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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交通运输管理信息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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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社会对信息接收、获取、分析等方面有了更深刻的技术研究，

大数据等信息技术的应用极其方便了管理。交通运输业是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行业，人们对交通工具及

其建设的依赖性也越来越强。为保证人民出行的便捷与舒适，改进交通运输管理工作是目前面临的难题。

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交通运输管理与信息技术发展的融合，大幅度提高了交通运输的效率，还极大地方便

了交通运输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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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 of society, the society has made more profound 
technical research on information reception, acquisition, analysis, etc. The applic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uch as big data makes management extremely convenient. The transportation industry is closely related to people's 
lives, and people rely more and more on transportation tools and their construction. In order to ensure the 
convenience and comfort of people's travel, it is a difficult problem to improve the traffic management. With the 
arrival of the information age, the integration of transportation management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development has greatly improved the efficiency of transportation and greatly facilitated the management of 
transpor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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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全球化带来时代更迭的热潮，互联网信息与

社会的联系愈加紧密，发展也越来越来快速。交通运

输行业在互联网技术的推动下也获得了很大的发展，

信息技术的应用发展使交通行业得到了巨大进步，交

通行业进入网络时代[1]。 
交通运输领域信息化建设对国家综合实力有着

至关重要的影响，同时也是提升国家竞争力的重要因

素之一。如今我们处在世界全球化与网络信息快速发

展的社会，更要重视信息化建设对交通运输管理带来

的深远影响和重要作用。有效地提高信息化的管理手

段，促进交通运输企业的工作效率，不仅有效地促进

行业发展，更能有效地保证人们出行的便捷、舒适，

加快建设成为交通强国。 
1 交通运输领域信息化应用发展 
1.1 信息化建设助力提升运营管理水平 
交通运输管理信息化是一个通过合理应用信息

技术的过程。在信息化下获取客流大数据进行分析，

从而清晰地了解自身的不足，更好的做出改进[2]。在

分析和改进中大幅度提自身升运营管理水平和工作

效率。 
交通有关部门可以充分利用信息技术的优势，全

面具体地分析交通运输大数据，同时根据分析结果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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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各类交通问题，提出相关的应对方案进而制定相关

的解决措施，确保出现的交通问题能够及时得到处理。 
在交通领域信息化工作整体推进的情况下，运输

企业的需求也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但从全局来看，

信息化在交通领域的建设已经不能满足现阶段的运

输需求。信息化建设需要跟上现代综合交通信息化体

系建设的步伐，以赶上蓬勃快速的信息化发展。 
1.2 信息技术应用提高交通流量配置的合理性 
交通流量是交通出行的重要因素之一，合理分析

交通流量的密度有利于交通流量的疏导。而交通流量

的获取需要通过相关信息技术的支持，才能得到有效

的数据并进行处理分析。 
交通运输管理通过与信息技术的有效融合，有利

于实现交通流量的优化配置。运用相关的信息技术，

在改善客流密度的同时也大幅度完善了交通运输管

理制度。因此可以让交通主管部门借助交通设施，合

理配置交通图，均匀分布客流量。满足交通流量的发

展需求，避免出现道路拥堵的现象，从而提高交通运

输效率[3\4\5]。 
1.3 互联网促进交通运输业的深入发展 
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趋势下，社会经济迅猛发展，

互联网与人们的生活联系日益密切。科学信息技术的

发展也日新月异，广泛地开发应用在社会的各个领域。

而对交通运输业而言，与互联网接轨已成为必要趋势，

而且这无疑是一个更新的契机、更是一个挑战。交通

运输业与信息技术相结合，不仅仅可以跟上时代的发

展，还可以大大地提升交通运输的效率，为人们的出

行带来了极大的便利。而信息技术的应用水平直接影

响着交通运输业的发展水平。基于此，交通运输业应

当借助信息技术，有效监控交通运输情况，促进交通

运输业的深入发展。 
2 交通运输企业推进信息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2.1 资金问题 
信息化项目建设缺乏必要的资金保障。交通运输

