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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截止 2019 年，我国公路通车总里程已达到 501.25万公里，公路基础设

施网络日趋完善，有效支撑了改革开放 40 年来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

然而，我们应该清醒的认识到，虽然我国公路建设质量不断提高，但公路运

维养护压力依然较大，特别是庞大的国省干线公路依旧是公路管理的难点和

痛点。另外，虽然我国公路的交通安全保障水平不断提高，但交通安全现状

依然严峻，特别是广大国省干线公路交通事故比例依旧较高，群死群伤事故

经常发生。由此可见，提升国省干线公路运营与安全水平已成为促进我国交

通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随着 5G、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为解决国省干线运营与安

全的问题提供了新的路径和手段。打造智慧的国省干线公路，就是以智慧为

引领、变被动为主动，利用现代化技术手段提升国省干线公路运营安全水平，

让每一位公路管理者和使用者能够切实感受到公路为稳增长、促改革、调结

构、惠民生、防风险作出的积极贡献。 

近年来，中交第一公路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交一公

院”）以及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兴通讯”）作为交通基础

设施及信息网络建设领域的龙头企业，双方将通过强强联合，优势互补，践

行交通强国战略，加速交通基础设施网与信息网络融合发展，为支撑智慧国

省干线公路运营安全建设提供优质解决方案。 

中交一公院与中兴通讯联合编制《“5G+智慧公路”交通运营与安全白

皮书》，本白皮书系统地分析了国省干线公路的发展现状及主要运营安全问

题，结合 5G、物联网、车联网等技术实现赋能应用，降低交通事故率。希望

与业界分享，切实提升 5G 网络技术在交通领域融合发展与应用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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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现状及问题 

2020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提出重点支持“两新一重”（新型基础设

施建设，新型城镇化建设，交通、水利等重大工程建设）建设。随后国家发

改委和交通运输部相继发文，首次明确新型基础设施的范围，包括以 5G、

物联网为代表的通信网络基础设施，并提出结合 5G 商用部署，统筹利用物

联网、车联网、光纤网等，推动交通基础设施与公共信息基础设施协调建设。

逐步在高速公路和铁路重点路段、重要综合客运枢纽、港口和物流园区等实

现固移结合、宽窄结合、公专结合的网络覆盖。协同建设车联网，推动重点

地区、重点路段应用车用无线通信技术，支持车路协同、自动驾驶等。在重

点桥梁、隧道、枢纽等应用适用可靠、经济耐久的通信技术，支撑设施远程

监测、安全预警等应用。 

目前，我国公路建设总里程截止 2019 年末已达到 501.25 万公里，其

中，高速公路里程 14.96万公里，国道里程 36.61 万公里，省道里程 37.48

万公里，农村公路里程 420.05 万公里。然而，伴随着我国公路建设的高速

发展，汽车保有量的飞速增加，道路交通安全形势却日益严峻——我国每年

道路交通事故死亡人数位居世界第一，远高于欧美发达国家交通事故死亡人

数。这其中国省干线公路的交通安全问题尤为突出，我国国省道公路总里程

虽然只占公路建设总里程的 14.8%，但在国省干线公路上的交通事故的发生

起数、死亡人数、受伤人数占事故总数的比例却在交通事故总数的 50%以上。 

国省干线公路交通事故多发、交通安全水平低的原因，一方面是交通承

载量大，但线形指标总体偏低、线形条件复杂多样、路侧干扰大，对驾驶员

的安全驾驶的要求更高，同样也更容易发生交通事故。另一方面由于国省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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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公路建设成本、运营成本总体偏低，其交通安全保障能力主要依靠静态的

交通标志、标线、护栏等安全设施，交通安全保障措施偏被动、交通运营管

理偏事后，其交通管理能力与其承载的大交通量、“两极化”明显的交通组

成特征有显著差距。 

而随着以 5G、车联网、物联网为代表的通信技术不断发展，为国省干

线公路的交通运营管理质量和效率的提升带来了新的动力。5G 网络的大带

宽、低时延、海量连接等特性，赋能国省干线全面数字化转型。车联网技术

可充分实现“人车路云”的数据交互，使国省干线的交通出行更安全、更高

效。物联网技术可以全面感知交通运输基础设施、交通运载工具的建设运营

状况，同时获取整个交通流的运行状况。 

总体上，虽然我国智慧公路建设才刚刚起步，5G、物联网、北斗、人工

智能等技术在公路上的应用实施成本还比较高，难以在高速公路上大范围推

广，更难以在国省干线公路上进行应用。但面对我国国省干线公路严峻的交

通安全形势，我们认为有必要在国省干线公路的重点路段、重要节点应用智

慧设施来提升基础设施以及交通运行的智能化、精细化、实时化管理，并按

照技术进步的程度、应用效果的体现分步实施、由点及面、逐步推进。同时，

在实施国省干线公路智慧化升级改造的过程中还应考虑不同地区的差异性，

对于经济发展程度较高、城镇化水平高的地区，可以在全路段或者路网推行

智慧化升级改造。因此，首先需要对我国国省干线公路的分布特征、交通安

全特点进行分析，从而为明确智慧国省干线公路的实施重点和方向提供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