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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is inseparable from the support and assistance of the road transportation industr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ternet plus”, the road transportation safety management has also been affected to some extent. The working 
methods	and	working	ideas	have	changed	compared	with	the	traditional	ones.	The	application	of	“Internet	plus”	in	road	traffic	and	
transportation safety management is very important. It has the advantages of faster response, shorter time consumption and better 
effect,	which	is	conducive	to	further	optimizing	the	process	of	road	traffic	and	transportation	safety	management,	improving	quality	
and	saving	more	time.	Internet	technology	has	been	popularized	in	all	industries,	and	its	application	in	road	traffic	and	transportation	
safety management has a relatively good effe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overview of “Internet plus”, the impact of “Internet plus” 
on	road	traffic	and	transportation	safety	management,	the	problems	in	road	traffic	and	transportation	safety	managemen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ternet	plus”,	and	the	application	measures	of	“Internet	plus”	in	road	traffic	and	transportation	safety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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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离不开道路交通运输行业的支持与辅助，在“互联网+”的大背景下道路交通运输安全管理工作也受
到了一定的影响，工作办法与工作思路相对传统有了一些变化。“互联网+”在道路交通运输安全管理方面的应用十分重
要，有着反应更快、耗时更短以及效果更好的优点，有利于进一步优化道路交通运输安全管理工作的流程、提高质量、节
省更多的时间，互联网技术已经普及到了各个行业，在道路交通运输安全管理中的应用有着较为良好的效果。本文就“互
联网+”的概述、“互联网+”对道路交通运输安全管理的影响、“互联网+”背景下道路交通运输安全管理存在的问题以
及“互联网+”在道路交通运输安全管理中的应用措施几个方面进行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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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互联网 +”不断发展与完善的大背景之下，道路

交通运输管理在迎来机遇的同时也面对着一系列的问题与

挑战。对于道路交通运输管理工作来说，“互联网 +”的影

响与冲击是不可避免的，在实际的工作过程中或多或少都会

涉及相关的新内容。为了保证工作的高效、高质量开展，相

关管理人员必须顺应“互联网 +”的发展趋势，积极接受与

完善新的工作模式与方法，切实提高“互联网 +”背景下道

路交通运输管理工作的效率与质量。只有顺应时代发展、结

合自身情况进行适当的改革与创新，才能真正地解决“互联 

网 +”背景下道路交通运输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

2 “互联网 +”背景概述以及特征

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带动了“互联网 +”的发展，目前

的“互联网 +”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动力，通过一种不同

以往的信息传递方式推动了世界经济、社会以及不同文化的

发展与融合，各个行业的发展都离不开“互联网 +”，现在

已经不存在什么“信息孤岛”了。通过高效应用“互联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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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交通以及物流行业呈现出一种新的发展气象，整个行

业与系统更具智能化、简约化，提高了效率之外还催生了一

些新的业态，如：网约车、共享单车等，道路交通运输行业

的安全管理工作在交通运输行业蓬勃发展的背景下也显得

更加重要 [1]。

“互联网 +”的出现打破了许多行业的壁垒，各个行

业在新的背景之下都产生新的契合点。除了能够依据人民需

求进行不同行业的有效整合之外，也能促进行业的多元化发

展，有利于行业内的各类工作创新与改革。另外，“互联 

网 +”也在行业内带来了新的理念，能够帮助从业者打开思

路、进一步进行创新，有利于推动整个行业的发展，进而实

现行业整体的产业升级。“互联网 +”是开放的、包容的，

能够打破行业存在已久的僵硬制度，为创新与发展带来新的

思路与方法，有利于提高行业的整体发展水平，进而促进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行业整体的高质量发展 [2]。

