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智能交通行业发展年鉴>>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国智能交通行业发展年鉴>>

13位ISBN编号：9787121144394

10位ISBN编号：7121144395

出版时间：2011-9

出版时间：中国智能交通协会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1-09出版)

作者：中国智能交通协会 编

页数：627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智能交通行业发展年鉴>>

内容概要

　　《中国智能交通发展年鉴2010》共分为综述篇、政策与标准篇、技术篇、市场及应用篇、大事记
及附录。
全面反映了我国智能交通行业发展现状，分析预测未来我国智能交通产业发展趋势，介绍国内外智能
交通领域的新产品和技术发展状况，总结行业典型案例，展示企业形象，增进产业技术交流，并作为
政府制定相关政策的参考依据及政府、企业之间交流与合作的专业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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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运会城市大型活动交通特勤应用系统 502一、概要 502二、系统建设及主要功能 503四、系统应用 504
第二十一节 高速公路二义性路径识别系统 505一、系统概述 505二、系统工作模式 505三、二义性路径
识别系统产品 506四、系统架构 506五、系统特点 507第二十二节 上海世博会交通信息服务保障系统
508一、概述 508二、世博交通信息服务保障系统构架及主要功能特点 508三、应用效果 514第二十三节 
上海淞虹路停车换乘信息系统示范工程 514一、总体技术框架 515二、主要子系统 516三、推广应用 517
第二十四节 北京市综合交通信息服务系统 517一、概况 517二、系统构成及技术创新 517三、推广应用
情况 519第二十五节 安徽省车驾管业务监管与信息 服务平台系统 520一、系统概述 520二、主要构成和
技术特点 520三、应用情况 521第二十六节 安徽省道路交通治安卡口联网布控系统 522一、系统概述
522二、系统组成及功能 522三、应用情况 523第二十七节 德阳市智能交通指挥系统工程 523一、概要
523二、项目建设内容 524三、应用情况 525第三章 智能交通行业协会和联盟 526第一节 中国智能交通
协会 526第二节 国家智能交通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527第三节 国家智能交通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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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书 528第四节 国家智能交通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第一届理事会 538第五节 广州智能交通信息服
务产业联盟 539一、成立背景 539二、联盟现状 539三、联盟宗旨 540四、联盟组织结构 540五、联盟职
责 541六、联盟发展目标及规划 541第六节 江苏省智能交通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542第七节 地方智能
交通协会建设情况 543一、安徽省智能交通协会 543二、深圳市智能交通行业协会 543三、南京智能交
通产业协会 543第八节 深圳市智能交通产业发展概况 544一、深圳市智能交通产业发展环境 544二、深
圳市智能交通产业分析 546三、业内知名企业概况 549第四章 智能交通主要企业 550第一节 北京四通智
能交通系统集成有限公司 550第二节 北京宏德信智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551第三节 青岛海信网络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552第四节 上海电科智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553第五节 安徽科力信息产业有限责任公司
554第六节 浙江浙大中控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555第七节 四川川大智胜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556第八节 北京
千方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557第九节 安徽汉高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简介 559第十节 深圳市易行网交通科技
有限公司 560第十一节 浙江浙大网新集团有限公司 561第十二节 深圳市金溢科技有限公司 562第十三节 
中国安防技术有限公司 563第十四节 中国智能交通系统（控股）有限公司 564第十五节 北方工业大学
智能交通系统研究所 565第十六节 北京世纪新运交通运输科技应用研究所 566第十七节 《交通标准化
》杂志 567第十八节 《交通运输系统工程与信息》杂志 568第十九节 中国交通技术网
（www.Tranbbs.com） 569第五篇 纪事篇第一章 中国智能交通协会大事记 573第二章 中国智能交通行业
大事记 575第六篇 附录第一章 国内智能交通主要研究单位 585第二章 中国智能交通协会会员单位 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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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第一条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以下简称联盟）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建设以企业为主体
、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的有效组织模式。
为推动联盟发展，引导产业技术创新与进步，根据国家有关科技计划管理办法，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本规定所称的联盟是指：企业、高校、科研机构或其他组织机构，以共同的发展需求为基础，
以重大产业技术创新为目标，以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契约为保障，形成的联合研发、优势互补、利益共
享、风险共担的利益共同体和合作组织形式。
第三条国际科技计划（重大专项、国家科技支撑计划、863计划等）积极支持联盟的建立和发展。
经科技部审核的联盟可作为项目组织单位参与国家科技计划项目的组织实施，审核的程序和办法另行
规定。
第四条在联盟承担国家科技计划项目的组织管理中，理事长单位是联盟的责任主体，承担项目组织实
施的法律责任，重大事项须由联盟理事会审议，有关职责和管理程序遵照各有关科技计划管理办法执
行。
第五条国家科技计划支持联盟的原则和条件：（一）符合国家战略目标。
联盟的技术创新方向应符合《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确定的任务，以及
国家产业、环保和能源等政策，符合国家科技计划支持的方向，符合区域支柱产业发展的重点。
（二）符合产业发展需求。
联盟的组建应体现所在产业领域的共同需求，代表了产业技术创新的方向，符合产业发展的趋势。
（三）联盟的技术创新应具有较强的产业带动作用。
联盟的研发项目具有产业代表性，技术突破能够解决产业发展的瓶颈制约，对产业发展和竞争力的提
升具有较大的推动作用。
（四）联盟应以企业为主体。
充分体现产学研结合。
联盟必须有行业骨干企业和创新企业（试点），必须有研究型高校和高水平科研机构参加，高校和科
研机构在合作的技术领域内应具有前沿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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