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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交通安全问题

先用“技术”解决“人”

深圳市综合交通运行指挥中心总工程师关志超表

示，城市道路交通安全管理主要是由“人、车、路、环境”

四要素组成，许多重大交通事故主要是由于疲劳驾驶、

超速、超载、违法占用对向车道、安全监管漏洞所造成。

其中导致车祸事故发生的主要因素还是在人，所以“人”

是道路交通安全管理中的第一要素。

据介绍，国外早就开始针对司乘人员的安全驾驶行

为展开了研究，并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我国对驾驶员

行为、公众出行行为、城市交通管理者行为的研究还处

于起步阶段，要想确保车辆和司乘人员的安全，就要通

过科技手段对其行为进行管理，才能实现城市道路交通

安全管理。

对此，深圳市东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彭朝致同

样表示：“ 我国目前在管理道路交通安全中所采用的

GPS、车 载 视 频 监 控 等 多 种 科 技 手 段，还 处 于 事 后 被

动式的阶段。而我国交通安全事故中 99.9%都是由于

驾驶员不遵守道路交通规则和不良驾驶习惯等人为

因素所导致的。所以交通安全管理就必须从人的角

度去预防”。

彭朝致认为，要想真正地解决交通安全事故，就

得从对“ 人”的安全行为着手，对司乘人员进行引导，

提高驾驶人员的安全意识和对科技手段的应用效果，

建立交通隐患事前引导、预警体系，实现道路交通安

全事先预测、预判、预言，确保道路交通安全运行，做

到事前消灭安全隐患。在预防驾驶人员的个人行为

造成安全事故发生方面，建议可以通过科技手段收集

司乘人员的不良安全隐患习惯信息，对司乘人员进行

交通安全教育，加强司乘人员的交通安全意识，培养

驾驶人员的良好驾驶习惯，从而减少交通安全事故的

发生。

三者矛盾造成落实“卡壳”

