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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驾驶技术对公共交通运输行业的影响及应用前景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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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科技的日新月异，自动驾驶技术已成为汽车行业备受瞩目的焦点，其影响主要体现在提升运营效率、优化路

线规划、增强安全性能以及重塑行业生态等方面。同时，自动驾驶技术在公共交通领域应用前景广阔，涵盖精

准规划路径、共享出行、车路协同发展、夜间无人配送及数据驱动决策等应用前景。基于此，本文旨在探究自

动驾驶技术对公共交通运输行业的影响及应用前景，并提出切实可行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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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he rapid advancement of technology，autonomous driving has become a focal point in the automotive industry，

primarily influencing operational efficiency，route planning optimization，enhanced safety performance，and the 

reshaping of industry ecosystems.At the same time，the application prospects of autonomous driving in public 

transportation are broad，encompassing precise route planning，shared mobility，coordinated vehicle-road development，

nighttime unmanned delivery，and data-driven decision-making.Based on this，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impact and 

application prospects of autonomous driving in the public transportation sector and propose practical sol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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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自动驾驶技术的快速发展为公共交通运输行业带来前

所未有的变革机遇。作为人工智能与物联网技术集大成者，

自动驾驶重新定义了交通工具运行方式，深刻影响着城市交

通系统的组织模式。在出行需求多元化背景下，传统公共交

通面临效率瓶颈，急需技术创新实现转型升级。自动驾驶技

术凭借其高精度感知系统与智能决策算法，为车辆赋予自主

运行能力，构建起全新的交通生态系统，更催生共享出行与

智慧物流等新兴业态，为城市交通可持续发展注入强劲动

力。 

一、自动驾驶技术对公共交通运输行业的影响 

1.提升运营效率，降低人力成本 

传统公共交通依赖人工驾驶，受限驾驶员的工作时长、

疲劳程度及操作一致性，无法全天候运营。自动驾驶车辆借

助精准的路径规划、实时路况感知及智能调度系统，能以最

优路线运行，减少人为因素导致的延误。除此之外，自动驾

驶技术能够实现自动化调度车辆，进一步压缩运营成本。这

种效率提升与成本优化双重效应，为公共交通行业可持续发

展提供新的可能性。 

2.优化路线规划，减少能源消耗 

自动驾驶技术凭借高精度地图、实时路况数据，能实时

分析道路状况、交通流量及乘客需求，动态优化公共交通路

线，选择最优路径以减少行驶距离。另外，自动驾驶技术还

可联动交通信号灯，实现“绿波通行”，减少停车等待时间，

进一步降低能耗。这种智能化路线规划既提升运营效率，又

为公共交通绿色低碳转型提供技术支撑。 

3.增强安全性能，降低事故风险 

自动驾驶车辆借助激光雷达、摄像头、毫米波雷达等设

备，能 360 度无死角感知周围环境，实时识别行人、车辆及

障碍物，并运用算法快速做出避让或减速决策。除此之外，

车路协同技术应用有助于自动驾驶车辆联动交通信号灯、路

侧设备，提前预判潜在危险，进一步减少事故发生可能性。

这种全方位安全防护体系为公共交通可靠性与乘客信任度

提供坚实保障。 

4.重塑行业生态，催生新型业态 

自动驾驶技术的广泛应用正在重塑公共交通行业生态

格局，催生一系列新型业态与商业模式，推动公共交通向柔

性化、定制化方向发展。自动驾驶接驳车、按需公交及无人

配送服务等新兴业态应运而生，填补传统公共交通的服务空

白。除此之外，自动驾驶技术还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

为行业生态注入新的活力。这种技术与商业模式的融合，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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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着公共交通行业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二、自动驾驶技术在公共交通运输行业的应用前景 

