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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落实《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

年）》《“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以及《“十三五”交通领域

科技创新专项规划》等提出的任务，推动交通运输科技进步和加

快形成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的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国家

重点研发计划启动实施“综合交通运输与智能交通”重点专项。

根据本专项实施方案部署以及国家科技需求发展趋势，现发布

2021年度项目申报指南。

本专项总体目标是：解决我国综合交通运输系统存在的运行

监管能力弱、多方式协同运行效率低、运输安全主动防控能力差、

集成服务不足等突出问题，重点突破综合交通运输基础科学难题

和重大共性关键技术，开展典型应用示范。大幅增强综合交通运

输协同运行和智能监管能力，全面提升我国综合交通运输综合化、

智能化水平和服务品质。

本专项遵循“基础研究、重大共性关键技术、典型应用示范”

全链条创新设计、一体化组织实施原则，按照交通基础设施智能

化、载运工具智能协同、交通运行监管与协调、大型交通枢纽协

同运行、多方式综合运输一体化、综合运输安全风险防控与应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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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援等 6个技术方向，共部署 15 个重点研究任务。专项实施周

期为 5年（2018—2022年）。

2018—2020年，本专项已在 6个技术方向启动实施 31个项

目。2021年，本专项拟在 1个技术方向启动 1~2个项目，拟安排

国拨经费总概算 500万元。

项目申报统一按指南二级标题（如 1.1）的研究方向进行。除

特殊说明外，拟支持项目数均为 1~2项。项目实施周期不超过 3

年。申报项目的研究内容须涵盖该二级标题下指南所列的全部考

核指标。项目下设课题数不超过 4个，参研单位总数不超过 6家。

项目设 1名项目负责人，项目中每个课题设 1名课题负责人。

“拟支持项目数为 1~2项”是指：在同一研究方向下，当出

现申报项目评审结果前两位评价相近、技术路线明显不同的情况

时，可同时支持这 2个项目。2个项目将采取分两个阶段支持的

方式。第一阶段完成后将对 2个项目执行情况进行评估，根据评

估结果确定后续支持方式。

1. 综合运输安全风险防控与应急救援

1.1 弹性交通系统建模评估理论方法研究（基础研究类）

研究内容：研究能力可伸缩、网络可重构的弹性交通系统的

构成要素、结构、功能及技术特征，揭示系统构件的基本属性、

主体要素分类及时空协同机制；研究弹性交通系统的逻辑功能与

物理实体间的映射关系和物理分层方法，建立逻辑功能架构和物

理架构；研究弹性交通系统在外界变化及风险因素干扰下的多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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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化机理和迁移特征，系统多态迁移的序参量等准则性指标；研

究面向交通需求的动态功能域分层重构及融合理论，构建面向系

统性能保持和安全运行的多尺度、多目标隐患防止、容许、预警、

调控与恢复技术及策略方法；研究可部署的典型弹性交通应用系

统参考设计方法，系统弹性可伸缩、可重构、敏捷调控等关键特

性评估验证方法；研发弹性交通系统复杂体系架构设计仿真软件

系统。

考核指标：建立弹性交通系统体系架构设计方法及理论体

系，形成弹性交通系统架构体系和动态建模描述方法；提出弹性

交通系统隐患预防、保持、调控与恢复策略方法集；开发具有系

统体系架构设计、弹性性能评估、结构功能优化等功能的设计仿

真原型系统，系统覆盖 4类不同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10类不

同风险隐患、组分构成不少于 100个，可输出 5种以上不同应对

策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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