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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智慧交通是建设中国式现代化交通体系的重要手段，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深圳市在

智慧交通领域积极探索符合超大城市特点和规律的治理新路径。首先，系统梳理深圳市从大建设

期、建管并重期到高质量发展期的发展成效，总结顶层引领、需求导向和示范推动的深圳先行先试

创新发展模式。然后，分析新基建、交通强国战略叠加背景下科技革命如何催生基础设施、交通方

式、治理模式、运输组织和出行服务等领域深刻变革。最后，聚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发

展新阶段的新形势、新使命和新定位，提出“新基建、新方式、新治理、新运营、新体验”五位一

体的智慧交通先行示范新方向，并明确智慧交通发展的重要路径和关键举措，支撑深圳市持续引领

智慧交通高质量发展新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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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developing a modern transportation system in

China. As a pioneer in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up, Shenzhen has actively explored a unique gover-

nance approach that aligns with the features and laws of megacities in the field of 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This paper reviews Shenzhen's development achievements in three stages: massive construction, balanced

focus on 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t summarizes the innovative devel-

opment model of Shenzhen, characterized by pilot implementation guided by top-level guidance, demand

orientation, and demonstration promotion. The paper also analyzes how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and China's strategy for building a

strong transportation nation, has driven significant changes in infrastructure, travel modes, governance

models, transportation organization, and travel services. Focusing on the new situation, mission, and posi-

tioning of the pilot demonstration zone of socialism in China with the new stage of development, the paper

proposes a new direction for the pilot demonstration of 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with five coordinated com-

ponents, encompassing new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new approaches, new governance, new operations,

and new experiences. It clarifies the important paths and critical step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supporting Shenzhen in leading the way toward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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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世界历史上

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城市发

展成就举世瞩目。作为改革开放的典型缩

影，40多年来，深圳从一个4万人的边陲小

镇发展成为人口规模超 2 000万人、车辆密

度全国第一、GDP全国第三的超大规模和超

从先行先试到先行示范从先行先试到先行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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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密度城市，形成了创新驱动城市发展的

