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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智能交通系统(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System，简称ITS)是未来交通系统的发展方向，它是

将先进的信息技术、数据通讯传输技术、电子传感技术、控制技术及计算机技术等有效地集

成运用于整个地面交通管理系统而建立的一种在大范围内、全方位发挥作用的，实时、准确

、高效的综合交通运输管理系统。  

      2011-2015年间，中国城市智能交通市场规模合计为1038亿，其中江苏、浙江、广东、山东

和安徽是城市智能交通市场投资的大省，五个省份合计市场规模接近430亿，占全国市场

的41.4%，市场规模分别为98.9亿、94.1亿、91.6亿、87.8亿、57.1亿。

      &ldquo;十二五&rdquo;期间，我国城市智能交通建设投资的重点细分行业是交通视频监控

、电子警察和交通信号控制三个行业。三个行业占市场总投资的44%，是目前城市智能交通

领域的主要投资细分行业。

      三个细分行业在2011-2015年间，每年的市场规模均呈上升趋势，合计市场规模均超过200

亿。

      根据中国交通技术论坛发布的《2015年中国城市智能交通市场研究报告》，2014年包含电

子警察、卡口、交通视频监控、交通采集与诱导、交通信号控制、交通类平台、GPS与警用

系统、出租车信息服务管理系统、客运枢纽信息化、智能公交在内的10个细分行业市场规模

为246亿元，同比增长25%。综合以上因素，预计2016年中国智能交通行业市场规模将达到498

亿元，未来五年（2016-2022）行业年均复合增长率约为20.97%，2020年中国智能交通行业市

场规模将达到1，066亿元。

      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2016-2022年中国智能交通市场竞争现状分析与投资商机研究报

告》共十三章。首先介绍了智能交通行业市场发展环境、智能交通整体运行态势等，接着分

析了智能交通行业市场运行的现状，然后介绍了智能交通市场竞争格局。随后，报告对智能

交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最后分析了智能交通行业发展趋势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

智能交通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智能交通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等数

据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及市

场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数据

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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