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办公厅
交办科技函 (2022) 107 号

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关于组织开展

2022 年度交通运输行业重点科技项目

清单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交通运输厅(局、委) ，中

央所属高校及科研机构、中央管理的交通运输企业，国家交通运输

科普基地依托单位、交通运输行业重点科研平台依托(牵头)单位、

各交通运输行业学会(协会) ，各共建高校，都属各单位:

为落实《交通强国建设纲要))((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

和部"十四五"相关规划任务，引导行业优势科技资源共同支撑加

快建设交通强国，根据《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关于实施交通运输行业

重点科技项目清单管理的通'知))(交办科技 C2018J 15 号) ，现组织

开展 2022 年度交通运输行业重点科技项目清单(以下简称清单〉

申报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总体要求

(一 〉 申报清单的项目 应于 202 1 年 9 月 至 2022 年 8 月 完成 立

项，且为落实研发经费的非涉密项目，研究期限一般不超过 3 年，

须由第一承担单位负责申报。



〈二)申报(承担)单位应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且运行管理规范

的科研机构、高等院校、企事业单位或行业学会(协会) ，并具有较

强的科研能力和条件。

(三 )2022 年度清单申报指南由创新研发项目(包括重点项目

和面上项目〉、科技成果推广项目和国际科技合作项目构成。推荐

单位应根据清单指南(见附件。组织申报，并对申报项目的内容

完整性、指南符合性、技术先进性等严格把关。

二、申报项目类型

(一〉创新研发项目。应响应行业科技攻关需求，开展基础性、

前瞻性理论研究或前沿性、应用基础研究及共性关键技术研发。

〈二)科技成果推广项目。应立足行业发展，以市场需求为导

向，推广先进适用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装备和新方法，促

进交通运输科技成果向生产力转化，提升工程和装备质量及行业

服务水平。

〈三)国际科技合作项目。应通过开展与境外机构联合研究和

技术交流等活动，推动我与外方相关科技合作任务落实，提高交通

运输国际科技合作水平和影响力。

三、推荐申报渠道

〈一 〉省 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负 责审核并推荐所辖 区域内地方

商校、科研机构和企事业单位申报的项目。

〈二)中央所属高校及科研机构、中央管理的交通运输企业、国

家交通运输科普基地依托单位、行业学〈协)会、部共建高校和部属

一 2 一



单位负责审核并推荐本单位(集团〉项目。

(三)行业重点科研平台依托(牵头)单位负责审核并推荐本单

位所属行业重点科研平台人员承担的项目。

(四〉部海事局、长江航务管理局、珠江航务管理局、救捞局负

责审核并推荐本系统内单位申报的项目。

四、申报材料和程序

(一)申报材料。包括推荐单位汇总填写的推荐项目汇总表

(格式见附件 2) ，各项目申报书及立项任务书〈或合同〉、可行性研

究报告(或研究大纲〉等证明材料。

(二)网上申报。请各推荐单位组织有关申报单位在规定时间

内登录交通运输部科技管理信息系统 (http://219. 143. 235. 48/jt) 

按要求填报有关信息并上传申报书及相关证明材料。申报书格式

可在交通运输部科技管理信息系统首页下载。网上申报截止时间

为 2022 年 9 月 16 目 17 : 00 。

(三)材料报送。请各推荐单位于 2022 年 9 月 20 日前(以寄

出时间为准)将加盖公章的推荐项目汇总表一份，项目申报书(含

有关证明材料并装订成册〉一式两份，寄送至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

院交通科技发展促进中心。纸质材料须与网上申报材料保持

一致。

五、受理与咨询

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交通科技发展促进中心负责受理项目

申请和咨询，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东街 10 号院 1 号楼 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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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邮编: 100013; 联系人:张婿妹、刘晋渊，电话: 010 - 58314582 、

13314899289; 申报系统技术咨询联系人:胡明，电话: 010 - 58278241 0 

附件 1. 2022 年度交通运输行业重点科技项目清单申报

指南

2. 2022 年度交通运输行业重点科技项目清单推荐项

目汇总表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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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2 年度交通运输行业