管理信息化建设需要投入大量资金吸引更多专业技

术人才开展研发，同时还需要定期进行专业的软件系

统的升级、更新，对技术型工作人员专业化水平的要

求较高。但是在实际的信息化建设过程中，资金的缺

乏导致人才也难流失严重，进行信息化技术研究受到

了极大的阻碍，导致一些交通运输管理发展缓慢甚至

停滞。 
2.2 人员问题 

管理者对管理信息化缺乏深入认识。信息化的发

展趋势势不可挡，目前交通行业的已有大部分领域已

应用相应的科学技术。但就目前交通运输管理信息化

建设的实际情况而言，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缺乏深

入了解是其中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发展空间仍有待

改进。 
同时，在信息化管理方法的认识方面也存在问题，

部分管理部门认为信息化的管理方式就是利用计算

机系统直接进行业务问题的解决，过于依赖计算机，

而不加以分析。这种思想从根本上来说是不正确的，

它将信息化管理理解的过于狭隘，从而造成交通运输

管理信息化建设水平严重落后。 
从业人员素质有待提升。交通运输管理的信息化

建设需要的是具有高科技的应用型技术人才，对人才

的培养、选拔有严格的要求，其中信息化技术水平、

素质水平的高低是关键因素。想要有效的提升交通运

输信息化管理水平，首先就要提升操作人员的计算机

信息技术的技能，并对其进行专业的业务培训。在交

通运输领域，大部分工作人员的信息化水平都难以跟

上信息化发展的步伐，难以满足信息化发展的要求。 
信息化工作的组织领导较为薄弱。信息化涉及诸

多体制和机制难题，如业务不能畅通流转、资金不能

保障、人才流失严重、资源整合效率低等，一些区域

信息化工作质量不达标，与领导监察力度不够、组织

不当密切相关。 
2.3 技术问题 
信息化系统信息安全隐患大。现有的信息系统，

存在着许多安全隐患。如安全意识淡薄、数据库崩溃、

资料丢失、应用系统与数据库口令不一致、密码长时

间不更新、业务工作受多起事件影响，社会、公司管

理受到影响；部分地区的安防备份建设滞后。尤其是

近几年，由于系统泄露，导致资料丢失的信息安全事

件时有发生，屡见不鲜。 
硬件平台建设需加强。现今，交通运输企业信息

化需求不断提升，系统功能要加强，数据质量要提高，

系统关联度要达到业务工作的要求。 
3 加强信息化建设和交通运输发展的对策建议 
3.1 加大信息化建设人才培训力度 
重视培养信息化建设人才，提升交通运输企业核

心竞争力。落实科学的人才培养方案、扩大科学的人

才规模，在选拔人才、培养人才、使用人才、留住人

才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价。使之不断增强交通运输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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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能力、激发企业活力，从而促进人才产业链能力

升级。形成良性的竞争循环，为交通运输企业信息化

提供更加完善的人才计划。为国家提供更高的经济收

益与企业发展活力。基础科学人才培养不易，企业、

社会、政府应加强这类人才的保障质量，不仅要留得

住，更要用的好。 
3.2 建立健全的信息化管理体系 
信息化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持续改进的过程。

信息化规划与企业的目标相符，需要以企业目标为依

据指导，协调信息化的规划与运输企业业务的发展规

划之间的关系，完善信息化管理制度。 
3.3 增加经费投入和技术投入 
依托资金流带动信息流流向交通运输企业，促进

各类生产要素。通过政府资金引导、社会资金融入，

从而加大对运输类公司的资本投入。增加对交通运输

企业信息技术的建设力度，吸引技能、管理人才，投

身信息化交通运输企业建设。 
3.4 注重信息化建设中的信息和数据的安全 
交通运输要注重信息化建设中的信息和数据的

安全，应数据加密、防止信息泄露，要以信息安全网

的体系建设来保障网络。加强对指导网络信息安全工

作的调研，把保护信息安全的制度落到实处。加强信

息安全技术要素在交通运输行业推动引导作用，推行

密码算法，建立密钥机制、认证服务机制等一系列功

能，提高交通运输企业领域的数据管理安全水平。落

实监控力度，落实应急处置能力。积极使用国产硬件

设备、操作系统及应用软件，防止信息泄露。 
重视终端安全。信息系统要过滤敏感信息，对网

络与应用程序进行授权，对用户的使用权限进行限制，

对打印和下载功能加强监控，开发离线管理功能等。 
4 结语 
加快交通信息化建设，既是时代的要求，也是迫

在眉睫的责任和任务，更是顺应交通发展潮流的需要。

现代运输管理的关键要素之是信息流。运输企业必须

充分利用目前信息网络时代通信的便利，将信息流架

构于因特网为代表的信息网络平台上，实现物流、信

息流、资金流三者的统一，从而为运输服务创造良好

的经济收益和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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