3 “互联网 +”对道路交通运输安全管理的
影响

3.1 优化配置运输资源
在现代科技的发展过程中，将“互联网 +”与道路交通

运输安全管理工作相结合，能够在保证促进过程中状态量、

过程量以及其他数据的准确性与可靠性之外，还能帮助建立

一个完善的道路运输系统，通过大数据分析相关数据进而得

到更可靠的结果，进一步优化配置运输资源。另外，“互联

网 +”也能进一步推动道路运输行业内信息数据库的构建与

完善，并未能的网约车服务、自动泊车服务等的优化奠定数

据基础。

3.2 保证相关管理工作的高效开展
道路交通运输安全管理工作十分重要，是保证人们安

全出行的重要工作。其分析结果大多与安全评估检查工作相

关，但是在“互联网 +”的加持下，道路交通运输安全管理

工作的形式和内容更加多元、丰富，能够进一步指导其他交

通运输工作的高效、顺利开展。例如：利用“互联网 +”的

及时储存功能能够完善道路上违规违法行为的监督与处理

工作，有利于道路安全管理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也可以采用

大数据分析道路情况，包括车流情况、高峰时间等，为其他

工作提供数据基础。

3.3 有利于加强智能基建的发展
在“互联网 +”的背景下，交通运输行业需要收集、处理、

反馈的数据与信息量是十分庞大的，要想提高道路交通运输

安全管理工作的质量以及效率，就必须加强智能基建的发

展，以此为基础提高安全管理工作的水平 [3]。只有行业内不

同部分都进行发展与革新，才能相互促进、相互补充，进而

推动整个行业的发展与进步。目前来说，中国的新能源汽车

正处在一个蓬勃发展的时期，为了满足新能源车主的需求，

加强充电桩的普及与建设十分重要。只有推动智能基建的发

展，才能切实满足人民的新需求，进而推动整个行业的发展

与进步。

4 “互联网 +”背景下道路交通运输安全管
理存在的问题

在时代的浪潮下，每个行业都在积极地进行改革与创

新。尽管在“互联网 +”背景下道路交通运输安全管理工作

能够高效开展，但是其仍然面对着一定的问题与挑战。

4.1 无法实现个性化管理
中国疆域辽阔、地大物博，每个地区的道路交通运输

都不甚相同，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在“互联网 +”的背景下，

数据与信息量庞大而且复杂，根据不同地区的不同道路情况

制定合适的策略较为困难。也就是说，在不同地区的道路交

通情况下，无法实现个性化管理。如此一来，可能会导致不

同地区的管理工作同质化，与当地的实际情况并不符合，造

成工作质量不高、效率低下的结果，无法满足地区的要求 [4]。

4.2 个人隐私问题无法保证
“互联网 +”的背景下，我们每个人的信息都上传到了

互联网上，如果保护措施不完善或者出现问题，很可能在道

路交通运输安全管理的工作开展中侵犯到其他人的个人隐

私。因此，如何保护人们的个人隐私、如何规范新兴行业已

经成为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

5 “互联网 +”在道路交通运输安全管理中
的应用措施

5.1 对驾驶人员的安全管理工作方面
在开展道路交通运输管理工作中，对驾驶人员的安全

管理工作十分重要，在“互联网 +”的背景下同样如此。我

们要利用“互联网 +”的优势来进一步加强对驾驶人员的安

全管理，积极探索新背景下的安全管理工作方式。目前来说，

中国的驾驶人员数量在近几年一直都处于一个上升的状态，

没有高效的道路安全管理工作，就无法保证人们的驾驶安

全。如果驾驶人员的驾驶安全意识不足，很可能会产生一些

事故，危害到自身甚至是家人的生命安全。因此，要不断加

强对驾驶人员的安全管理工作，通过“互联网 +”分析、监

控驾驶人员的实际操作与预计路线，进而更好、更快地开展

一系列安全管理工作。另外，相关工作部门可以申请一个网

络账号来分享一些安全驾驶的相关视频，让驾驶人员在日常

生活的放松中接受安全教育，进一步增强驾驶人员的安全意

识，以此来降低交通安全事故发生的概率。并且，由于驾驶

人员在进行驾驶的时候会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因此相关工

作人员也要结合驾驶人员实际中的驾驶行为及时地调整以

及优化相关的风险评价等级，保证最终结果是切合实际的。

5.2 对重点机动车辆的安全管理工作方面
相关工作人员在开展道路交通运输安全管理工作时，

要关注重点机动车辆。一般来说，重点机动车辆包括旅游大

巴、三类以上的上班线客车、易燃易爆车辆等，要加强对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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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重点车辆的管理工作，通过实时的监督、管理工作来进一

