村建设中的重要环节。

物联网是数字经济中新型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

推动众多传统产业向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转

型，催生新经济业态出现，是当前国际国内复杂局面下，

稳住经济大盘、夯实“三农”压舱石和实现中长期可持续

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投资方向。

智能交通是物联网技术应用的关键领域

物联网本质上是“物联网+X”的概念，万物皆可互联

智联。小微智能传感器、智能设备等关键技术和装备已经

在智慧农业、智能制造、智慧交通等领域获得广泛应用，

目前应用开发场景正在不断创新升级，推动生产力、生产

关系等各方面创新。交通基础设施提升改造是物联网技术

在我国应用较早的行业之一。在智能交通系统（ITS）中，

应用的物联网技术包括视频监测识别、汽车感知技术和定位

技术等。美欧等发达国家早于20世纪70年代开始，在交通中

广泛研究应用电子导航技术等，日本在2000年初期开展了一

项名为“Smartway”的智能交通科研项目，构建车路协同运

输系统，将交通信息通过车载传感器分析后，发送给驾驶

员，进行辅助判断。目前，美国、欧盟和日本等国家对车

路协同系统的应用场景和通信协议标准等基本定义完毕。

我国智能交通系统的研发和应用由于起步较晚，仍处于

探索阶段。2019年，交通部分别颁布《数字交通发展规划纲

要》《推进综合交通运输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2020-2025

年）》，强调要促进先进信息技术与交通运输深度融合，构

建数字化的采集体系、网络化的传输体系和智能化的应用体

系，加快交通运输信息化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

2020年，智能交通作为新基建和老基建融合的重要结合点，

受到了政府、学界、商界的高度重视。但我国ITS发展尚面临

诸多不足与挑战，表现在城乡发展差距较大、东西部地区发

展不平衡和行业协同推进机制不足等问题。

东部发达地区的ITS系统已经初具规模和研发实力，上

海出台《上海市智能交通系统顶层设计（2021-2025年）》

方案，打造中心城区、数字孪生机场、智慧轨道交通、智

慧港口、虹桥枢纽、“五个新城”等10个数字底座和45个

关键系统、32个特色示范。但是在我国西部，大部分地区

仍旧停留在ETC收费系统、高速公路监控等方面，交通安全

应急管理、道路设施智能巡检、智能公交系统等技术应用

并不广泛，且集中在城市，农村是物联网智能交通系统应用

场景的空白地带。物联网技术在智能交通中的建设和应用，

由于涉及众多行业领域，造成了较为复杂的行业协同推进问

题，需要做好顶层规划设计，提供政策支持与保障。

交通物联网应解决乡村振兴中的痛点难点问题

物 联 网 架 构 下 的 智 能 交 通 由 三 个 层 面 梯 级 组 成 。 基

础层是感知层面，包括RFID、传感器、GPS终端、摄像头

等，提供全面多样的交通信息。核心层是管理控制层面，

对 感 知 到 的 信 息 进 行 分 析 、 归 类 ， 并 做 出 决 策 ， 实 施 控

制。终端层是应用服务，强化场景挖掘和创新，解决现实

需求。只有将这三个层面紧密结合，才能推动物联网产业

高质量发展。物联网架构下的智能交通技术是实现“平安

交通”和“绿色交通”的重要手段，能够解决乡村发展中

的痛点难点问题，应在农村地区予以应用与推广。

交通是经济发展的命脉和民生保障的基础。截至2021

年底，中国农村公路有447万公里，约占国家公路总里程

的84%，触达广度遍布农村，涉及乡村振兴的方方面面。

因此，在如此广袤的绿海之上，摸清乡村振兴交通方面亟

待解决的难点和痛点问题是必要的。2021年陕西13次强降

水，造成8个设区市88县次约77.5万人次受灾，直接经济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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