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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智能交通系统（Intelligent Traffic Systems, ITS）的前身是智能车辆道路系统（Intelligent

Vehicle Highway System, IVHS）。智能交通系统将先进的信息技术、数据通信技术、传感器技

术、电子控制技术以及计算机技术等有效地综合运用于整个交通运输管理体系，从而建立起

一种大范围内、全方位发挥作用的，实时、准确、高效的综合运输和管理系统。  

      包括机场、车站客流疏导系统，城市交通智能调度系统，高速公路智能调度系统，运营车

辆调度管理系统，机动车自动控制系统等。

      智能交通系统通过人、车、路的和谐、密切配合提高交通运输效率，缓解交通阻塞，提高

路网通过能力，减少交通事故，降低能源消耗，减轻环境污染。

      据某地区应用ITS，预测2015年效益为：减少交通阻塞10%～50%；节省能源5%～15%；减

少空气污染25%以上；减少企业的运营成本5%～25%；减少事故30%～60%。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等数

据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及市

场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统计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数据主

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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