重点科技项目清单申报指南

一、创新研发项目

〈一〉重点项目。

方向 1 :综合交通运输理论方法与技术研究。

研究内容:开展交通与国土空间规划融合协同、综合立体交通

网规划设计及协同运行、区域综合交通网络协调运营与服务、综合

立体交通网主骨架优化配置、综合运输通道多方式共线与断面优

化等理论与技术研究;开展综合交通运输系统韧性和承载力提升

理论方法与技术研究;开展城市内外多模式交通衔接规划与建设

运营技术研究;开展枢纽集群资源优化与效能提升、邮政寄递网核

心枢纽优化等技术研发及应用。

方向 2:" 出疆入藏"主要交通运输通道建设运维关键技术

研究。

研究内容:开展青藏高原在役公路服役性能快迷离精度无损

检测与评价技术研究;开展穿越青藏高原多年冻土核心区高速公

路路基热融变形控制技术研究;开展高原特长隧道成套技术研发

应用;开展青藏和川藏交通廊道对生态系统影响评估预测与优化

调控技术研究;开展多年高山冻土区公路路基变形失稳、路基边坡

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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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融滑塌病害形成机理及防治技术研究。

方向 3: 新能源与清洁能源创新应用关键技术研究。

研究内容:开展交通运输领域能耗与碳排放实时监测、碳排放

核算评估、碳达峰碳中和路径、碳捕集、大型交通枢纽(近〉零排放

等低碳技术研发;开展交通能源互联网、交通导向的多源多态能源

转换控制与管理、基础设施分布式光伏发电及并网、交通能源产储

配用一体化、充(换)能设施网络布局等技术研发;研发新能源清洁

能源交通装备，重点突破交通电动化技术装备、车船等交通装备氨

能安全应用技术;开展新能源与清洁能源装备性能监控与保障技

术研究。

方向 4: 专用作业保障装备与技术研究。

研究内容:专用作业装各方面，开展智慧工地、深海工程作业、

自动化港作机械装备，桥隧工程、整跨吊运安装设备等工程机械装

各，多功能高性能智能检测养护机器等装备研发应用;专用保障装

备方面，开展自然灾害交通快速抢通保通装备、交通事故救援机器

人、深远海航行安全保障和应急搜救装备、适应特种环境的油品及

危化品回收装备等研发应用。

方向 5 :便捷城市交通运行服务技术研究。

研究内容:研究交通拥堵综合治理理论方法，突破数据驱动的

交通运行精准感知、在线仿真决策、需求响应调度与智慧出行服务

等技术;开展轨道交通网大规模客流风险主动防控与疏导、城市多

模式交通协同运行管控及评价等技术研究;开展多制式轨道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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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服务协同互通、区域交通控制与诱导一体化等技术研究。

方向 6: 交通安全生产保障与协同管控技术研究。

研究内容:开展交通网运行状态动态监测预警、风险智能评

估、高效智能管控等技术研究;开展交通网运行监测管理数据分

析、恶劣夭气安全通行等关键技术研究;开展危险货物综合运输

全过程安全风险防控、储运安全状态智能监测与预警技术研究;

开展城市轨道交通运营重大风险监测、评估与防控技术研发应

用，研究从业人员管理、车辆关键设备维保等安全保障方法;开

展大型综合交通枢纽安全运行风险监测与智能管控技术研发;

