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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交通物流物联网 GIS 技术服务体系研究是物联网新业

态在交通物流业的一种表现形式，结合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等

区域性物联网服务形态特色与应用特点，从物联网与 GIS高度融

合角度进行了技术服务体系研究。交通物流物联网的建立是北斗

卫星导航、传感器、RFID 等物联网技术与 GIS 技术融合应用的

产物，它衔接着人、运输工具、运输路线、运输货物、环境等多

元交通信息要素交叉与互联，为物流业提供“需求—运输—仓储

—装卸搬运—流通加工—配送—售后”等全生命周期过程的智能

化服务。区域特色服务体系的提出，前瞻性地把交通物流业务流

程与技术全生命周期有机结合，使用 GIS引擎、专题图、空间数

据、路网优化调度、抽稀算法与多业务特征点聚类等技术，实现

了基于 GIS的可视化与移动化嵌入式智能系统设计，以及互联互

通的交通物流协作多式联运、集成化规划仿真与重构、客户群聚

类精准管理。 

 交通物流：区域性信息流与业务流互联互通 

 GIS：可视化位置服务与管理 

 融合：物联网新业态与交通物流新常态融合 

 服务：集成化规划仿真与客户群聚类精准管理 

本书为广西高等学校高水平创新团队“中国—东盟物流物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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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关键技术研究”（桂教人[2014]65 号）系列成果之一，是“基

于物联网的物流地理信息关键技术研究及应用（南科鉴[2014]98

号）”的研究成果，科技成果鉴定为“国内同类领先水平”；获得

广西高校科学技术研究项目“交通物流物联网地理信息特征点聚

类优化技术研究”（KY2015YB350）资助。这是一部集学术性与

技术性于一体，充分体现物联网服务业新业态服务模式与技术创

新的专著，涉及的技术与服务模式在珠江—西江经济带交通物流

服务行业得到了推广应用。本书涉及的技术内容，在成果鉴定中

得到了陈友初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叶波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彭欣

教授、顾林研究员、刘波高级工程师、邓曙光高级工程师、梁征

高级工程师等的认可与指导，在此深表感谢。 

由于作者能力与掌握的材料有限，本书难免会有不足之处，

敬请专家和同行批评指正。 

 

       潘    翔 

2015 年 4 月于南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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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区域交通物流物联网服务体系发展 

1.1  区域交通物流物联网服务体系 

1.1.1  区域交通物流定义 

交通物流是交通运输业与物流业的交叉结合，是实现物流全生命周期过

程中干线运输和配送的主要环节。新业态服务创新地把交通物联网与物流物

联网有机融合起来，形成一个统一发展的有机体，交通与物流互为驱动、互

为发展。区域交通物流特指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珠江—西江经济带、

“一带一路”（One Belt And One Road，OBAOR；或 One Belt One Road，

OBOR；或 Belt And Road，BAR，“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

之路”）、广西北部湾经济区、泛珠三角经济区、大湄公河次区域和广西多区

域合作条件下发展交通物流（以下简称区域交通物流），通过优化交通路网环

境、多式联运支持、交通工具调配和提供信息化服务等方式，提高货物运输

的效率，降低物流成本。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成为我国西南地区发展对外贸易提供了极大

的机遇。广西以我国西南地区与东盟各国接壤的区位优势，成为加快自贸区

发展的核心地区。2013年，在第 16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上首次提出了“中

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主要的建设目标是力争在 2020 年实现双边贸

易额达到 1 万亿美元。在这样的背景驱动下，跨境贸易获得了了很大的发展，

尤其是与电子商务相结合的跨境贸易，带动了新的物流增长点。发展中国—

区域交通物流已成为发展自贸区升级版的必要条件之一。拓展跨境贸易物流

业务，互联互通是关键，需要在交通基础设施、交通信息共享、跨区域位置

服务等方面实现互联互通，开启智慧交通物流之路。中国—东盟多经济带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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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效应如图 1-1 所示。 

 

图 1-1  中国—东盟多经济带辐射效应图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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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珠江—西江经济带交通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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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交通物流发展的重点之一，珠江—西江经济带于 2013 年 7 月正式上

