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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互联网深刻改变着人类社会，也在改变着高速公路行业。从某种角度讲，“互联网 +”对传统的交通行业不是颠覆，而是换代升

级的革命。本文从“互联网 +”与高速公路结合的特点入手，对“互联网 +”在高速公路上的应用模式进行了分析和展望，并针对可能出

现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Abstract】The Internet has profoundly changed the human society, and it has also changed the highway industry. From a certain point of view, "Internet plus" to the 

traditional transportation industry is not a subversive, but a revolution of upgrading . Starting with the characteristic of the combination between the "Internet Plus" and 

highway, this paper analyzes and prospects the application mode of "Internet Plus" in the highway ,and puts forward his opinion on the possible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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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互联网+”的概念逐步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

面中，“互联网+”的应用模式已成为高速公路信息化必不

可少的组成部分。“互联网+高速公路”，也就是“互联网

+”在高速公路上的应用，并这不是简单的高速公路使用

了互联网就算是“互联网+”。对高速公路而言，“互联网

+”给高速公路带来的升级应该是“智慧”的升级。换而言

之，就是利用信息技术、通信技术以及互联网平台，让互

联网与高速公路行业进行深度融合，创造新的发展生态，

打造绿色、平安、科技、温馨、智能、高效的现代化高速

2.0版。

1 全新的特点

高速公路现有的信息化，目前还是一套较为传统的、封

闭的专网架构。而“互联网+高速公路”的全新模式，则有

着与传统高速公路不同的特点。

1.1 互联互通

互联网的主体自互联网诞生之日起就只有一个——那就

是信息。互通信息、共享信息、信息对称早已成为互联网

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而所谓的“互联网+”，就是要将传

统高速公路领域中的不对称信息通过互联网技术变得对称

起来，打破原有的信息封闭模式，使道路与受益主体（包

括道路使用者和道路管理者）互相连接，互通有无，以达

到信息平衡对等。

1.2 技术融合

所谓的“＋”本身就是一种跨界，就是一种融合。“互

联网＋高速公路”就是要把高速公路行业中的独立领域、独

立技术通过互联网融合在一起。比如，传统的车流量数据采

集技术与移动互联网技术融合，“公路出行服务APP”便应运

而生。通过融合，各技术之间在应用上可以相互取长补短，

发挥更大的实际效果和经济利益。

1.3 以人为本

所谓交通，就是人、交通工具、路三者之间的关系。但

无论如何处理三者关系，交通的主体始终是人。今天，互

联网早已成为今天人们获取信息的最重要的途径。“互联

网+高速公路”不但会使道路使用者及时、准确的获得道路

信息，方便、快捷的接受到道路为他们提供的优质服务，更

可以快速、有效的为决策者提供基础数据。所以，“互联网+

高速公路”本身是要服务于人、应用于人、受益于人的。

1.4 创新革命

在各种技术通过互联网融合的同时，技术创新和行业革

命就已经在悄然发生。融合后的新兴技术在取代传统技术

的同时，又将公路行业带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从运营管理

到养护维护，从对外信息发布到对内指挥调度，这一切都

会因为互联网的加入而发生质的变化。所以“互联网+”带

给高速公路行业的将会是一场革命，而不单单是技术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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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简单。

2 技术路线

作为公众出行服务的提供者，高速公路与“互联网+”

