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项目概况 考核指标 研究期限
经费限额
（万元）

里程碑节点一 里程碑节点二 里程碑节点三

1

山区高速
公路路网
安全运营
综合管控
技术体系
研究

揭榜

在恶劣气候条件下，针对山区高
速公路路网开展系统性安全监测
和管控，避免产生重大交通通行
安全风险。对示范路段路基路面
、桥梁、隧道进行精细化风险分
级分类，通过实时气象、通行流
量、结构设施状态等多源数据融
合分析，采用遥感、北斗、无人
机等多种监测方案，由点到面研
判结构点、路段和区域路网通行
风险状态，采用AI赋能监测预警
研判，构建决策处置预案和典型
事件复盘改进机制等。拟在重庆
高速公路路网示范1000公里以
上，涵盖路基路面、桥梁、隧道
等不少于四个典型场景，实现高
速公路在结构点、路段、区域路
网等多级安全高效通行管控策
略，支撑“高速畅行”重要应用
在政策、技术和管理等方面形成
知识体系，并实战实效。

1、共享汇集实时气象、通行流量、结构设施
状态等多源数据，进行融合分析；
2、采用遥感、北斗、无人机等多种监测方
案，由点到面研判结构点、路段和区域路网通
行风险状态，风险动态级联推演时间≤3分
钟，形成高速公路在结构点、路段、区域路网
等多级安全高效通行管控体系1套；
3、对示范路段路基路面、桥梁、隧道等不少
于4种典型场景进行精细化风险分级分类；
4、形成AI监测预警管控模型1套，赋能“高速
畅行”应用，用于监测预警研判，单点预警准
确率≥90%，区域联动预警准确率≥95%；
5、形成决策处置预案和典型事件复盘改进评
价指标体系1套，发布山区高速公路路网安全
运营综合管控相关技术标准规范1套；
6、研发山区高速公路路网安全运营综合管理
技术平台1套，在不少于1000公里重庆高速公
路路网开展示范应用，实现路网安全运行实效
。

2年 200

1.在不少于1000公里重庆高速公路路网共享汇集实时
气象、通行流量、结构设施状态等多源数据，形成运
营安全分析报告，并持续更新，更新时间不超过2个
月；
2.对不少于1000公里重庆高速公路路网路基路面、桥
梁、隧道等不少于4种典型场景进行精细化风险分级分
类，编制分级分类报告，并动态更新；
3.根据分级分类结果，研判结构点通行风险状态，形
成结构点通行风险分析报告，编制风险控制方案；
4.构建基于运营安全分析报告的AI监测预警管控模
型，初步形成山区高速公路路网安全运营综合管理技
术平台，实现“高速畅行”在三级治理中心贯通至少
一个多跨事件，并集成多源数据采集，风险分级分类
和分析控制等功能；
5.任务书签订后4个月内完成里程碑节点一验收；
6.第一次拨款在里程碑节点一验收合格后进行，拨付
30%。

1.逐步实施风险控制方案，并根据方案及时总结应用
效果，由点到面研判结构点、路段和区域路网通行风
险状态，形成高速公路在结构点、路段、区域路网等
多级安全高效通行管控体系1套，并编制路段和区域路
网通行风险分析报告，并持续更新，更新时间不超过2
个月；
2.完成AI监测预警管控模型功能完整性测试，并赋能
“高速畅行”应用，用于不少于1000公里重庆高速公
路监测预警研判；并对预警情况进行后评估，以此形
成决策处置预案和典型事件复盘改进评价指标体系1
套；
3.基于风险控制方案实施效果及评价指标体系等，形
成山区高速公路路网安全运营综合管控相关技术标准
规范送审稿1套，包括但不限于风险点分级分类、监测
预警设施设备布设及管控等标准；
4.任务书签订后12个月内完成里程碑节点二验收；
5.第二次拨款在里程碑节点二验收合格后进行，拨付
30%。

1.山区高速公路路网安全运营综合管理技术平台AI监
测预警管控模型单点预警准确率≥90%，区域联动预警
准确率≥95%，风险动态级联推演时间≤3分钟；保持
平台功能指标稳定运行不少于6个月；
2.在不少于1000公里重庆高速公路路网开展示范应
用，实现路网安全运行实效；
3.发布山区高速公路路网安全运营综合管控相关技术
标准规范1套；
4.任务书签订后24个月内完成里程碑节点三及项目验
收；
5.第三次拨款在项目验收合格后进行，拨付40%，未通
过验收结项的不予拨付。