升为国家战略，横跨了广东、广西两省，主要通过借助珠江—西江内河的航

线运输，推动商贸、物流、交通等行业的发展，进而带动流域范围内的经济

发展。由于历史因素以及地理环境等多重原因，珠江—西江的通航能力还未

达到理想状态，传统的运输和管理模式也极大制约了内河航运效率的提升。

为此，在进一步打造跨区域内河航运交通基础设施的基础上，还需要配合物

联网、云计算等高新技术改良管理模式和操作方式，从软硬件两个方面双管

齐下，建立船联网公共服务体系。珠江—西江经济带交通规划如图 1-2 所示。 

如果说中国—东盟是以陆路交通为主要贸易渠道，珠江—西江经济带则

是以内河航运作为贸易纽带，带动水运物流交通的发展，为物流行业带来重

大的投资与合作机遇。图 1-2 显示，经济带从区域位置和优势呼应“一路一

带”发展战略，并从丝绸之路的历史沿革衍伸到经济建设，乃至建设海上交

通——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从海运领域发展交通，从而为商贸物流提供便

利的运输体系。 

经济的发展离不开物资的保障，物资的运输离不开交通的保障。经济带

发展战略，把建设交通、发展物流作为重要的任务。而在新一代物联网与我

国北斗卫星导航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利用各种高新技术手段实现传统交通

物流的智能化转型，提升管理水平，改善服务质量，提高行业竞争力，是必

然的发展趋势。所以说，区域交通物流物联网服务体系即是顺应时代发展需

求的产物。 

1.1.2  物联网 GIS技术服务体系 

物联网是以各种感知设备为基础，以互联网技术为通信手段，实现人与

物、物与物全面感知与沟通，使生产和生活更加智能化、便利化的技术。随

着时代的变迁和信息技术的更新换代，物联网已逐渐被熟知并广泛应用于经

济生活中，成为信息产业的第三次浪潮，同时也成为推动区域交通物流发展

的驱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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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网 GIS 技术服务体系是在物联网技术的基础上融合 GIS（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并结合交通物流的业务应用需求所

提供的技术服务、信息服务、公共资源服务等综合服务体系。其最具特色的

功能是能够实现交通物流整个运作流程在 GIS 地图上图像化、动态化的实时

显示。通过在区域交通物流运输中应用物联网 GIS 技术服务体系，可以从管

理层面为物流企业提供信息共享、决策支持等服务，从技术层面打通跨区域

联运的壁垒，改善交通物流运输效率，促进传统行业转型升级，加快区域经

济发展。区域交通物流物联网服务体系如图 1-3 所示。 

 

图 1-3  区域交通物流物联网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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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交通物流整个服务体系是在物联网感知层、网络层和应用层的基础

上演化发展而来，保留了最底部的感知层，利用传感器、云计算、北斗、GPS、

RFID 技术和卫星导航技术等对交通物流环境和信息进行监控与数据采集；数

据层按业务数据、空间数据、客户信息数据和专家知识进行分类存储；GIS 层

主要是以 GIS 引擎为核心，能够实现快速的地图加载、缩放、信息绑定与展

现等基本功能；技术层是在 GIS 层的基础上进一步进行技术开发，针对不同

的应用需求对基础算法进行改进和优化，主要包括各类交通物流的标准与实

施、规划仿真算法、离线地图、空间数据抽稀与回溯、路径优化、特征点采

集等；第五层是体制与机制层面，包括管理部门协同机制、应急指挥机制、

多式联运协同机制、交通运输安全预警机制等，确保跨区域交通物流顺畅、

高效；第六层是服务层，依托服务体系搭建区域交通物流物联网公共服务平

台，为交通物流各企业提供公共信息、业务流程规划、预警与应急指挥、多

式联运优化和精准客户关系管理等服务。根据区域特色重点产业提供多样化

的服务，如中国—东盟区域农产品物流、北部湾经济区的海产品加工物流、

珠江—西江经济带的大宗货物交通物流等。 

1.2  区域发展现状 

1.2.1  国内外发展现状 

美国的交通物流信息化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在物流企业内部广泛使用条

码、RFID 等物联网技术进行无纸化作业和管理，在运输和仓储环节使用自动

化的管理系统取代人工管理。为了更好地实现跨国物流贸易，解决全球供应

链信息一体化的难题，美国通过信息中间商搭建公共服务平台，为物流供应

链上的所有干系人（生产供应企业、采购商、运输企业、海关、银行、口岸、

交通枢纽等）提供各类信息服务。干系人通过这个平台实现数据信息的互联

互通，降低跨国物流中供应链环节信息中断造成的成本增加风险。在交通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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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环节，网上市场兴起，可以根据物流运输需求，自动匹配最优的运输方式，