结合的是具有跨时代意义的。横向比较其他行业不难发

现，随着“工业4.0”时代的到来，高速公路本身封闭的运

营模式早已不满足道路的使用者和运营者的需求。于是，

采用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先进的信息

通讯技术和理念,改造原有运营管理养护模式，便已成为时

代的大方向。

2.1 移动互联网技术

利用移动互联网技术，利用各种手机APP等利用手机平

台开发的服务软件向道路使用者发布各种路况信息，这已

成为移动互联网技术在高速公路上的典型应用。其实移动

互联网技术的应用并只限于手机APP，或单纯的是将信息推

送至手机用户那么简单。利用移动互联网技术不但可以实

现诸如将养护人员的手持终端信号及时向管理中心发回路

上的养护情况、图片和视频，让管理人员可以及时了解道

路情况这样的功能，还可以获取道路使用者的位置信息，

获得车辆行驶的准确路径；可以获取某段道路某一时刻的

实际客流量等等。但移动互联网技术也收到诸如手机信号

强度等实际问题的困扰。相信随着高速公路技术和服务的

提升，无线WIFI终有一天会全面覆盖高速公路，到那时移

动互联网技术在高速公路上的应用也将会越来越广泛。

2.2 云计算

云计算是一种基于互联网的虚拟化资源的统称。采用云

计算技术，对高速公路的海量数据进行整合，将现有的非

核心数据放置于云端，不但可以提高用户访问的时效性，

提高数据本身的共享程度，还可以根据数据存储和应用特

点灵活使用存储资源，这不但提升了现有数据的利用效率

和可靠性，还大大降低了存储设备日常维护成本，降低了

因业务中断和设备故障而造成的风险。同时，由于利用了

云计算技术，使得存储设备大大减少，从而可以降低高速

公路设备的电力能耗，为高速公路绿色低碳节能打下坚实基

础。

2.3 物联网

物联网是把所有设备在计算机互联网的基础上，利用

RFID、无线数据通讯等技术通过感知设备与互联网连接起

来，实现信息交互，以达到智能化识别和管理的目的。物

联网技术可以帮助高速公路对内外场设备及各种附属设备

的运行状态进行实时监控，做到设备状态预知修理。使用

射频或传感技术对高速公路上行驶的运送危险品车辆进行

准确定位，可以提早了解桥梁等构造物健康状况和公路病

害，同时掌握各类作业车辆、人员的状况，对日常作业、

环卫工作、扫雪铲冰、路面维修等高速公路常发生业务和

事件进行有效的监控，加强事故的预防预测，提高道路安

全性。物联网技术还让高速公路可以准确侦测交通量，掌

握交通状况，对道路实时监控，应用不停车收费技术实现

道路自动收费。

2.4 大数据

其实大数据在高速公路上已有不少应用的案例，这其中

包括收费数据、车流量数据、视频、设备采集数据等，通

过智能分析让数据得到了有效应用。在管理中，通过分析

收费数据，总结偷逃通行费行为规律，有针对性地加大检

查力度，实现增收。交通预测方面，利用车流量数据结合

高速公路周边地区的经济、人口和产业特点，再结合流量

变化、通行费收取数据以及路网特点等，进行交通流量预

测和分析。安全方面，使用流量信息、道路及天气信息，

以及事故时段、地点等信息，分析几者之间的相关性，有

针对性地进行安全措施改进和预防；也可根据各种车辆在

流量中的比例以及路线特点，车辆出行时段与出行目的的

特点，预测高速公路可能的拥堵，采取必要疏导措施。养

护中，大数据可以帮助养护部门全面掌握道路桥梁的各种

实时数据，通过结合气象、环境、使用状况及车流量，制

定出适合自身特点的养护计划。

总而言之，将互联网技术和理念与传统交通运输业进行

有效融合，将车、路、人的各种信息通过互联网结合在一

起，适应出行者高效、人性的出行需要，满足高速公路本

身更科学决策的需求，最终服务于人，才是“互联网+高速

公路”的意义所在。

3 应用与实践

目前，“互联网+”已在高速公路有了一定的实践和

应用，范围涵盖路政管理系统、养护管理系统、治超管理

系统、路网运行监测、应急处置系统、公众信息服务，以

及不停车收费等领域。诸如路网运行监测系统、公众出行

服务系统、路网可视化调度指挥系统、视频车流量识别系

统、手机APP、微博、微信、网站、语音客服机器人、热线

电话、智能互动终端等等，已经越来越多的深入到高速公

路管理和服务的各个层面，逐渐形成了具有资源共享、高

效优质、方便快捷等特点的新业态和新模式。

近年来，随着支付宝、微信支付等第三方支付方式逐

渐被公众接受，并且为解决司机无足额现金付费的尴尬，

已有多个省份在收费站设置支付宝、微信支付通行费的试

点。当遇到现金不足时，司机可以使用支付宝等方式将通

行费支付到公司账户，操作简单方便。高速公路使用支付

宝、微信支付通行费的方式，是现有收费模式的一种有效

的应急收费措施，但不得不说是高速公路应用“互联网+”