开展港口安全生产检测监测预警、风险智能辨识与管控等技术

研发。

方向 7 :西部陆海新通道〈平陆)运河建设关键技术研究。

研究内容:开展运河航道断苗、大跨度拱桥等高等级公路桥梁

设计方法研究;开展运河航道及其连线公路、铁路绿色建设技术及

装备研究;开展江海联运特殊船舶船型关键技术研究;开展运河建

设对河流、河口湿地生态系统影响评估预测技术研究;开展运河航

道智慧化系统及运河枢纽智慧生态调度保障技术研究;开展基于

管控一体化系统的智慧船闸建设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开展跨境

国际物流运输保障技术研究。

方向 8: 绿色航运关键技术研究。

研究内容:开展现有船舶油电、油气电混合改造技术研究，开

展氢、氨、甲醇等清洁燃料动力船舶新技术与新装备应用研发;开



展船舶能源智能监控技术与装备、船舶污染物处置与温室气体减

排一体化、船舶能耗和碳排放监测与核算技术、船舶大气污染物排

放监测监管技术与装备等研究;开展船舶载运散装液体化学品快

速检测与谎报瞒报预测预警技术与装备研发;开展大数据在航运

碳排放控制中应用分析研究;开展北极航线船舶黑碳排放监测和

控制技术研发。

(二〉面上项目。

1.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围绕构建布局完善、立体互联的

交通基础设施网络体系，开展公路边坡"天一 空 一地一 内"多源立

体监测体系，公路自动化检测装备量值可靠性保证体系，在役交安

设施数字化与风险管理，桥梁快速拆装及位移，长大桥梁隧道数字

管养智能巡检，基于无人机的高速公路、重大桥梁的智能巡检和技

术状况监测，公路交通运行监测基础设施数字化关键技术及应用

评估，等级公路长期性能示范点及元数据汇交方法，高升程大容量

升船机，港口水工建筑物耐久性长寿命智能监测等技术与设备

研发。

2. 交通装备领域。围绕提升交通运输装备安全、智能、高效、

绿色及标准化技术水平，开展载运装备结构轻量化、动力 清洁化和

架构谱系化等共性本构技术研发，开展内河、沿海、远洋和极地船

舶的船型谱系化研发，开展深远海大型风机整体安装技术及工艺

研究，开展装配式施工、低成本便携式公路损坏智能检测识别等装

备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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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运输服务领域。围绕提高运输组织效率与服务品质、降低

运输服务成本、优化运输结构的需求，开展定制客运发展及道路客

运场站转型对策，应对疫情应急物资中转调运站布局规划与转运，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应急资源网络化布局及振动精准预测与治理，

出行行为智能感知和预测，客票云端处理，交通流及突发事件等智

能监控与评估，大件运输监测与服务，多模式交通供需糯合及协同

服务，客运滚装港口智能运营管理，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海运冷

链集装箱管理等关键技术及设备研发。

4. 安全应急领域。围绕提升交通运输安全与应急保障能力，

开展公路水运工程关键结构物安全性耐久性评价指标体系，基于

网格化管控机制下的公路工程风险防控，基于无人机的交互式应

急救援，自动驾驶安全风险分析，危险品船应急救援，深水自动化

挽救，深远海大吨位受损船舶的快速救助，翻扣船舶被困人员快速

救援，离海况下遇险群体船机快速立体救助等关键技术及设备

研发。

5. 绿色交通领域。围绕提升绿色交通发展水平，开展航船舶

氮氧化物排放监测监管，水上服务区服务功能提升和服务标准，

"双碳"背景下公路基础设施节能降碳、通道运输结构优化、低碳运

输、大宗固废资源化利用等关键技术及设备研发。

6. 信息化与"新基建"领域。围绕交通运输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需要，开展基于 ETC 的车路协阂，新一代 ETC 技术，自动驾驶标

准及专利适应性，智慧港口建设关键技术及港区自动驾驶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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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管理制度，智慧航道建设发展，电子航道图运行维护机制、

高等级航道和通航建筑物运行监测，交通运输行业信息系统供

应链安全，长江航运会行业数据资源整合策略等关键技术及设备

研发。

7. 交通运输重大政策领域。

(1) 围绕交通运输促进共同富裕，开展交通运输促进共同富裕

发展目标及重点难点问题研究，从区域交通协调发展、城乡交通运

输一体化、城市交通拥堵治理、交通无障碍环境建设等方面提出交

通运输促进共同富裕的重点任务及相关对策建议。

(2) 围绕交通当好中国现代化的开路先锋，开展交通作为中国

现代化开路先锋的定位、特征、表现形式研究，从促进经济增长、产

业转型升级、构建新发展格局、优化区域经济布局、保障和改善民

生、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提出发展重点及保障措施等。

(3) 围绕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开展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一