“深圳模式”。深圳适应城市各阶段发展需

求，不断在创新理念和应用实践上持续升

级，形成了智慧交通发展的“先行先试”和

“先行示范”。新时期，面向更高定位和更复

杂的发展形势，深圳肩负着粤港澳大湾区和

先行示范区“双区”建设和交通强国城市范

例的重大使命，不断创新智慧交通新基建、

新方式、新治理、新运营、新体验 5大体系

示范建设，持续引领城市交通高质量发展，

探索出一条符合超大城市特点和规律的治理

路径，为全国大城市智慧交通高质量发展提

供新思路。

11 深圳市智慧交通先行先试与创新发深圳市智慧交通先行先试与创新发

展历程展历程

11..11 智慧交通发展成效智慧交通发展成效

多年来，深圳市交通相关部门契合城市

发展和交通管理的实际需要，在智慧交通发

展理念和方法上不断创新，持续开展智慧交

通的规划建设工作，在交通运输管理、交通

运行管控、新基建等领域创造了若干个“全

国领先”和“全国第一”。深圳市推出了全

球首个交通排放实时监测平台、全国首个城

市级交通仿真系统、全国首个5G+自动驾驶

应用示范港口(妈湾智慧港)、全国首个城市

级北斗+互联网租赁自行车管理模式、全国

首个智慧交通集成示范区(福田中心区)、全

国智慧机场示范标杆(宝安国际机场)，发布

全国首部智能网联汽车管理综合性法规

(《深圳经济特区智能网联汽车管理条

例》 )，奠定了深圳市在全国智慧交通领域

的领先地位。2021年，深圳市早高峰时段道

路运行平均车速达26.3 km·h-1，交通运行效

率在一线城市保持最优，道路交通万车死亡

率降至0.56人·万车-1。深圳市智慧交通建设

在城市排堵保畅、秩序保障和交通服务等方

面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为超大城市的安全

高效运转打下了坚实基础。

11..22 智慧交通创新发展历程智慧交通创新发展历程

深圳市智慧交通发展总体历程分为分系

统建设、统一平台建设和迈向先行示范 3个

阶段，以 3轮顶层规划带动 3轮全市性智慧

交通重点工程建设，适应了不同时期数据采

集、平台建设和管理服务的发展需求，并保

证了技术前瞻性和实用性。

1） 1980—2007年分系统建设——大建

设期，先行探索。

1980年8月，深圳经济特区成立后，深

圳市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深圳市道路交通管

理部门、深圳市规划部门结合自身职能管理

需求，各自独立开展交通模型和信息化系统

建设。1996年深圳市率先建立了交通模拟信

息系统，并于 1998年成立全国第一个交通

仿真实验室；1999年开发了 SMOOTH新型

信号控制系统；2004年建成全国首个城市交

通仿真系统；2006年建立深圳市交通信息与

交通工程重点实验室，当时在全国交通信息

化发展方面位居前列。同时，为统筹城市大

基建时代的智能交通发展，2007年深圳市规

划部门编制《深圳市智能交通系统建设总体

规划》，确定了智能交通“4+1”总体框架

(“4”是信息基础设施、公用信息平台、交

通仿真和应用服务，“1”是保障措施，包括

资金、体制、人力、技术)，先行探索智能

交通信息化建设路径。为配合全市重点片区

及地段交通改善规划，深圳市交通运输管理

部门组织专题研究中观、微观交通模型，建

立了宏观、中观、微观一体化模型体系(利

用中观模型软件 SATURN，微观模型软件

PTV建模)，为这一阶段城市大规模基础设

施集中建设和道路交通管理提供了科学支撑。

2） 2008—2018年统一平台建设——建

管并重，先行先试。

2009年，深圳市交通运输委员会成立，

统一负责城市道路以及公路的规划设计、建

设、管养、执法及交通运输管理工作，将原

隶属于深圳市政府的综治办划入市交通运输

委员会统一管理，在全国率先建立了真正意

义上的“一城一交”大交通管理体制[1]。同

年，以深圳大运会为契机，市政府出台《深

圳市交通智能系统近期建设工作方案》，搭

建了智能交通“1+3”(“1”指交通信息共

享平台、“3”指智能交通管理系统、智能交

通运输系统、交通规划管理与决策支持系

统)系统框架。随后在“1+3”系统框架基础

上，全面整合规划、交通、交警等部门的智

能化需求，由交通、交警、规划三部门共同

开展全市智能交通“1+6”(“1”指交通信

息交换平台，“6”指交通综合监测系统、交

通整体调控系统、交通运行指挥系统、交通

运输管理系统、交通管理与应急仿真决策支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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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系统、公众出行信息服务系统)工程，统一