1.精准规划路径，提升通行效率 

自动驾驶技术是一项融合传感器、算法及控制系统的高

科技产物，赋予车辆自主驾驶的能力，且能动态规划路径，

突破传统公共交通系统在路径规划上依赖固定线路的问题，

有效应对复杂的城市交通环境，避免交通高峰拥堵路段，显

著提升通行效率。除此之外，自动驾驶车辆还能够借助车联

网技术与交通信号系统协同工作，实现“绿波通行”，即在

连续多个路口获得绿灯信号，进一步减少停车等待时间，优

化整体交通流，缓解城市路网交通压力，为智能化升级公共

交通系统提供技术支撑。 

基于大数据分析，自动驾驶系统能预测不同时段的交通

流量变化，提前规划最优路径，避免高峰时段的拥堵区域，

且集成城市交通管理平台实时接收交通信号灯的状态信息，

调整车速匹配绿灯时间，减少停车等待时间。与此同时，自

动驾驶技术在公共交通运输行业还能利用机器学习算法，根

据历史数据不断优化路径规划策略，提升系统自适应能力，

进而自动驾驶公交车，动态调整线路以及站点停靠时间，响

应乘客需求变化，提高运营效率。由此，自动驾驶技术会提

升公共交通通行效率，优化资源配置，降低运营成本，为持

续发展城市交通系统提供有力支持。进一步，在路径规划中

自动驾驶技术结合共享出行模式，能使自动驾驶出租车依据

实时订单需求，动态规划行驶路线，实现多乘客拼车服务，

减少空驶率。这种基于需求的动态路径规划有助于提高车辆

利用率，减少城市交通总体负荷，为缓解交通拥堵提供创新

解决方案。 

2.共享出行升级，减少车辆闲置 

传统共享出行模式依赖人工驾驶，车辆调度效率低，且

存在高峰时段供不应求、低峰时段大量闲置等问题。而自动

驾驶技术借助实时数据分析与智能算法，能动态匹配车辆供

给与用户需求，优化资源配置。同时，自动驾驶车辆可全天

候运营，不受驾驶员工作时间限制，进一步提高车辆的利用

率。这种技术驱动的共享出行有助于降低公共交通运输业运

营成本，减少城市私家车数量，缓解交通拥堵以及停车资源

紧张等问题，为城市交通系统可持续发展提供新的解决方

案。 

具体措施上，自动驾驶技术可基于需求响应动态调度系

统实时分析用户出行需求，自动调配车辆至需求密集区域，

避免车辆闲置。自动驾驶车辆还能规划智能路径实现多乘客

拼车服务，依据乘客目的地动态调整行驶路线，最大化车辆

载客率。与此同时，自动驾驶技术还可融合公共交通系统，

提供“最后一公里”接驳服务，填补传统公共交通无法覆盖

的空白区域，进一步提升共享出行服务范围。低峰时段，自

动驾驶车辆也能自动返回充电站，减少路面车辆数量，降低

对城市交通的干扰。在此基础上，自动驾驶技术还会利用机

器学习算法分析历史出行数据，预测未来需求变化，提前调

整车辆分布，高效利用车辆资源，并创新共享出行平台的商

业模式，实现按需租赁、分时共享等，进一步降低用户出行

成本，提高车辆使用频率，为城市交通系统绿色低碳转型提

供技术支持。 

3.车路协同发展，增强交通安全 

传统交通安全依赖驾驶员的反应能力，存在信息盲区等

缺陷。而自动驾驶技术依托高精度传感器、5G 通信、边缘

计算等技术，能深度融合车辆、路侧设备以及云端平台，形

成全域感知协同决策能力。路侧单元会实时采集交叉口行

人、非机动车的位置信息，通信传输至自动驾驶车辆，提前

预判潜在冲突，并将交通信号灯状态、道路施工信息等也动

态同步至车辆控制系统，优化行驶策略。这种系统性协同既

弥补单车智能局限性，又借助全局视角消除交通参与者间的

信息不对称，显著降低盲区、误判引发的交通事故风险，为

城市交通安全提供动态预警，形成“人－车－路－云”一体

化安全防护体系。 

具体应用层面，智能交通信号协同优化系统可动态调整

信号灯配时方案，当自动驾驶公交车接近路口时，路侧设备

实时获取车辆位置与速度信息，结合当前车流密度，自动延

长绿灯时间或缩短红灯等待周期，避免抢行引发的追尾事

故。基于路侧感知的动态风险预警系统还能够识别复杂交通

场景中的隐患，实时检测公交站台、学校区域等行人密集路

段的行人运动轨迹，并借助车路通信将预警信息推送至自动

驾驶车辆，触发减速操作。全域覆盖的 V2X（车与万物互联）

通信网络，更是会交换车辆与道路基础设施的高频次数据，

弥补单车感知局限性，提升复杂环境下的安全冗余度。除此

之外，城市交通管理中心还能借助自动驾驶技术整合自动驾

驶公交车辆、路侧设备及第三方地图服务商的实时数据，生

成高精度风险热力图，动态调整重点区域的交通管制措施。

相关部门建立车路协同应急响应联动机制也能在发生交通

事故时，向周边自动驾驶车辆广播事件位置，引导车辆自动

绕行，且联动救援车辆优先通行，缩短应急响应时间，系统

性优化增强整个交通网络的安全韧性。 

4.夜间无人配送，优化物流效率 

自动驾驶技术的全天候运行特性为城市物流体系提供

突破时空限制的解决方案，夜间无人配送模式会重构物流作

业周期，有效优化城市货运效率。传统日间物流受限道路拥

堵、人工成本，配送效率较低，成本相对较高。而夜间时段

道路资源闲置率高、交通干扰少，为自动驾驶车辆创造低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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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高稳定运行环境。依托高精度导航与智能调度系统，自