技术应用成茫然

为 了 加 强 交 通 安 全 管 理 、减 少 和 杜 绝 恶 性 交 通

事 故 隐 患 ，国 家 及 各 地 方 相 关 管 理 部 门 自 去 年 开 始

频 频 出 台 相 关 强 制 性 政 策、对 车 辆 安 全 监 管 做 出 了

明 确 的 问 责 制 度，同 时，也 落 实 了 企 业 监 控 责 任，要

求 各 地 交 通 运 输 部 门 要 加 强 与 公 安、安 监 等 有 关 部

门 的 合 作 ，并 通 过 科 技 手 段 提 升 安 全 管 理 水 平 。 但

记 者 在 采 访 过 程 中 却 发 现 ，即 便 是 这 样 的 严 苛 落 实

依旧“ 卡壳”。

对此，相关企业告诉记者，“我国运营车辆安全管

理目前还存在着车辆所有者、运营管理者、监管部门

三者之间的矛盾。其主要是体现在车辆所有者和运

营管理者之间的矛盾、运营管理者与监管部门之间的

矛盾”。

据相关企业介绍，这三者之间之所以存在矛盾，首

先是由于车辆所有者不愿意被监管，因为会影响他们的

额外收益；其次是运营企业不愿意将部分商业机密透漏

给监管部门。这些矛盾都是因为大部分车载监管设备

是由运营企业或车主出资而建设，所以三者之间的利益

矛盾只能通过调和达到利益相对均衡的状态，但要从根

本上解决几乎是不可能的。

“ 目 前 ，国 内 没 有 真 正 被 监 管 的 车 辆 甚 至 高 达

80%，这 80%中的部分车辆尽管已安装了相关设备，但

也仅仅是在年检时‘抱佛脚’地启用设备，平常较少开

启设备或对设备缺少维护，使现有的设备没有发挥真

正的监管作用”，深圳市飞瑞斯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Dawson 告诉记者。

“这就是我国道路交通管理机制还不完善的地方，

主要在于监管部门无执法权，执法部门无权监管，导致

部分车主或驾驶人员为了逃避监管，恶意破坏强制安

装的监管设备，在行驶过程中超速、超载等现象屡禁不

止”，深圳市合众智慧科技有限公司总裁韦继国也表

示，“另外，由于我国车辆安全管理系统在运营企业、交

委、交警系统都安装有监控平台，但根据各部门的需求

不同，所传输的数据也各不相同，没有形成互联互通的

联网管理机制，所以车辆在行驶过程中出现异常不能

及时处理，导致车辆安装的监管设备没有发挥最大的

作用”。

“ 以科技手段提升交通安全管理水平，科技水平

不存在难题，如何落实才是关键”，针对这一问题，关

志超也发表了相同的观点，“首先，是车载的监管设备

安 装 的 落 实；其 次，是 对 车 辆 安 全 监 管 机 制 的 落 实。

目前，我国出台的一系列强制加装车载 GPS 及车载视

频监控等安全设备的措施，由谁来买单，是政府、运营

企业还是车主？这不仅是涉及建设资金的问题，还涉

及到运营与管理模式。政府应该加大对此项目建设

的资金投入力度，至于正确的运作模式希望能在政府

的推动下，在市场的发展中慢慢摸索出来，找到各方

面均赢的方式”。

变被动为主动

视频分析解决“尴尬”走向台前

从另外的角度上来看，传统的车载视频监控设备虽

然也具有多种监管功能，但在车辆安全管理上只能起到

事后取证的作用，还无法实现事先预警、事前预防的功

效，进而对运营车辆的安全也没有起到任何实质性的作

用，更没有完全突显车载设备存在的价值，这不仅是当

前车载行业发展所面临的困境，也在考验为何我们频频

出台的政策法规在屡见不鲜的道路交通事故面前束手

无策。

对此，Dawson 认为，运营车辆所强调的安全也是

道路交通安全，而道路交通安全则与车、人以及车辆所

运载的人和物都有关系，其中车辆不仅包括公交车、出

租车、长途客运车等客流车辆，还包括泥头车、危险品

运输车辆等物流车辆。车辆安全监管的目的就是为了

事先预警，而视频分析正是规避交通事故发生最为有

效的方法。

据 Dawson 介绍，采用视频分析所建立的车辆综合

管理系统，主要是采集与车辆有关的各种数据。首先，

是基础信息的采集，即已经实现的车载视频信息和 GPS

信息；其次，是与视频分析相关的数据，包括司机疲劳数

据、驾驶时间、驾驶员身份识别、车载客流量分析等更全

面的数据；最后，是通过传感器收集有关车的数据、车辆

运行参数的数据，包括胎压、测距、车道偏离以及与运输

物品相关的数据。数据采集之后，再通过网络传递到后

端，在后端平台对采集到的数据进行挖掘分析，从上述

三类数据来判断车辆是否处于安全状态，并将涉及到安

全隐患的数据提供给运营企业、交委、交警等监管部门，

只有这样才能对车辆安全进行有效地预警，从而有效解

决影响道路安全的隐患。

据 了 解 ，智 能 视 频 分 析 正 已 成 为 车 联 网 中 道 路

交 通 安 全 管 理 系 统 的 一 个 重 要 研 究 课 题 ，而 且 在 司

乘 人 员 的 人 脸 识 别 、司 机 疲 劳 检 测 、车 载 客 流 量 分

析、超速、车辆故障报警等分析方面已经取得了许多

成果，部分成果已经应用到了相关领域，市场反映情

况也较好。

据韦继国介绍，“近年来，车载设备随着物联网产

业的不断发展，不再是安防行业中简单记录车辆运行

状态的应用，而是融合了许多人性化、智能化元素的物

联网技术应用的载体。人与车之间本身就存在信息交

互，而基于物联网产业下的新一代车载设备，是融合

GPS 定位、视频监控、车辆行驶记录仪、智能视频分析

等向多功能、集约化发展的一体机。车辆不再需要安

装多套设备，一个终端就可以解决信息采集、车辆调

度、语音对讲、定位导航、违法载客、超速行驶、私改路

线等问题，还可以解决司机考勤、实时监管、自动预警

等人性化的问题。”

“目前，车载视频监控系统在全国范围的应用还未

达到 10%，存在很大的市场空白，而 GPS 定位系统和传

统的行车记录仪基本已经覆盖全国运营企业，随着传感

器、视频监控、视频分析等新兴技术融入到车载监控管

理系统后，相信交通安全事故势必会有一定程度上的减

少，交通安全管理也能够实现可以预测、可以预防、可以

控制、可以避免的局面”，深圳市国基视讯技术有限公司

总经理周东表示。

周东还指出，通过车载视频监控智能视频分析的应

用，车辆安全管理由被动转换为主动指日可待，这是当

前车载行业共同的方向和目标。

对此，深圳市宏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市场总监郭泽

辰也表示：“对于当前的交通安全管理而言，行车记录

仪、GPS 定位系统属于钢性需求，由于传统的行车记录

仪和 GPS 定位系统也可以实现车辆监控、超速、超载检

测、车辆定位导航等多种实用性功能，相较于车载视频

监控系统成本较低，安装使用方便。而车载实时视频监

控由于投资较高、维护成本高、通信费用高，还处于市场

培育期，要培育智能化的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的市场需求

还需要一定的时间。但随着车载设备的不断创新，未来

车载产品不再是单纯的监控、监管设备，而是可实现文

化效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多重价值的‘文化+科技’型

产品，不但具有车辆安全监控、监管、预警功能，还拥有

便携式网络、娱乐、休闲等功能，司乘人员可以通过随身

携带的各种移动终端接入车载平台，直接下载音、视频

及各种小游戏，使‘行车生活’更加精彩”……

事故频发考验政策制定者 车辆运输安全到底从哪抓？

■ 卞辉 万杨

编者按：

近几年，交通运输安全已经成为我国面临的严峻问题，一桩桩突发的重大恶性交通

事故让相关管理部门忧心忡忡，更让车辆运营企业如履薄冰。

据 2011 年统计，进入 7 月以来，重特大事故呈现明显上升趋势，全国连续发生了 9 起

较大以上道路客运事故，共造成 110 人死亡，180 人受伤。

如此严峻的形势，不断督促着我国交通运输安全法制法规的健全。

去年，我国要求运输企业必须为“两客一危”车辆安装符合《道路运输车辆卫星定

位系统车载终端技术要求》（JT/T794-2011）的卫星定位装置，并接入全国重点营运车

辆联网联控系统，保证车辆监控数据准确、实时、完整地传输，有效确保车辆处于安全

状态。

同年，我国再次针对交通运输安全召开“全国交通运输安全生产紧急电视电话会

议”。会上交通部副部长冯正霖强调，卧铺客车必须强制安装车载视频装置，积极推行

凌晨 2 点至 5 点临时停车休息的措施。

但另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 1 月至 10 月，我国共发生较大

交通事故 574 起，其中死亡 2496 人。这与去年频频出台的确保运输安全等政策形成了鲜

明地对比。那么，为什么车辆运输安全事故屡现不止？

为此，本刊记者走访了众多相关智能交通产业的部门及企业，意图更深入地探究危

害车辆安全的潜在隐患，以及车载视频监控行业的发展现状和存在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