体化融合发展的重大政策、重大改革和保障机制研究，"十四五"时

期交通运输发展的速度、规模及要素保障机制研究，综合性交通运

输法律立法研究，人口年龄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调整对交通

运输发展的影响机制和对策研究，国际产业链供应链变化对交通

运输的影响及对策研究，我国内河旅游航道发展深化研究，城乡交

通运输一体化发展对策及实施路径研究，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策

略研究，海上人命搜寻救助条例前期研究等。

(4) 围绕建设统一开放交通运输市场，开展交通运输高标准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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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体系及评价体系研究，交通运输市场准入、退出机制研究，交通

运输市场价格形成机制研究，交通运输行业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

争制度机制研究，交通运输领域要素市场化配置研究，交通运输新

业态监管制度机制研究，交通运输监管机制创新研究，国外收费公

路政策法规经验借鉴研究，新时期强化公路养护资金保障对策研

究等。

(5) 围绕推进可持续交通发展，开展交通运输碳达峰、碳中和

重大政策、改革路径研究，交通运输智能化、网联化发展模式、建设

机制及治理模式研究，提升交通运输现代化治理能力关键举措研

究，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保障机制研究，交通运输重大风险防范

重点问题和关键举措研究，双碳目标下的城市绿色出行发展趋势

和政策研究等。

二、科技成果推广项目

(一)基础设施领域。

支持推广应用公路桥梁检测评定智能分析，农村公路路况检

评及决策分析，道路基础设施环境低影响开发，防冰融雪沥青混合

料路面，寒区沥青路面耐久性设计理论与提升，低功耗自校型桥梁

索力监测，海洋环境下超长超大直径钢管复合桩施工，自动化集装

箱码头建设，绿色航道建设等方面的技术及装备。

(二)交通装备领域。

支持推广应用桥梁拉索智能检修一体化，智能化桥梁压剪支

座，智能航路建设的交互式助航终端及系统，冰区四季通用灯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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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深水海底油气工程船设计与建造等方面的技术及装备。

(三)运输服务领域。

支持推广应用城市轨道交通线网应急指挥智能调度辅助决

策，仓储数字管理，公路交通监测视频图像 AI 分析与突发事件自

动报警，车货自动匹配及智能调度，运输环节的人脸识别、坐席监

测、体感监测等方面的技术及装备。

〈四)安全应急领域。

支持推广应用特长公路隧道互补式通风系统防灾救援及节能

控制，海上风电场智能海事安全保障系统，雪崩、风吹雪灾害防治

等技术。

(五)绿色交通领域。

支持推广应用废旧路面、沥青、疏泼土、建筑垃圾等各类废弃

物资源化利用，废旧轮胎胶粉改性沥青，港口能耗在线监测及动态

分析优化，风光互补供电系统等技术及装备。

〈六)信息化领域。

支持推广应用基于移动互联的交通电子支付，基于区块链

的集装箱港航电子放货平台，无人配送车网络安全保障，公路运

行精准感知及可视化管理，海量数据驱动的出行链溯源与城市

交通一体化诊断，水运及海洋工程北斗通导遥一体化应用等技术

及装备。

三、国际科技合作

支持在既有交通运输双边、多边工作机制下，搭建多层次、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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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道国际创新合作机制和平台，与有关国家和国际组织围绕基础

设施建设、运输服务、智能交通与信息化、节能环保、安全应急等领

域关键共性技术和相关政策开展的合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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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2 年度交通运输行业重点科技项目清单推荐项目汇总表

推荐单位〈公章) : 联系人=

序号 项目类别 项 目 名 称 申报单位
项目

负责人

1 

2 

3 

... ... 

注 : 1. 项目类别即创新研发项目、科技成果推广项目、国际科技合作项目，请按类填写 。

2. 经费渠道可分为中央财政、地方财政、单位自筹等三类 。

3. 立项部门是指项目任务书〈或合同〉的委托方〈甲方〉 。

联系方式=

项目经费
经费渠道

〈万兀〉
立项部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