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问题分析

以往道路交通安全治理多集中于显性安全隐患的排查整

治，对于潜在风险的研判及防控缺乏相关技术手段，且多部门

间风险防控的协同性不足，在事故预防及安全管理工作中存在

许多短板问题。

（一）交通事故预防方面

交通安全潜在风险研判不足。目前，许多基层交管部门对

于道路交通安全分析多围绕既有事故点段、依据交通事故总量

开展，属于“事后”分析，对于事故发生前的交通安全风险研判

不足，尤其是对于多种风险因素交织后产生的综合风险状态难

以掌握，对可能造成交通事故的潜在风险“摸不清”。

多维度风险致因难以溯源。道路交通安全风险受多因素

影响，各类因素在一定时空范围内对风险的贡献度不同，因而

交通安全治理需重点关注事故风险影响的主要因素，以最小化

成本取得最佳成效。但当前部分交管部门在交通安全研判中，

人、车、路、环境等要素数据未全面获取并参与分析，对于易发

事故的高风险因素溯源不够精准和深入，造成多维度风险致因

“看不准”。

交通安全治理不系统不精准。部分交管部门对于交通安

全治理以事故发生后的处置或“被动响应”为主，且治理中多针

对某个物理点位采取单项技术措施，缺乏针对风险致因的精准

性、系统性治理。

（二）多部门协同治理方面

涉及行业主管部门多，部门间信息共享程度低。道路交通

安全治理及风险防控工作涉及行业主管部门多，管理难度大，

但当前许多数据的共享、风险信息的传递等在各部门间未全面

打通，部门间研判数据资源缺乏、信息共享程度低。

行政方式交互不及时，工作过程难留痕。目前各部门间

未全面采用数字化、信息化手段开展道路交通安全风险的协

同防控工作，而传统信息流转方式往往存在风险信息交互不

及时问题，且相关线下工作难以实现全过程留痕，治理效果难

以评估。

工作处置同步慢，上下联动及左右协同效率低。目前，道

路交通安全风险的处置结果主要通过线下同步，存在传递时效

性弱、信息同步速度慢等问题，进而造成跨层级、跨部门间开展

交通安全风险协同管理的效率及联动性低下。

二二、、解决思路解决思路

转变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理念思路，利用现代技术赋能道路

交通安全管理工作，是推动解决当前事故预防及多部门治理协

同等方面短板问题的关键。为充分发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

术在交通安全分析研判及管理中的优势，借助数字化手段，建

设应用道路交通安全风险研判与防控数字化平台作为事故预

防及多部门协同管理的统一载体，是实现交通安全现代化管理

的有效途径之一。

（一）依托数字化平台开展交通安全风险的智能化研判，实

现传统的“单一事故分析”方式向“多源风险研判”的转变。除

已发事故点段所暴露出来的隐患问题，事故发生前的交通流状

态、驾驶行为、天气条件、道路环境等多源数据中，往往蕴含着

大量交通风险信息，对事故预防具有重要的挖掘价值。因此，

可依托数字化平台接入多源交通安全大数据，构建应用多源数

据融合下的交通安全风险智能研判模型，实现多维度风险的智

能分析研判，解决潜在风险人工发现难、研判不及时等短板问

题。

（二）依托数字化平台开展风险致因的智能化诊断，针对多

致因实现传统“事故被动处置”向“主动式精准预防”的转变。

只有在交通事故发生前对主要风险因素进行预警告知、精准干

预和管控，才能将事故发生遏制在萌芽状态，真正达到事故预

防的目的。因此，可依托数字化平台构建应用风险致因智能诊

断模型，挖掘多维高风险致因，解决高风险因素溯源不精准、安

全治理针对性差等问题。

（三）依托数字化平台开展风险的智能化管理，实现传统的

风险处置“线下流转推动”向“线上高效协同”的转变。为解决

多部门协同联动成效低下问题，可依托数字化平台构建全流程

多风险分级分类数字化管理模块，实现多类动态运行风险、驾

驶人、车辆、道路、重点运输企业等源头风险的主动预警、智能

分类推送、防控建议智能推荐、防控成效智能评估等，实现风险

管控闭环。

三三、、平台建设与应用平台建设与应用

（一）总体架构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风险研判与防控数字化平台的数据融

合、模型驱动等技术特征，可从数据源层、时空数据底座层、业

务模型层和业务应用层构建平台的总体架构，如图1所示。

图1 平台总体架构

1.数据源层。将分布在不同平台、部门、网络的交通安全

相关数据，接入风险研判与防控数字化平台，为整个平台业务

提供大数据支撑。接入的主要数据可包含公安交通管理综合

应用平台数据、过车数据、地图数据、导航数据、天气数据等。

2.时空数据底座层。对接入数据开展基础数据治理、时空

数据组织等工作，形成统一交管时空数据底座（如图2所示），

实现多源数据融合，为上层交通安全分析等业务开展提供标准

化、高精度、多尺度的道路交通安全相关数据服务。

图2 统一时空数据底座示意图

