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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人工智能成为

形成新质生产力的主要力量。在我国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

纲要中 6 次提及人工智能。2019 年《交通强国建设纲要》提出：“推动大数据、

互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超级计算等新技术与交通行业深度融合”，2024 年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深化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研发应用，开展‘人工智能+’

行动，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由此可见，人工智能技术已经成

为加快推动数字产业化，加强数字技术创新应用的关键，而在交通强国的战略

背景下，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对于深入推动交通运输行业高质量发展具

有重要意义。

从国家政策层面，旨在利用发展新质生产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等举措为

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为响应国家号召，本报告以推动人工智能与公

路行业深度融合为切入点，在中国科协战略咨询课题《交通服务数字经济发展

关键技术路线图》的支持下，开展了公路行业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路线图研究

工作。

该项目由中国公路学会与东南大学牵头，中国公路学会理事长翁孟勇、东

南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刘攀担任总顾问，东南大学统计与数据科学学院书记刘

志远教授、东南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黄凯老师担任主编，整合多所高校、企

业科研力量，形成“基础研究-应用开发-产业实践”跨学科矩阵。总结梳理近年

来国家行业及省市地方人工智能产业政策，研究国内外人工智能与公路融合研

前言



究应用现状及需求，分析传统人工智能与公路全周期融合应用展望与局限性，

围绕迫切、可行、经济价值和社会效益大的应用需求，构建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公

路交通系统的应用需求体系框架和目录，制定公路行业 AI 大模型技术路线图，

提出适应新一代人工智能与公路行业垂直场景深度融合发展的政策建议。 

本报告的调研主要从三个角度展开。第一是针对传统人工智能与公路融

合研究应用国内外现状调研，重点分析比较传统人工智能+公路交通技术创

新、工程应用、标准制定方面的差异。第二是大模型与公路融合研究应用国内

外现状调研，重点分析国内外大模型+公路交通政策导向、技术路径和生态模

式的差异。第三是行业调研，前往全国各地不同的行业单位和科研高校，覆盖

产学研三大领域，针对公路人工智能应用场景现状与问题进行调研，包括公路

“规划、建设、管理、养护、运营、服务”六大领域，总结传统人工智能在复杂交通

场景的局限性，分析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多模态数据处理、场景泛化与知识迁移

优势，梳理生成式人工智能+公路行业应用前景发展路线，提出促进生成式人

工智能+公路行业应用发展政策建议，是此次调研的重点任务。

在行业调研中，主要通过圆桌会议、线上访谈、问卷调查的调研方式，累计

调研 20 余个不同省市相关领军企业、新型研发机构、高新技术园区，包括浙江

省交通投资集团及下属多个分公司、南京智慧交通股份有限公司、苏州规划设

计院股份有限公司、山东高速基础设施有限公司等。对行业调研的结果，分别

从横向与纵向两个维度进行梳理，横向从公路“规划、建设、管理、养护、运营、服



务”六大领域分别梳理，纵向按传统人工智能、生成式人工智能融合应用两大维

度进行梳理。基于调研分析结果，进一步推导出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公路领域的

发展趋势、应用技术图谱与技术路线，最终提出促进人工智能与公路行业领域

深度融合发展的政策建议。

本报告将分为六个章节展开。第一章为人工智能与公路行业融合产业政

策，总结梳理国家行业、省市地方对促进人工智能赋能公路行业发展的相关政

策要求；第二章为国内外人工智能与公路融合研究应用研究及需求，分别总结

分析传统人工智能、大模型与公路融合研究应用现状与需求；第三章为传统人

工智能与公路全周期融合应用展望与局限性，从公路“规划、建设、管理、养护、

运营、服务”六大领域展开，梳理应用现状与主要问题，并总结各场景都存在的

共性问题，高度概括了当前应用现状；第四章为 AI大模型及公路行业 AI大模型

介绍，总结大模型发展历程与技术特征，介绍典型的学界与业界公路行业 AI 大

模型，并面向典型场景分析大模型应用成效；第五章为公路行业 AI 大模型技术

路线图，分析大模型技术在公路行业应用发展趋势，制定公路行业 AI 大模型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