动驾驶货车可突破人工驾驶生理限制，实现 24 小时连续作

业，有效利用城市路网的时空资源。与此同时，夜间电力需

求低谷期低成本充电优势，还会与电动化自动驾驶车辆形成

协同效应，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这种时空错位物流模式，

有助于缓解日间客货运输资源竞争矛盾，实现城市物流网络

的整体效能跃升。 

应用策略层面，相关部门引入自动驾驶技术能实时整合

夜间施工路段、临时管制信息及历史交通流数据，生成全局

最优路径方案，持续优化配送效率。由此，自动驾驶车辆能

在凌晨时段优先选择主干道进行长距离干线运输，利用道路

空闲优势提升平均行驶速度，而接近配送终点时自动切换支

路网络，低噪音运行模式完成“最后一公里”配送，既保障

时效性又降低社区干扰。除此之外，自动驾驶技术还能依据

城市功能区夜间活动特征动态调整配送方案，在商业区利用

店铺歇业窗口期完成补货，并精准规划路径，缩短补货时间，

居民区则静默配送减少生活影响，实现“无感配送”。与此

同时，自动驾驶技术还可预测车辆充电需求，完成配送任务

后，依据次日运输计划智能选择电价低谷时段充电，获取额

外收益。另外相关部门对接自动驾驶数据分析历史数据会发

现夜间照明不足路段，降低该路段权重或联动市政部门优化

照明设施。相关部门也需在城市规划中预留自动驾驶夜间配

送专用通道，部署具备路权优先识别的智能交通信号系统，

建立涵盖保险责任、网络安全以及应急处理的制度框架，进

而降低城市物流综合成本，提升货运系统整体运力，促使自

动驾驶技术在公共交通运输领域规模化应用中迈出关键一

步。 

5.数据驱动决策，助力城市治理 

自动驾驶技术的广泛应用会产生海量高精度交通数据，

为城市治理提供前所未有的决策支持。这些数据经由人工智

能算法与大数据分析技术，能预测交通流量、评估路网健康

以及分析出行需求，为城市治理者提供科学决策依据。这种

数据驱动的治理模式能够提升城市交通系统运行效率，还为

建设智慧城市奠定数据基础。 

具体措施中，相关部门需构建基于自动驾驶技术的动态

监测交通流量系统，收集自动驾驶车辆实时上传的行驶数

据，结合路侧设备采集信息，生成城市路网的实时交通流量

热力图，动态调整信号灯配时、发布绕行建议，缓解交通压

力。同时，建立自动驾驶出行数据空间优化模型，分析自动

驾驶共享车辆的订单数据，识别居民出行热点，为优化公交

线路及充电桩布局提供科学依据，填补服务空白。 

除此之外，相关部门还要根据自动驾驶技术开发路网维

护系统，整合自动驾驶车辆提供的道路平整度、标志清晰度

等基础设施数据与历史数据生成路网健康指数，为道路养护

提供优先级排序。若某路段频繁引发车辆颠簸，系统自动生

成维修建议推送至市政部门，提升养护效率。另外，自动驾

驶电动车辆还能实时上传能耗数据，有助于相关部门结合充

电桩使用情况及电网负荷信息，生成城市交通能源消耗图

谱，为制定绿色出行政策提供依据。碳排放超标区域，相关

人员调整自动驾驶公交车的班次，优化能源分配。另外，相

关部门也能建立统一的数据平台，综合交通、规划以及环保

等部门的信息资源，结合自动驾驶车辆的出行预测数据，形

成城市治理“数据大脑”，在规划商业区过程中，提前优化

道路设计，避免交通拥堵。 

结束语： 

自动驾驶技术为公共交通运输行业开辟全新的发展路

径，其影响不只限于革新技术层面，更深刻改变行业的运营

模式。随着技术的不断成熟与政策逐步完善，自动驾驶将在

公共交通领域实现更深层次应用，推动行业向智能化、高效

化以及可持续化方向迈进。未来，自动驾驶技术有望进一步

优化城市交通资源配置，提升出行效率，催生更多创新业态，

为城市交通系统转型升级提供持续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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