全市交通信息共享平台建设。2012—2014年，

先后研发了道路交通运行指数系统、交通排

放实时监测平台等信息化系统，构建了多维

综合评估模型系统。在此过程中，注重积聚

力量开展科研攻关，2014年组建广东省交通

信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2018年先后建立综

合交通大数据应用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深圳

中心、交通运输部综合交通运输大数据处理

及应用技术交通运输行业研发中心。2016—

2018年，每年开展全市交通信号社会化配时

服务，推出全国首创快速路共乘车道(High-

Occupancy Vehicle Lane, HOV)、自动化潮汐

车道等治堵举措，建立全国首个城市级互联

网+智慧停车系统，实现多个先行先试项目

的落地建设。

3） 2019年至今迈向先行示范——高质

量发展，全球标杆。

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经济

下行风险增加、全球治理面临复杂形势，中

国经济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

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与此同

时，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蓬勃兴起，

以 5G、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

渗透到经济社会各个领域，机遇与挑战并存。

新时期，深圳市进入重大历史机遇期，

“双区”建设加速推进，交通强国城市范例

建设有序铺开，综合改革试点和深圳经济特

区立法变通权为深圳市创新发展提供了强大

制度保障。2019年，结合全市新型智慧城市

和数字政府工作部署，以交通运输一体化智

慧平台建设、交通信号灯“一张网”调控等

为重要载体，启动了新一轮智慧交通顶层设

计 《深圳市智能交通系统建设规划及计

划》。在此背景下，2019年侨香路、红荔路

等智慧道路建成通车，深圳机场“未来机

场”(智慧机场)信息化建设项目二期启动建

设；2020年启动全国首个涵盖海陆空铁全领

域的交通运输一体化智慧平台建设，并建成

福田中心区智慧交通集成示范区；2021年建

设全球首个5G+自动驾驶集卡规模化应用港

口(妈湾智慧港)；2022年正式印发实施全国

首部智能网联汽车管理综合性法规《深圳经

济特区智能网联汽车管理条例》，并落地广

东省城市交通数字孪生企业重点实验室，以

智慧化手段提升海陆空铁多方式联网联控水

平，驱动城市交通高质量精明发展。

22 科技革命浪潮下智能交通发展趋势科技革命浪潮下智能交通发展趋势

22..11 新科技革命趋势新科技革命趋势

近代以来，世界经历了 4次科技革命，

当前新兴科技正加速与交通产业深度融合应

用。国际权威机构普遍认为，基于自动驾驶

的电动化共享出行将成为未来主要出行方

式，也将引发基础设施、装备工具、运营管

理、能源结构等层面的深刻变革。据权威机

构预测，至 2030年美国自动驾驶电动共享

车辆将占小汽车保有量的60%，并承担95%

的客运车公里，40%的个人内燃机汽车仅承

担5%的车公里[2]。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物

联网等数字化技术主导的新一轮科技革命风

起潮涌，将为深圳等大城市高质量发展提供

全新动能。

22..22 未来交通发展变革未来交通发展变革

未来交通发展将以数据为主线。新交通

设施和新交通方式将产生海量数据，依托智

能交通系统从全局视角对交通设施、服务资

源进行整体均衡配置，为新治理模式、新运

营组织和新出行体验赋能，并将治理、运营

和出行的数据需求反馈感知空间，形成自学

习、自组织、闭环反馈的数字孪生平行交通

系统 [3] (见图 1)。以新基建、新方式、新治

理、新运营和新体验为抓手，推动交通运输

管理服务效能提升，成为大城市智慧交通高

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

1）新的基础设施(新基建)：可学习、可

迭代、可生长的全景感知。

随着硬件技术趋于成熟，数据价值将由

追求静态流量的放量向持续生长的移动感知

03

图1 未来交通发展变革

Fig.1 Revolution in future transportation development

新的治理模式：治理闭环 新的运营组织：柔性运营

新的基础设施：全景感知 新的交通方式：移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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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变现，承载“个体触觉”与“需求全