发挥多式联运的最大优势。安全管理方面，美国的车路协同系统 VII 升级为

IntelliDrive，新的发展规划将采用物联网技术搭建一个车辆、移动设备和基础

设施能够互联互通的交通网络。 

欧盟的交通物流原本是以公路运输为主，但单一的运输方式从安全、环

保和成本等方面逐渐不能满足企业和客户的需求。为此，欧盟采用多式联运

和信息系统相融合的方式改变交通物流的运行模式。欧盟的 Marco Polo 基金

计划专门扶持多式联运企业的初期创业，也支持企业之间不同运输方式的互

相合作。同时，欧盟引入了一系列物联网高新技术，包括 RFID、GPS、实时

引擎等，用于搭建多式联运信息通信系统。与此相配套的是交通物流标准化

进程，从物流设备和工具的统一标准，到环境和安全标准，乃至行业服务标

准，欧盟都在各国进行了推广实施，在企业内部和整个欧洲市场都实行了标

准化，为欧盟内部各国的区域性交通物流打通了壁垒。在交通安全方面，欧

盟通过一系列项目完成了车路基础设施一体化、车路智能协作、道路安全协

作等系统，并对这些道路交通系统进行整合，从技术上和服务上提高交通物

流的质量和效率。 

日本的交通物流发展很大程度上得力于政府的大力推动。在交通环境方

面，先后通过“新 IT 改革战略”、“i-Japan 战略 2015”和“新 IT 战略”等

国家级战略推进了车路协同系统、交通电子政务的实现，并进一步利用物联

网技术解决交通拥堵、节能减排等问题。在交通物流信息化方面，继续推进

港口、口岸通关无纸化，运输工具和物流工具标准化建设。同时，制定了国

家层面与地方之间、地方与地方之间的合作机制，搭建了区域物流信息化架

构，并逐年落实实施。 

我国交通物流智能化进程稳步推进，在交通部《交通运输“十二五”发

展规划》、《公路水路交通运输信息化“十二五”发展规划》和《关于推动公

路水路交通运输行业 IC 卡和 RFID 技术应用的指导意见》等政策的推动下，

朝着“智慧交通”、“智慧物流”的目标迈进。港口物联网应用方面，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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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完成青岛港现代物流及电子商务系统、天津港基于 RFID 的集装箱陆运作

业流程改造、上海港中美集装箱电子标签国际航线应用等工程项目，实现港

口集装箱智能化作业和监控。交通安全方面，北京、杭州、深圳等多个城市

均建立了实时路况信息网，其他交通物联网系统也分别实现了车辆管理、交

通事件处理、交通诱导等功能。福建省实施了交通运输行业物联网应用整合

与服务工程，将多个独立运行的交通运输系统用物联网技术进行整合，为公

众提供全方位的交通信息服务。标准化方面，重点完成了车辆与危险品电子

标签、RFID 等的标准制定，交通物流物联网标准体系逐步构建起来。 

1.2.2  中国—东盟与广西多区域发展现状 

中国—东盟升级版的提出，进一步加快了广西各行业发展的步伐。要实

现既定目标，不能仅靠一个广西的努力，要充分发挥多区域合作的优势，将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泛北部湾经济区、珠江—西江经济带等已有的战略

发展区域有机结合并充分利用起来，抓住共同点发力，在环境和政策大背景

下取得新突破。而最为明显也极其重要的共同点即是打通衔接东盟以及两广

的交通运输大通道，发展跨境物流，在技术上提高信息互联互通的有效性，

打造区域交通物流物联网技术服务体系。广西打造交通物流运输大通道，正

在从基础设施建设、多区域对接和信息化服务等多方面下工夫。 

基础设施方面，完善公路网络建设，重点加强高等级的跨省、跨国公路

建设，目前已建成了连接昆明与泰国曼谷的曼昆国际公路，打通了“中国—

老挝—泰国”三个国家的公路交通，成为我国第一条国际高速公路。南友高

速公路也与越南国道 1 号公路顺利完成对接。2014 年广西在公路交通建设方

面投资共 595 亿元，开展了县县通高速的攻坚战，全区 73%的县都通上了高

速路，90%的建制村都通了沥青路或水泥路。铁路建设取得新进展，横跨贵州、

广西、广东的贵广铁路开通，开启山区高铁时代；南广铁路的开通使广东和

广西的交通更加便捷。2014 年年底，广西铁路运营里程 4711km，基本形成“一

轴四纵四横”铁路运输网络，使中国西南、西北连接珠三角、东盟地区的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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