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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运领域诸多成果集中亮相2018世界交通运输大会

 当前，交通运输领域技术革新层出不穷。不仅以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和共
享经济形态，正在为交通运输业插上智慧的翅膀；同时，高温超导、磁悬浮等先进技术未来也有望为地面交通工具带
来“超音速”体验⋯⋯交通运输领域的深刻变革，正加速释放经济活力——

 在近日召开的2018世界交通运输大会上，我国交通运输领域的诸多成果集中亮相。行业大咖及专家也带来了他们对
交通科技创新的前沿观点和发展趋势研判。

 世界上运输最繁忙的国家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运输最繁忙的国家。”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刘小明表示，我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交通大国，五
纵五横综合运输大通道基本贯通，运输服务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支撑能力显著增强，一个走向现代化的综合交通运输体
系正展现在世界面前。

 在交通运输领域，近年来我国获多项世界第一——截至2017年底，我国综合交通网总里程突破500万公里，全国铁
路营业里程达12.7万公里，其中高速铁路里程2.5万公里，占世界高铁总里程的66.3%，居世界第一；拥有万吨级及以
上泊位2366个，居世界第一；城市轨道交通和运营里程及客运量居世界第一；高速公路通车里程13.6万公里，居世界
第一⋯⋯

 庞大而密集的交通网络激活了新的消费增长点。中国公路学会在本届大会上发布的《中国交通运输2017》报告显示
，2017年全国快递服务企业业务量累计完成400.6亿件，稳居世界首位，成为全球快递包裹市场增长的第一引擎，其业
务收入累计完成4957.1亿元，快递业务收入占GDP的比重接近0.6%。

 交通大国如何迈向交通强国？“首先要有全球视野，同时更要立足自身国情，因地制宜，发展低能耗、低污染的交
通方式。还可以充分利用市场规模大的优势，为交通发展新技术开辟广阔空间。”中国工程院院士傅志寰表示，绿色
交通、智能交通等10项工作是未来战略重点。

 “‘轨道上的京津冀’充分说明了现代交通对经济发展的引领作用。现代交通不仅提高效率，还催生出高铁经济、
空港经济、共享经济等新的经济形态。”傅志寰认为，实施“现代交通＋”，发展以高速、便捷为特征的现代交通方
式，将引领城市和城市群建设，构建国家经济地理新格局。

 走向智能化共享化

 如今，在人工智能等技术助力下，交通运输业已更具“智慧”。路况是否异常、车辆是否超速、司机是否打瞌睡或
玩手机⋯⋯由智慧物联网公司G7打造的安全机器人，可以实时监控每一辆货车的运行状态，并通过AI算法不断检测
、判断风险。一旦发现问题，后台管理员即可通过语音指令提醒司机或报警。据统计，安全机器人上岗后，事故发生
率下降了75%以上。

 “如今，G7连接车辆总数超过70万辆，基于对平台所获取海量数据开展分析和挖掘，能够为车辆结构和工况设计
提供优化依据；同时通过‘物联网＋AI’技术还能帮助物流企业构建智能化车队运输管理体系，全面提升运输服务的
时效、安全和成本管理。”G7创始人兼CEO翟学魂说。

 在智能交通展区，首汽集团重点打造的新能源共享租车平台“GoFun出行”致力于整合用户碎片化的用车需求，以
提供便捷、绿色、快速、经济的出行服务。“物联网技术和移动支付的发展，让人们更能接受共享出行模式，在完成
基础设施布局和认知普及后，共享出行将快速释放市场活力。”GoFun出行总裁谭奕告诉记者，GoFun上线车辆规模
即将突破3万辆、覆盖50余座城市，未来还将打造“吃购住娱游”一体化的共享出行平台。

 滴滴出行智慧交通首席科学家刘向宏介绍，滴滴出行在创新服务的同时，一站式智能出行平台就像一个“交通大脑
”，聚合人、车、路的有效信息，通过大数据驱动，实现共享化、智能化、新能源化的出行服务，“当拥有大数据、
云计算等新兴技术后，我们期待能够和越来越多的合作伙伴一起共享这样的智能出行平台，共同参与协调城市交通网
络。”

 “智能交通引领就是要推进交通大数据共享及交通云应用，搭建出行平台，采用人脸识别、无感支付等新技术，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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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门到门、多样化、个性化的智慧出行服务。”傅志寰说，下一步还应全面提升智能交通管理水平，构建智能交通安
全体系，减少事故，为2030年道路交通万车死亡率降至0.5作出贡献。

 “梦幻科技”将改变生活

 “中国版超级高铁将采用‘高温超导磁悬浮＋真空管’技术，目前已着手探讨时速1500公里的可行性。”西南交通
大学首席教授张卫华表示，由西南交通大学承担的“多态耦合轨道交通动模试验平台”，是在1500米可模拟不同低气
压环境的真空管道里，开展高温超导磁悬浮列车运行测试，试验速度将超过音速，理论上有望达到时速1500公里。

 张卫华透露，世界上时速最快的真空高温超导磁悬浮比例模型车试验线正在成都搭建，预计年底前将建成并投入测
试，“此前实验室已验证过，‘磁悬浮＋真空’创造的低阻运行环境能有效提升未来高铁的速度”。

 未来交通不仅更快速，还将更绿色。“绿色船舶的核心是改进船舶推进系统，通过利用清洁能源，实现零污染、零
排放目标。”中船重工集团七一二研究所研究员朱刚介绍，团队正在开展全锂电池、氢燃料电池电动力系统等方面的
技术研究和产品开发。

 停车难问题如何用更加“智慧”的方式解决？苏交科集团相关负责人李健介绍，该公司研发设计的智慧停车生态系
统受到广泛关注。目前，苏交科的露天无人值守路内停车系统、无感支付、沉井式地下停车场等项目已在部分二三线
城市成功应用。

 中国公路学会理事长翁孟勇表示，新技术和新装备迭代加速，“梦幻科技”和“现实科技”的“时差”加速缩小，
作为最贴近民生的行业之一，交通运输行业一点一滴的创新，都将直接改变每一位出行者未来的生活方式，并深刻影
响社会经济生态。（记者 郭静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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