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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formation construction is the popular trend of each industry at this stage, which is the same for road traffic management, and 
information construction can fully improve the management level of road traffic. However, its application effect in the current period 
is not very good, and there are still many problems. Therefore, we need to start with these problems and adopt some solutions to 
promote the progress of road traffic information construction and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 management effect and level of road 
traff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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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交通管理信息化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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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信息化建设是现阶段每个行业的流行趋势，对于道路交通管理来说也是一样的，而且信息化建设可以充分的提高道路交通
的管理水准。但是，其在当前时期的运用成效并不是很好，还有着许多的问题。因此，需要从这些问题入手采用一些解决
方法，促进道路交通的信息化建设的进步，不断提高道路交通的管理效果和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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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道路交通运输在中国的发展中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角色，

特别是高速公路的进步，给群众出行带来了空间上的便利，

极大程度地减少了出行所需的时间，而且其还可以给群众提

供更安全和方便的服务。但是，它也有很多问题，非常明显

的问题就是道路交通的进步速度已经满足不了如今的车辆

增速和车流量的扩速。而且，由于当前时期的城市化的发展，

群众对外面的世界的兴趣越来越重，对道路的建设的需求也

逐渐强烈。

2 道路交通管理信息化的意义分析

中国的城市道路交通信息化系统是一种采用现代电子

信息技术面向交通运输的综合业务体系，是中国城市道路建

设的关键，其特征是以信息的获取、管理、发布、分析以及

利用为主线，给城市交通运输的参与者提供多元化的信息服

务，是通过把先进的数据通信技术、电子遥感技术、控制和

计算技术等合理地整合，充分应用于整个城市交通管理系统

中而形成的一个在大范围，即时、精准、快捷的城市交通管

理系统。

日益增长的交通运输要求和道路生产力之间形成了很

大的冲突，要合理处理交通问题，推动交通的健康发展，就

必须通过合理的政策措施加强对道路资源的合理使用。完成

道路交通信息的统计分析是完善交通运输与管理工作、提高

宏观调控的基础，还可以便于社会公众对出行资讯进行掌

握，以此推动交通运输领域的交流。所以，必须做好交通运

输的统计管理工作，以进一步提升交通信息的质量和管理水

平，进而达到以人为本的文明交通的发展进步。这都是道路

交通管理中的信息化建设的基本内涵，也是交通管理现代化

工程正常进行的前提和保证。在信息科技高速发展的时代，

道路交通管理工作的信息化建设已成为交通管理发展的大

趋势。

与传统的道路科学管理方法相比较，利用现代化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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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科技与管理手段可以提高对路面网络功能的充分发挥，进