步提高道路交通运输管理工作的效率与质量。中国要求重点

机动车辆在行驶过程中保持打开 GPS，除此之外还要与管

理平台保持连接，这样能够进一步简化相关工作人员的工作

流程，方便他们实时地进行监控以及管理。GPS 系统能够

保证相关平台收集到更加精确、更加真实的行车数据，这些

数据能够帮助相关管理人员正确分析驾驶人员的驾驶行为，

进而更高效地处理一些驾驶人员的违法违规行为，保护人们

的生命健康安全，提高道路交通运输安全管理工作的质量与

效率。并且，真实有效的数据能够为后续行车风险的评定提

供可靠的参考，有利于安全预警工作的顺利开展 [5]。通过“互

联网+”的高效运用，不光优化、简化了安全管理工作的程序，

在保证工作顺利开展的同时进一步为相关工作人员减负，让

他们从烦琐的工作中解脱出来，有利于他们攻克难度更高的

问题与挑战。

5.3 对公路运行的安全管理工作方面
在“互联网 +”的背景下，对公路运行的安全管理工作

开展相对于之前的传统方式来说更加高效、更加简便，能够

进一步保证相关管理工作的顺利开展。在工作开展过程中，

不仅仅要关注复杂区域，也要关注一些特殊区域。对复杂路

段以及特殊区域进行信息技术的应用时要在路面实际情况

的基础上适当应用信息技术，利用新技术得到更真实、更可

靠的数据，再依据这些数据分析道路的复杂情况，最后结合

实际情况以及数据分析结果制定科学、合理的安全管理办

法，并制定更加合理的风险评定体系。另外，云计算与大数

据也能有机地应用到公路运行的安全管理中。工作人员可以

收集真实数据之后依靠云计算与大数据构建一个管理路段

的数学模型，依据模型推演管理路段的后续情况。在构建完

善、科学的风险评估模型之后，我积极地将其应用到之后的

安全管理工作之中，进一步保证路段的通畅以及安全性，提

高道路交通运输安全管理水平，保障大家的生命安全。并且，

移动智能终端也能通过“互联网 +”与车辆运行网络相结合，

既能够通过数据及时掌握道路情况，又能够引导车辆出行，

缓解城市交通压力。这样一来，除了能够保证驾驶人员的安

全之外，还能够进一步保障道路交通运输安全管理工作的高

效开展，为人们提供更好、更优质的出行服务。

5.4 搭建高质量技术人才队伍
“互联网 +”背景下道路交通运输安全管理工作离不

开高质量的技术人才。由于技术发展飞速，道路交通运输安

全管理工作的开展也需要运用多种新的、专业的软件或者系

统，没有高质量的技术人才支持，新的管理工作是无法顺利

开展的。但是，由于一些工作人员对于这些新技术并不熟悉，

在工作过程中也没有专业人员进行指导或者教学，就导致了

很大一部分工作人员对新的管理方式有了抵触心理，这样一

来就导致管理工作无法进一步创新、优化，工作效率十分低

下 [6]。因此，单位应当定期举办一些培训会、系列讲座等，

邀请专业人员对职工进行技术方面的指导，引导他们适应新

的工作方式。另外，也要积极吸收新鲜血液，在队伍中引入

高质量的技术人才，让他们带领整个团队一起走向信息化、

现代化，提高整体管理水平，进而保证相关管理工作的高效、

有序开展。单位也要积极与高校进行合作，让学生通过实习

快速适应工作节奏以及方式，培养一些储备人才。只有这样，

才能真正用好“互联网 +”，才能真正适应现代的工作方式。

对于道路交通运输安全管理工作来说，大数据与云计算等新

技术必不可少，只有搭建一支高质量的技术人才队伍，才能

将“互联网 +”的真正优势发挥出来。

6 结语

时代的发展推动着每一个行业的发展，在发展之中也

有着变化与进步。在“互联网 +”的背景下，管理人员更是

要重视互联网带来的重大改变，积极适应各个方面的改革与

创新，真正把握好新技术的优势，才能对道路交通运输安全

管理工作进行优化与完善。要将“互联网 +”深入地应用到

驾驶人员、重点机动车辆以及公路运行的管理之中，充分发

挥“互联网 +”的优势，搭建高质量的技术人才进行辅助，

才能切实加强道路交通运输安全管理水平。除此之外，更要

结合道路本身的实际情况与真实数据，才能得到切合现实情

况的分析结果，才能保证拿出的安全管理策略是合理、科学

的，进而真正保证道路交通运输安全管理工作的高效、顺利

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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