2

重庆港口
岸线智慧
监管综合
技术体系
研究与示

范

揭榜

近年来，港口违规侵占岸线问题
被中央生态环保督察、长江经济
带警示片等多次点名曝光，甚至
于2024年5月，重庆市云阳、奉
节县部分码头违法侵占岸线问题
被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组列为典型
案例进行了通报。对港口码头岸
线的有效监测和监管成为了行业
管理部门的痛点和难点，也是制
约长江生态保护修复的主要瓶颈
。需要形成适用于重庆港口的岸
线综合监测技术体系，实现对港
口岸线利用情况的实时、动态监
管，可为行业管理部门监管执法
提供参考依据，进一步提高监管
效果和效率。

1、研发重庆港口码头岸线智慧监管综合技术
平台1套，包括但不限于高分辨率遥感卫星、
AIS、无人机等技术，实现对港口码头岸线的
实时监管，按季度编制港口码头岸线使用动态
监测报告；
2、研发港口码头岸线违法侵占感知算法模型1
套，智能识别港口码头范围内建构筑物、靠泊
船舶位置及其变化情况等，实现对港口生产作
业相关的车、船、货等违法侵占岸线的预判、
预警，监测准确率≥95%；
3、发布适用于重庆大水位差、复杂结构特点
的港口码头岸线测算相关标准或指南1套，应
包括斜坡式码头、浮趸式、直立式码头等，测
算方法需得到生态环境、交通、水利等不少于
3个行业管理部门的认可；
4、形成港口码头岸线使用监管机制1套，包括
但不限于港口码头岸线集约高效利用指导意见
、码头岸线利用综合评价实施细则、码头岸线
使用退出机制等；
5、在奉节、云阳等被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组列
为典型案例的区县港口码头开展示范应用不少
于4处，有效杜绝港口码头违规侵占岸线问
题，形成重庆沿江港口码头岸线智能监管的能
力体系。

2年 200

1.综合应用高分辨率遥感卫星、AIS、无人机等技术，
完成港口码头岸线违法侵占感知算法模型构建，初步
形成港口码头岸线实时监管平台；
2.编制完成适用于重庆大水位差、复杂结构特点的港
口码头岸线测算相关标准或指南送审稿1套，应包括斜
坡式码头、浮趸式、直立式码头等，测算方法需得到
生态环境、交通、水利等不少于3个行业管理部门的认
可；
3.任务书签订后4个月内完成里程碑节点一验收；
4.第一次拨款在里程碑节点一验收合格后进行，拨付
30%。

1.发布港口码头岸线测算相关标准或指南，按季度编
制港口码头岸线使用动态监测报告；
2.编制并发布港口码头岸线使用监管机制1套，包括但
不限于港口码头岸线集约高效利用指导意见、码头岸
线利用综合评价实施细则、码头岸线使用退出方案；
3.构建形成具有重庆辨识度的沿江港口码头岸线智能
监管能力体系，在奉节、云阳被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组
列为典型案例的区县港口码头等不少于4处，完善前端
监测和管理方案实施，完成管理方案实施落地并开展
示范应用；
4.任务书签订后12个月内完成里程碑节点二验收；
5.第二次拨款在里程碑节点二验收合格后进行，拨付
30%。

1.完成重庆港口码头岸线智慧监管综合技术平台，实
现对港口生产作业相关的车、船、货等违法侵占岸线
的预判、预警，监测准确率≥95%，并保持平台功能指
标稳定运行不少于6个月；
2.通过第三方对重庆港口码头岸线智慧监管综合技术
平台运行情况的应用、指标校核检验；
3.有效杜绝港口码头违规侵占岸线问题，优化重庆沿
江港口码头岸线智能监管能力体系，示范港口码头数
量视具体情况拓展；
4.任务书签订后24个月内完成里程碑节点三及项目验
收；
5.第三次拨款在项目验收合格后进行，拨付40%，未通
过验收结项的不予拨付。

重庆市2025年交通科技财政项目申报指南（揭榜类）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项目概况 考核指标 研究期限
经费限额
（万元）