的又一种大胆尝试。

通过“互联网+”，更好地促进了高速公路不同数据间

的融合，路网管理与服务业务的互联互通，以及大数据的

深层挖掘与应用。通过互联网串联信息化系统，对道路使

用者和道路管理者所需各种数据进行全面收集、整理与发

布，从而打破高速公路原有的封闭保守。

4 未来展望

车路协同：在“互联网+”的趋势下，车路协同成为了

在未来最先、最有可能实现的技术理念。基于无线通讯、

传感侦测等技术，实现车路信息的获取，使得车与车、车

与路的信息交换和共享，从而达到车辆和道路设施、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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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相互配合的目的，实现交通管理、舒缓交通压力，提

高道路资源使用水平，提升交通安全的目标。

无收费站收费：将车辆身份识别码绑定信用账户，采

用对车辆身份识别码的识别与标记作为进出高速公路的凭

证，用车辆身份识别码确认信用支付。在未来，“互联网

+”有可能会使高速公路收费站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利用视

频识别技术、射频技术，实现“通过即扣款”的这种无收

费站自由流收费模式，今后的出行可能再也不需要受到收

费站排队缴费的困扰。

可显示路面：2014年，荷兰奥斯市开通了全球首条“智

能公路”，成为全球首条自发光公路。这条路是在公路上

用荧光材料粉刷出了路标照明带，白天吸收阳光，夜晚自

己发光。此外，利用这种材料还可以制作成多种表示气候

的发光符号，例如路面可以设置雪花模样的发光板，当外

界气温降至一定温度后，雪花模板就会自动发光，以此来

提醒驾驶者道路湿滑，确保安全行驶。这项技术更进一步

的发展，便是在路面设置可变式发光板，并在沿线设置控

制器，使得路面变成一块大显示屏，甚至可以与车路协同

技术融合，在路面显示动态车距、路线指引等信息。

虚拟交警：如果说什么技术包含了未来，那非3D全息投

影技术莫属。它是一种利用干涉和衍射原理记录并以空气

或其他立体作为光的反射介质再现物体真实的三维图像，

是一种无需配戴眼镜的3D技术，观众可以看到立体的虚拟

影像。利用这项技术，道路可以实现虚拟化交警指挥、虚

拟化图像显示，做到即使无人也可以处理现场情况。

自动驾驶：在未来，通过“互联网+”技术道路可以与

车辆进行实时的数据交互，自动规划行车路线并控制车辆

到达预定目标。这种方式的实现可以利用车载传感器来感

知车辆周围环境，并根据感知所获得的道路、车辆位置和

障碍物信息，控制车辆的转向和速度，从而使车辆能够安

全、可靠地在道路上行驶。

5 问题与思考

“互联网+”给高速公路信思化带来了巨大动力，但同

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与思考。

首先，高速公路网络是个封闭的专网，而信息共享也并

非所有的数据都可以对外开放，这样必然带来数据安全问

题。如何保护自身数据的安全性是“互联网+”与高速公路

结合的关键所在。

其次，“互联网+”对高速公路传统模式的改造是不可

避免的。尽管是大势所趋，但以目前的经营模式来看，特

别是涉及利益问题时，“互联网+”的前景如何，尤其是盈

利点在哪，盈利的量有多少，投入产出比如何，对于高速

公路来说仍有未知数待解，这会大大影响投资者的积极性

和产业革命的推进速度与程度。

再次，虽然互联网技术已日趋成熟，但与高速公路本

身仍有一定的距离，许多融合方式仅停留在构想层面。如

何与现有技术对接目前仍是缺乏有效手段。技术落地，找

到能与自身有机结合的点，以点带面的普及“互联网+”概

念，形成规模化、产业化、效益化的产业链，这才是“互

联网+高速公路”需要解决的重中之重的问题，也是值得深

入并且长期思考的问题。

6 结语

互联网技术和理念仍处在不断更新和发展之中，因此，

互联网与高速公路这种实体经济融合，机会与成本并存，

需要我们不断评估和修正预期的目标，不断吸纳新的互联

网观念和方法，使这场革新成为一个动态过程。为此，公

路人要有勇气探索与互联网融合的新平台新方式，更要有

勇气能承受转型带来的成本和“阵痛”。但是，我们仍然

期待，也相信，“互联网+”一定会引领高速公路进入一个

新的2.0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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