景”新功能：一是基础设施纯感知向海量出

行个体的时空轨迹、活动链精细感知转变；

二是融合基础设施成为新趋势，基础设施成

为空间载体、数据载体和储能载体。

2）新的交通方式(新方式)：从功能车到

智能车的移动空间。

基于自动驾驶的电动化共享出行将成为

未来主要出行方式，停车位需求将大幅减

弱，据麦肯锡预测，未来仅美国即可减少停

车位面积约 57 亿 m2。同时，5G/6G 和云网

端的部署将使自动驾驶车辆、超高速磁悬浮

列车等交通工具成为“移动计算机”“智能

机器人”“城市扫描仪”，面向新业态、新模

式要求保持容错空间规划和包容弹性管理思

维，创新推动前瞻政策研究、技术储备和集

成示范工程。

3）新的治理模式(新治理)：感-知-判-

算-治持续升级的超级大脑。

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和万物互联技术

的落地实现，交通行为主体在交通过程中的

行为可记录、可追溯、可推演，海陆空铁复

杂交通网络运行的提示性管理、预测性管

控、全民式参与将会形成交通治理新格局。

需持续升级“感-知-判-算-治”的超级大

脑，以全局优化为目的进行交通系统时空资

源调配，实现交通系统的智慧自反馈与主动

管控。

4）新的运营组织(新运营)：面向复合网

络的柔性运营和基础设施的韧性运维。

未来城市交通运营将向多业态融合、多

模式协同转变，而超大规模复杂网络日常运

营和安全应急的不确定性对跨网络、跨业态

的快速响应、动态处置、韧性恢复提出新要

求。需以安全、效率、节能为目标，构建自

组织、自生长的面向公共汽车、城市轨道交

通、客运枢纽等多业态的融合运营能力。同

时，全国大城市的主要桥梁、隧道、边坡等

城市重大交通基础设施经过几十年的高强度

持续运行，普遍处于大中修阶段和设施病害

高发期，迫切需要建立安全韧性的基础设施

运维管理模式，实现预防式管控预知性养

护。据悉，日本 2003年启动交通设施长寿

计划，通过传感器、机器人和非破坏性检查

实现桥梁剩余寿命延长25%以上。

5） 新的出行体验(新体验)：覆盖全地

区、全人群、全方式的完整出行。

未来出行逐渐向体验经济时代的全人

群、全链条、一站式出行服务转变。交通出

行成为数据源泉和第四空间，将通过多模态

的交通组合和自反馈的定制化、个性化出

行，实现工作、生活、娱乐、休闲的无缝切

换。需要推动创新试点应用和顶层设计研

究，实现平等多样、全局最优、自主预约的

完整出行。美国自2020年2月启动完整出行

(Complete Trip)计划，拟在 5年内投资 4 000

万美元(约合2.9亿元人民币)使出行时间减少

40%，交通可达性满意度达80%[4]。

33 深圳市智慧交通先行示范与创新引领深圳市智慧交通先行示范与创新引领

2020年 10月 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深

圳经济特区建立 40 周年庆祝大会上提出

“深圳要努力走出一条符合超大型城市特点

和规律的治理新路子”，发挥信息产业发展

优势，推动城市管理手段、管理模式、管理

理念创新，让城市运转更聪明、更智慧 [5]。

新时期“双区”建设背景下，深圳市从经济

特区的“先行先试”向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

的“先行示范”迈进。作为交通强国的重要

城市范例，深圳市交通发展从重视规模向重

视质量转变、从强调连接向强调服务转变、

从注重效率向注重效益转变、从要素驱动向

创新驱动转变[6]。同时，《深圳建设交通强国

城市范例行动方案(2019—2035年)》明确提

出建设全球交通科技创新高地的战略定

位 [7]，力争成为全球交通科技创新的引领

者，要求深圳率先在智慧交通领域先行示

范，打造全球领先的智慧交通“深圳样板”。

契合国家交通强国战略和深圳市“双

区”建设、交通强国建设要求，精准把握未

来交通发展变革，深圳市智慧交通将率先通

过新基建、新方式、新治理、新运营、新体

验 5大示范，推动交通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

代化和建设全球交通科技创新高地，向全国

输出深圳方案。

33..11 新基建新基建：：构筑智慧赋能的信息基建构筑智慧赋能的信息基建

和融合基建示范和融合基建示范

智慧交通新基建是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

载体，在交通领域实现设施数字化和数字设

施化。深圳市率先建设基于城市信息模型

(City Information Modeling, CIM)的城市交通

大脑，推动交通领域融合基础设施全面建

设，打造智慧赋能的城市交通信息基建和融

合基建示范，支撑城市中长期规划建设决策

和动态运行管理。

1）基于CIM数字空间底座的城市交通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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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脑信息基建实现超大城市长期运行和动态