里程碑节点一 里程碑节点二 里程碑节点三

3

基于综合
客运枢纽
智慧运行
管理的数
字化应用
研究与示

范

揭榜

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交通运输向
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一体
化融合转变发展，中心城区重要
枢纽客流量屡创新高，综合交通
保障与服务亟需数字化转型，需
要通过数字化转型构建更智能、
更高效的新型保障模式，实现枢
纽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
重点围绕中心城区综合客运枢
纽，开展智慧运行管理的数字化
应用研究，推动打造跨铁路、民
航、公共交通、长途客运等的一
体化应用，提高中心城区重要客
运枢纽的数字化管理能力和服务
水平，打造中心城区超大城市数
智化治理范例。

1、实现单个客运枢纽安全有序运行状态智能
感知，重点区域智能感知设备覆盖率≥95%；
2、实现铁路、机场、公交、轨道、巡游出租
车、网约车等数据资源汇集和共享，面向出行
旅客群体、出租车司机、运输服务企业提供线
上线下伴随式信息服务；
3、研究形成客流动态预警、运力组织等模型1
套，实现客流分时预测和智能运力匹配，旅客
出行服务满意度≥95%；
4、发布超大城市综合客运枢纽智能服务相关
标准1套，并针对江北机场、重庆北站、重庆
西站、沙坪坝站、重庆东站“一场四站”各自
站场情况深化打造各自特色智能化服务体系；
5、在江北机场、重庆北站、重庆西站、沙坪
坝站、重庆东站“一场四站”开展示范应用，
建成重庆市综合客运枢纽智能管控集成平台1
套，打造中心城区超大城市数智化治理范例。

2年 200

1.开展“一场四站”枢纽智能化现状及市外调研，针
对“一场四站”定位及特色服务编制智能化建设实施
方案；
2.上线重庆市综合客运枢纽智能管控平台，完成公交
、轨道、巡游出租车等数据资源汇集和信息共享，实
现客流监测、旅客服务、应急调度等功能；
3.接入“一场四站”中不少于1个客运枢纽的客流、设
施设备等状态数据，实现对枢纽重点区域的智能感知
和预警；
4.编制完成超大城市综合客运枢纽智能服务相关标准
初稿1套，包括但不限于智能化设施布设、数据采集、
服务评价等系列标准；
5.任务书签订后4个月内完成里程碑节点一验收；
6.第一次拨款在里程碑节点一验收合格后进行，拨付
30%。

1.新增汇聚铁路、民航、交通执法等数据资源，实现
“一场四站”各类数据在重庆市综合客运枢纽智能管
控平台的初步贯通，面向出行旅客群体、出租车司机
、运输服务企业初步提供线上线下伴随式信息服务，
支撑突发大客流的运力调度和运营服务高效管理；
2.研究形成客流预测、动态预警、运力调度等模型，
客流预测模型准确率达到90%，高峰时段枢纽出租车旅
客平均候车时间下降15%；
3.逐步落实智能化建设实施方案，开展不低于1个枢纽
的智能化应用示范，并根据评价标准初步评估示范枢
纽的运行提升效率，总结形成示范枢纽特色智能化服
务体系亮点经验；
4.根据枢纽运行提升效率初步评估结果，完善标准并
推广至其它4个枢纽，形成超大城市综合客运枢纽智能
服务系列标准送审稿1套；
5.任务书签订后12个月内完成里程碑节点二验收；
6.第二次拨款在里程碑节点二验收合格后进行，拨付
30%。

1.实现“一场四站”客运枢纽运行状态智能全面感
知，重点区域智能感知设备覆盖率≥95%；
2.面向出行旅客群体、出租车司机、运输服务企业提
供手机端伴随式信息服务，依托枢纽场站客流到达
区，轨道、公交、出租车、网约车换乘区提供基于大
屏的实时客流信息发布；面向枢纽管理单位提供线上
综合信息服务；
3.全面建成重庆市综合客运枢纽智能管控平台，平台
稳定运行不少于6个月，实现对客流状态的精准感知、
运营管理高效协同和大客流应急调度；
4.发布完成超大城市综合客运枢纽智能化服务系列标
准1套；
5.在江北机场、重庆北站、重庆西站、沙坪坝站、重
庆东站“一场四站”开展智能化示范应用，通过示范
应用，各枢纽整体运行效率均提升20%，旅客出行服务
满意度≥95%，总结形成中心城区超大城市枢纽智治和
特色智能化服务体系实践成果，形成具有重庆辨识度
的案例经验；
6.任务书签订后24个月内完成里程碑节点三及项目验
收；
7.第三次拨款在项目验收合格后进行，拨付40%，未通
过验收结项的不予拨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