而全面提高了道路的交通运输效能，从而大大地降低了道

路拥堵的局面的出现频率，有效地减少了路面施工的成本投

入，从而推动了路面交通运输的全面发展。在道路交通的信

息化建设中，通过运用计算机和多媒体及网络技术建立的信

息系统，可以为有关交通单位的制度建设奠定科学且合理的

依据，对提升交通运输公司的科学化运营与管理水准，有着

特别重大的意义。另外，通过信息化建设还可以向社会各界

提供及时、精准的道路交通信息咨询服务，以便于更好地适

应人类社会对道路交通信息的需要，从而推动中国道路的现

代化发展。

3 道路交通管理信息化建设存在的问题

3.1 道路交通管理信息化建设不够重视
如今，中国的道路交通管理工作中还有非常多的问题，

其发展态势也日益严峻。所以，必须尽快地实施道路交通管

理中的信息化建设，但是仍然有很多地方不看重道路管理的

信息化建设，特别是那些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地区，其并没

有充分的信息化管理的应用意识，只是单纯的以为交通运输

管理中只要确保交通的有序性，做好自身的本职工作就可以

了，不愿意去更新道路管理的信息化建设，自然更不愿意对

前期的改进投入资金。除此以外，尽管有些地方已经开始运

用道路交通的信息化管理，但是其运用的深度以及广度都不

够，仅仅只限于计算机的运用，要想达成高度的信息化管理

是非常困难的。

3.2 道路交通管理信息化建设资金缺乏
足够的基础建设投入是道路信息化建设的根本保证。

虽然国家已经在道路信息化工程的建设里投入了巨大的财

力，但是因为这些资金的投放与道路信息化建设的需求还有

着很大的距离，再加上对管理信息化的资金投入还不够，最

后造成道路信息化管理技术落后，使得部分关于道路信息化

工程的基础研究项目被迫终止。还有在部分城市里虽然编制

了道路交通管理的规划，由于规划里对于信息化建设方面的

内容比较少，从而不能保证建设项目投资的稳定性。由于资

金来源的不一致以及资金的投入数量的不平衡，使得部分城

市的交通信息化建设陷入较低水准进步的态势以及在一些

经济社会发展速度相对低下的地方交通的信息化建设的进

步陷入了停滞阶段。

3.3 现行的交通管理系统不符合信息化建设的要求
道路管理系统的信息化建设涉及道路管理工作中的许

多部分，不同的地方政府部门之间在完成相应的管理工作时

必须具有相应的协调性，在实际现实管理工作中道路政府部

门间的协调性往往不够，由此造成了信息化建设工作的复杂

性，也造成了资源的巨大浪费。除此以外，由于各个道路管

理部间关于信息化建设的沟通与交流相对较少，特别是地方

政府部门与道路管理部门和信息化工程研究机构间缺少有

效的信息交流，使得已建立的道路管理体系和信息收集体系

间不可以进行信息资源共享，而各个系统又相互之间没有联

系，整个系统基本都是处在相互独立的工作状态，也不可以

进行正常高效的管理运作。因此，目前的道路交通体系中还

没有交通管理与信息化工程建设的专门机构。为了可以使信

息化工程适应道路的需求，必须进行全面的可行性研究与调

查，提出科学合理的经济发展规划方案，才能推动道路信息

化工程建立专门的管理机制。

3.4 道路交通管理信息技术应用不全面
目前的信息化进步快速，在道路的管理中使用信息化

技术能够有效地提高管理效率和质量。然而，信息化技术在

道路交通管理中的运用还是比较有限的，并没有达成全方位

的高度信息化水平。目前，中国的道路管理信息化建设中，

信息技术只应用在了管理中的财务体系，在其他环节中的运

用比较少，计算机的运用领域呈现了不平衡的问题。这样来

看，道路中的信息化管理就成为了整个体系中的单链环节，

不能充分的和其他相应的领域进行结合，这就不能实现管理

的高度整合。

3.5 忽视人才的培养
目前，交通管理单位对信息化建设还在研究和试用的

时期，其还是把重心放在了基础设施的建设上，忽略了对有

关人才的培养，造成了如今的局面，精通交通管理方法的同

时也精通信息化技术的人才少而又少。这局面严重地妨碍了

信息化建设在交通管理里的应用效率的提高。

4 道路交通管理信息化建设存在问题的对策

4.1 提高信息化建设意识
信息化技术如今已经成为各个行业进步所使用的主要

技术，其顺应了当代社会的发展规律，充分的促进信息化建

设对中国各方面的发展也有着积极的作用。在道路交通的

管理中，充分地提升管理者的信息化建设意识是最根本的要

求，只有肯定了信息化建设在交通管理中的实际作用，才可

以充分的提升信息化建设在交通管理中的运用水准，积极主

动的对道路交通的管理系统进行改革，通过信息化技术实现

跨地区的道路交通的信息共享和数据交换，进而实现更有效

的道路交通信息化管理水准。

4.2 培养专门的信息化管理队伍
在中国的运输业中，能够充分胜任信息化建设管理工

作的人员总量还相当少，为了切实克服中国高速经济发展信

息化建设管理工作领域方面问题，专业的人员储备已经成为

推动中国交通运输信息化建设工作中的重要环节。为此，需

要从年龄、学历等多种视角来配置管理人员，以形成一支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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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能力强的信息化建设管理工作团队。

一是要积累相应的信息技术管理人员，并利用高薪招

聘等渠道来吸纳专业的信息技术管理人员参与到高速业务

之中，为信息化建设管理工作提供最基本的支持，从而提升

了专业信息技术管理人员团队的建设水准。

二是要为公路运输单位提供信息建设管理人才的技术

培训工作，在技术培训中要把服务客户的宗旨传达给信息化

建设管理人员，将全部从为客户服务的角度考虑，并培养信

息管理员工对网络系统的操作与运用能力。

4.3 加大信息化建设的资金投入

档案管理的信息化建设是整个道路交通管理中特别重

要的环节，需要足够多的财力投入作为改进优化的保证。要

想实现更高水准的信息化管理。第一，要从硬件着手，建设

初期的信息网络基础设施的财力投入是不可或缺的。第二，

在配置大型的基础网络设施之后，必须要有相应的信息化管

理软件，从而保证道路交通管理系统的完整性以及可操作

性。只有做好了建设初期的基础投入，才可以给后期的工作

提供更稳定的保障，也为群众的出行安全提供了充分的安全

保证。

5 结语

综上所述，道路交通管理中的信息化建设是一项全过

程的系统建设，对中国的交通管理工作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但是，中国如今的道路交通管理的信息化建设还在初期发展

的阶段，还有着特别多的难题阻碍着交通管理中的信息化建

设的发展，所以有关单位需要一直使用相应的对策来解决问

题，从而充分的促进信息化的进步，也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的

道路交通业的发展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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