运行管控“快慢”推演。

深圳市建成城市级CIM数字空间底座，

融合2 000 km2高清遥感卫星影像、超6 000 km

城市道路、419 km城市轨道交通运营里程、

27个主要客货运枢纽码头、65万家城市商

事主体信息、260 万套房屋“地-楼-房-

权”体系数据库。在此基础上，融合人、车

活动规律等多源数据，创新应用个体锚点识

别和活动链追踪技术把握人车个体出行规

律，并构建涵盖深圳超 8 000 km道路、2.9

亿个交通实体的知识图谱，研判城市交通发

展的演化规律，为深圳市每 5年近万亿基建

投资提供决策支持，并精准支撑城市重大战

略规划、重大交通政策、重大基础设施建设

和动态交通管控。

2）以智慧道路、智慧高速公路等融合

基建为载体，创新提升城市运行效率和出行

服务品质。

深圳市发布了全国首个多功能智能杆地

方标准《多功能智能杆系统设计与工程建设

规范》 (DB 4403 ∕T 30—2019)，以标准为指

引推动侨香路、光明马拉松绿道、福田中心

区等超 100 km智慧道路建设，形成全国里

程最长、道路功能层级最多的智慧道路建设

样板。同时，聚焦高密度城镇化地区交通量

巨大、驾驶环境空前复杂、运营管控协同需

求大等特殊场景，以机荷高速、外环高速、

水官高速等智慧高速公路示范为契机，率先

推动动态费率、周边路网应急协同、自由流

收费等高速公路典型场景应用示范。

33..22 新方式新方式：：打造基于智能网联汽车的打造基于智能网联汽车的

智慧出行新示范智慧出行新示范

智能网联汽车已成为全球汽车产业发展

的战略方向，未来将是最重要的交通方式之

一，多个城市纷纷推进智能网联技术创新。

深圳市包容开放的发展环境是智能网联发展

的沃土，由于具有特区立法权，同时拥有一

批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头部企业，有条件、有

能力在未来交通新方式和管理服务方面开展

先行示范。

1）推动智能网联汽车政策立法、技术

攻关和运营应用，实现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

试、商业化运营和规模化应用示范，推动智

能网联高质量发展。

开展一整套包括封闭场测试、开放道路

测试、测试管理滚动评估、多模式多场景应

用示范、智能网联政策立法、运输运营管理

和全城开放研究等政策落地工作。多批次公

布超 200 km开放测试道路，发布载人、载

物多模式多场景示范指导文件，鼓励企业创

新；同时，出台《深圳经济特区智能网联汽

车管理条例》《深圳市推进智能网联汽车高

质量发展实施方案》，推动智能网联汽车合

法上路、开展运营、事故认定、运输管理

等，力争到 2023年底实现智能网联汽车商

业化运营“双百示范”工程，即 100辆以上

自动驾驶出租汽车和 100辆智能网联公共汽

车，到2025年底率先实现“一城千辆”。

2）以车路协同为抓手，推动智能网联

车路协同技术落地应用。

率先在福田中心区和国际会展中心片区

推动车路协同智慧公共汽车应用，通过公共

汽车车载端设备与路侧单元通信，实现公交

优先、绿波通行等功能。同时，在坪山区建

设全国领先的智能驾驶测试和产品验证环

境，提供全域大规模L2及以上智能驾驶功

能车联网基础设施支持，并推动 110个城市

道路交叉口的设备网联化改造和设施智能化

升级，搭建安心出行示范、品质公交优先、

应急车辆优先、低速无人物流、全域车联万

物(Vehicle to Everything, V2X)信息服务、景

区智慧出行 6类示范应用，支撑坪山区打造

全国网联智驾新高地。

33..33 新治理新治理：：构建数字赋能的城市交通构建数字赋能的城市交通

治理新模式示范治理新模式示范

深圳市城市交通发展从大规模基建进入

到建管并重的复杂巨系统新阶段，单纯依靠

道路空间设施拓展的治理模式难以为继，迫

切需要构建城市重大基建规划决策和动态交

通运行管控相结合的综合调控新治理模式。

1） 基于 CIM、建筑信息模型(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 BIM)技术实现重大基

