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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数字出行也称智能交通，是指借助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先进技术和理念

，将传统交通运输业和互联网进行有效渗透与融合，形成具有&ldquo;线上资源合理分配，线

下高效优质运行&rdquo;的新业态和新模式，并利用卫星定位、移动通讯、高性能计算、地理

信息系统等技术实现了城市、城际道路交通系统状态的实时感知，准确、全面地将交通路况

，通过手机导航、路侧电子布告板、交通电台等途径提供给百姓。 

数字出行可以有效地改善城市的拥堵情况，2022年第二季度，我国主要城市通勤出行整体有

所改善。百城中超七成城市的通勤高峰交通拥堵指数同比下降，重庆、杭州、武汉位列百城

通勤高峰拥堵榜单前三，北京通勤高峰交通拥堵指数同比下降26.17%，排名下降了19位。 

数字出行同样离不开国家政策的支持，2022年3月，交通运输部、科学技术部联合发布的

《&ldquo;十四五&rdquo;交通领域科技创新规划》提出要推动智慧交通与智慧城市协同发展，

大力发展智慧交通，推动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一

代信息技术与交通运输融合，加快北斗导航技术应用，开展智能交通（数字出行）先导应用

试点。 

随着我国人均GDP持续增长、消费升级及城镇化趋势加深，消费者对于出行的需求得到持续

释放。出行已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ldquo;刚需&rdquo;场景，其背后则是万亿级别的广

阔出行市场。 

目前，我国经济正处于由传统实体经济向数字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数字经济已逐渐成为社

会发展新动能。数字经济环境下，我国出行领域也面临着数智化转型的新需求，依托海量出

行数据，持续优化出行服务内容，为消费者带来个性化的出行体验。 

产业研究报告网发布的《2023-2029年中国数字出行市场深度研究与投资可行性报告》共十二

章。首先介绍了数字出行的基本概念、发展环境，接着分析了数字出行行业的国内发展现状

，然后具体介绍了数字出行基础设施建设情况，并对数字出行相关工具/出行方式/技术方向/

典型领域一一进行了系统阐述；随后，报告分析了数字出行对碳中和的影响，分析了国内数

字出行的重点区域和重点企业发展布局现状，对出数字出行行业投融资现状及投融资机遇风

险做了细致的概括分析。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来自于国家统计局、商务部、财政部、工信部、交通运输部、产业研究

报告网、产业研究报告网市场调查中心以及国内外重点刊物等渠道，数据权威、详实、丰富

，同时通过专业的分析预测模型，对行业核心发展指标进行科学地预测。您或贵单位若想对

数字出行行业有个系统深入的了解、或者想投资数字出行相关行业，本报告将是您不可或缺

的重要参考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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