3.业务模型层。业务模型层主要包括两大类业务模型：道

路运行风险分析模型、道路交通源头风险分析模型。基于模型

分析，实现道路交通安全风险的研判、分级、致因诊断或风险溯

源等业务能力。同时，由于不同类型的模型具有不同的适用

性，平台可提供“模型仓库”，实现模型拓展，根据不同识别对

象、不同功能，选取不同类型的业务模型。

4.业务应用层。在时空数据服务和业务模型的分析研判

能力支撑下，构建道路交通安全风险研判及防控数字化平台相

关功能模块，实现道路交通安全风险的研判、预警、溯源等业务

专题的可视化展示、多维度分析、闭环处置管理等能力。

（二）主要业务功能

平台以统一时空数据底座为支撑、以各类业务模型为驱

动，聚焦道路交通动态运行风险和各类源头风险，实现风险的

研判、预警、致因诊断、闭环处置及全流程管理等相关业务功

能。

1. 道路交通动态运行风险的研判、预警、致因诊断功能。

建立适用于多场景的道路交通动态运行风险研判模型，实现包

括不良天气影响风险、重点车辆或高风险车辆运行风险、激进

驾驶行为风险、交通流状态风险、交通事件风险等在内的多类

风险耦合交织影响下的综合风险等级研判、可视化展示、排名

统计、变化趋势分析，以及风险分级预警、风险致因诊断等功

能，为道路交通安全风险的动态管控、精准施策和靶向治理提

供情报支持，如图3所示。

图3 道路交通动态运行风险相关功能模块

2. 道路交通安全源头风险的研判、预警、风险溯源功能。

从城市、辖区、个体三个层级，分别对驾驶人、车辆、道路、重点

运输企业四个维度的交通安全风险建立画像指标体系及风险

研判模型，实现各源头风险的等级研判、可视化展示、风险排

名、画像指标分析，以及高风险预警、高风险个体及风险因素溯

源等功能，实现源头风险的精准化监管，如图4所示。

图4 道路交通安全源头风险相关功能模块

3.多风险闭环处置及全流程管理功能。针对道路动态运

行风险，建立风险特征筛选规则，实现对具有规律性、偶发性等

不同特征风险的多渠道处置管理，包括道路系统性治理、风险

动态干预管控、车辆出行信息服务、现场违法查纠等；针对驾驶

人、车辆、道路、重点运输企业等交通安全源头风险，创新多部

门协同共治数字化管理新模式（如图 5 所示），针对各主体部

门，实现源头风险的分级分类推送、全过程处置反馈等功能。

图5 创新协同共治数字化工作模式（以市级平台为例）

（三）平台应用

平台已在山东某地市部署建设，适配当地道路交通安全管

理业务需求及管理方式，开展城市级道路交通安全风险研判与

防控数字化平台的落地应用及功能验证工作。平台通过接入

历史交通事故及交通安全违法数据、卡口过车数据、重点车辆

轨迹数据、路况数据、驾驶行为数据、天气数据等，在对道路或

辖区进行时空网格划分基础上，实现了多源大数据的有效融

合，基于建立的风险研判及致因诊断模型，开展各类风险的研

判分析工作。

其中，针对道路交通动态运行风险，面向1800余公里的国

省道路及城市快速路，实现了多因素耦合影响下的路段级综合

风险等级研判，并针对各风险路段，实现了包括4大类、17小类

风险因素影响在内的风险致因诊断、风险防控建议智能推荐等

功能；针对道路交通安全源头风险，平台建设有驾驶人篇、车辆

篇、道路篇、企业篇4大类业务主题，分别从常规的显性隐患、

隐性隐患，以及重大隐患等角度分类展示各源头风险详情，实

现了全市人、车、路、企交通安全源头风险的动态监管；针对各

类风险隐患的闭环治理，通过打通与风险管理平台、缉查布控

系统、指挥调度系统的信息交互，实现各类风险隐患的分部门、

分层级处置流转与动态管控。通过数字化平台建设与应用，赋

能当地道路交通安全风险防控工作，全面推动道路交通事故主

动预防能力及安全管理水平的提升。

四四、、结结 语语

道路交通安全风险研判与防控数字化平台以统一时空数

据底座为支撑，可将跨部门、跨平台、跨网络交通安全大数据

融合应用于交通安全风险防控工作，打通道路交通安全风险

的主动发现、实时预警、精准溯源、跟踪处置、成效评估等业务

闭环，实现全市、各辖区不同维度下的交通安全风险全链条数

字化监管，为道路交通事故的主动、系统、精准预防提供解决方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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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化技术快速发展，为推动解决以往事故预防中的技术瓶颈问题、摆脱传统的“人海战术、汗水警务”管理模式

带来新的有利契机。因此，可通过信息化建设和数字化转型，开展道路交通安全风险的主动管理，推动实现传统交管业务的重构和管理模式的转变。

本文通过剖析当前道路交通事故预防及安全管理存在的短板问题，提出通过数字化平台建设和应用赋能道路交通安全风险研判及防控工作的解决方

案，以期为道路交通安全现代化管理技术和管理模式的革新提供有益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