建规划建设决策支持。

基于CIM平台的城市空间数据推动了城

市轨道交通 5期网络规划、滨海大道下沉、

望海路快速化改造等一批重大规划建设项

目；通过数字孪生平台全面解析城市空间利

用、人口和就业岗位分布、出行OD分布等

特征，提供客流量、人口和就业岗位覆盖

率、综合效益等快速评估和网络效果测试，

从而精准匹配城市拓展与城市轨道交通网络

建设时序，实现城市空间与交通供需资源精

准适配，节约重大基建投资10%以上。

2） 基于人车个体级动静态交通大数

据，实现交通拥堵短平快治理、智慧信号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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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和智慧停车调控等动态管控。

依托CIM平台以及中微观交通模型，建

立交通拥堵“动态识别-快速改善-持续评

估”的闭环管理流程，快速提供短平快工程

改善、微创新交通组织、片区-干路-节点

多场景治理等服务，重点路段实际运行效率

提升8%~15%。同时，建立全市域统一信控

平台，实现跨品牌信号机联网联控，基于信

控系统数据与互联网多源数据的信号配时优

化，支撑了超过 2 900个信号控制交叉口的

动态管控。融合土地开发强度、公共交通可

达性等数据率先建立了精细化停车调控的动

态分区、动态调价、动态管理模式，并推进

统一的停车运营服务平台建设，实现了城市

级智慧停车动态调控和精准服务。

33..44 新运营新运营：：打造海陆空铁多方式运营打造海陆空铁多方式运营

和设施韧性运维示范和设施韧性运维示范

深圳市是一个涵盖海陆空铁多种交通运

输方式、日均出行规模超过4 800万人次·d-1

的超大型城市，如何保障交通巨系统高效、

安全、有序运转是一个世界性难题。深圳市

率先以城市级海陆空铁多方式协同联动和基

础设施群安全韧性运维为载体，打造高效协

同的城市交通运营运维新示范。

1）推动城市级海陆空铁多方式协同运

营，率先实现高铁、航空等大交通安全应

急，大公共交通一体运营以及交通运输安全

闭环管控。

大交通安全应急方面，融合机场、铁路

客站等 55个重大客运枢纽客流、运力、周

边路况等多源数据，智能识别城市内涝、重

大节假日、重点景区等 10多个特殊事件交

通运行影响，支撑城市级跨区域、跨部门、

多方式交通协同和重大事件安全应急联动。

大公共交通一体运营方面，构建公共汽车、

城市轨道交通、客运枢纽等大公共交通运营

体系，通过大数据精准分析公共汽车线网与

客流时空分布，主动优化公共汽车线网以及

城市轨道交通接驳、园区通勤等动态公共汽

车资源，与城市轨道交通接驳的公共汽车线

路百公里客流量提升 100%。交通运输安全

闭环管控方面，全面汇聚人、车、企、信用

等重点车辆运输数据与在途实时动态数据，

构建运输风险一张图和企业安全画像，打造

“源头预防-途中处置-末端治理”的运输安

全闭环管控体系，支撑安全生产靶向检查、

运输过程执法联动、事后信用联合惩戒等应

用，推动重大运输事故率下降20%。

2）打造全国首个城市交通设施群健康

主动运维示范，实现重点设施预知性养护。

重点选取 65座桥梁、14座隧道、56座

边坡等设施布设外场感知设备，建立从点到

路网的城市级交通重点基础设施监测网，实

现设施安全预警，指导设施预测性养护和应

急处置；通过数据共享打通多部门业务流

程，实现设施“规、建、管、养”业务线上

流转、管理数字化，全面提升基础设施主动

风险防控和预防式养护能力，使重大基础设

施寿命延长15%~20%。

33..55 新体验新体验：：打造以体验为核心的未来打造以体验为核心的未来

智慧交通集成示范区智慧交通集成示范区

新时期，新一轮科技革命驱动城市交通

迈向体验经济时代[8]。面向未来交通模式变

革，深圳市以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

模式为载体，率先推动未来城市交通出行场

景示范，让市民超前体验全过程沉浸式未来

出行服务。

1）落地建设福田中心区智慧交通整体

提升工程，打造福田CBD全球示范标杆。

福田中心区采用设计师负责制，聚焦出

行效率提升、安全保障增强、管理能力提高

和体感舒适改善 4个目标，构建了国内首个

涵盖交通、城市规划、景观、智慧等多领域

多专业的集成示范区。通过建设 1 563根智

慧路灯杆、1 324个地面信号灯、127套动态

限速设备和 58座智慧公共汽车站亭等新基

建设备，全面提升交通运行感知、动态运行

管控和出行服务品质。2020年福田中心区智

慧交通工程建成后，相较 2018年市民人均

出行时间缩短 10%以上，交通事故率降低

10%以上，平均行程延误减少 30%，事件识

别与响应时间缩短 50%，出行幸福感提升

30%以上。

2）推动按需响应的出行即服务(Mobility

as a Service, MaaS)精细服务示范，率先实现

自动驾驶公共汽车、按需响应公共汽车等出

行服务新业态常态化运营。

深圳市积极探索未来出行新方式，在科

技园片区、福田中心区、深圳北站等推进按

需响应的公共汽车出行服务新模式。以深圳

湾科技生态园MaaS试点为例，自MaaS线路

开通以来用户接近 6 000人，服务超过 5万

人次，日均接驳人数超过 850人，获得用户

广泛认可。未来深圳市将以东部景区为试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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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整合交通、旅游、餐饮和生活等信息，

通过 i 深圳、小程序等提供集成出行信息、

公共汽车接驳、停车引导、餐饮住宿等一站

式MaaS出行服务，提升旅客出行服务体验。

44 结束语结束语

新时期，深圳市秉承创新与实践的核心

价值观，充分发挥创新优势和产业优势，着

力构建智慧交通领域的先行示范，探索走出

一条适合深圳特色的智慧交通高质量发展新

路径，实现了智慧交通从先行先试到先行示

范的重大转变，城市治理水平和市民满意度

屡创新高。未来，深圳市将继续以信息化和

智慧化引领交通运输实现现代化、国际化和

一体化，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智慧

交通先行示范区，为建设交通强国城市范例

提供深圳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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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论文旨在提出中国私人交通电气化与

低碳化的若干可行性需求侧政策。论文构建

了一个多模块动态递归CGE模型，并从需

求层面设计了 4项政策，分析不同政策场景

对环境与社会经济的影响。结果表明，短期

内保持补贴对电动汽车普及率的影响最大，

长期来看改善城市家庭对电动汽车消费偏好

的影响最大。然而，这两项措施在减少碳排

放、节约能源和电气化方面的效果相对有

限。因此，为了提高整体电动汽车普及率，

该论文建议短期保持补贴，长期适度改善电

动汽车消费偏好。此外，为了提高电动汽车

的碳减排效果，应实施可再生能源电力补

贴，以提高低碳电力的成本竞争力，从而对

碳减排、节约化石能源、电气化和降低GDP

损失等方面产生积极影响。同时，在不同政

策场景下提出了针对电动汽车、传统燃油汽

车、电力和石油企业运营规划的建议。

资料来源：JIANG H D, XUE M M, LIANG

Q M, et al. How do demand- side policies

contribute to the electrification and decarburization

of private transportation in China? A CGE-

based analysis[J].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 2022, 175: 1213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