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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互联网+的道路运输服务模式创新

李茂娟
新疆通信规划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 新疆 830002

摘� 要：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家关于“互联网+政务服务”的重大部署要求，更好的满足交通运输企业、交通运
输从业人员和其他社会公众的办事需求，推动实现道路运输领域高频服务事项“一网通办”、“跨省通办”，通过

“互联网+、大数据、区块链、统一身份认证”等信息技术在道路运输行业的创新应用，建设互联网道路运输便民政
务服务信息系统，全面提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道路运输管理信息化水平，创新管理服务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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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为贯彻落实国家关于深化“放管服”改革、推进

“互联网+政务服务”的重大决策部署，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从群众反映最集中、最迫切的需求着手，聚焦道路

运输经营者和从业人员高频办事事项特别是异地办事事

项，以明确“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为原则，采用

“互联网+、大数据、区块链、统一身份认证”等技术路
线，推进建设互联网道路运输便民政务服务信息系统，

实现道路运输领域高频服务事项“一网通办”、“跨省

通办”，促进跨省域、跨层级数据共享和业务协同，面

向社会公众提供“一站式”办事服务，最大程度利企便

民，为建设人民满意交通提供强有力的服务支撑。

1 现状分析

近年来，道路运输业持续平稳较快发展，为经济社

会发展和群众安全出行做出了积极贡献。但存在道路运

输行业点多、线长、面广、流动性大等问题。按照相

关管理规定，道路运输经营者、从业人员需要返回车籍

地、发证机关所在地办理车辆年审、从业人员诚信（信

誉）考核、证件补发换发等业务，给老百姓办事带来了

很大的不便。

自治区道路运政管理系统自2008年启用至今已15年
多，作为道路运输管理的重要业务系统，用以对道路运

输经营业户、营运车辆以及从业人员的行政许可、行政

执法、安全监管、质量信誉考核等业务进行办理。但道

路运输企业、车辆、从业人员相关的所有运政业务，均

在地州业务大厅窗口通过运政专网办理。这样带来几方

面问题：首先，对于异地经营的道路运输车辆，异地从

业的道路运输从业人员办理业务极其不方便；其次，对

于高频业务，如车辆年审、补证、变更，从业资格证诚

信考核、补证、变更等，道路运输从业者不得不回到管

辖地机构进行办理，不仅消耗时间成本、人力成本，而

且也增加了经济成本。由此，给广大道路运输经营者和

驾驶员带来的诸多不便，降低了人民对交通运输服务的

满意度。道路运输服务整体存在行业管理水平低、异地

业务无法办理、网上便民服务能力不足等问题。

2 系统设计

互联网道路运输便民政务服务信息系统依据《交通

运输部办公厅关于改进提升互联网道路运输便民政务服

务工作的通知》（交办运〔2019〕33号）等文件的指
示精神，按照交通运输部关于加快推进互联网道路运输

综合服务平台建设应用的总体要求，结合国家、交通部

级相关标准和自治区的实际情况和建设需求，加强顶层

设计、统一入口门户、规范业务流程，推进信息基础设

施、数据资源、应用支撑系统、数据交换平台、业务应

用的规范建设，确保重点业务系统向上能对接，横向能

贯通。

2.1  系统架构
互联网道路运输便民政务服务信息系统采用“六横

四纵”的总体框架。其中，“六横”分别是展示层、业

务应用服务层、数据交换层、应用支撑层、数据资源层

及基础设施层，“四纵”分别是组织保障体系、标准规

范体系、信息安全体系、管理运营体系。下图为总体架

构介绍：

2.1.1  基础支撑层
基础支撑层为系统提供基本的软硬件支撑环境，主

要包括网络基础设施、云服务器存储设施、应用安全认

证设施、网络安全基础设施、其他基础设施等。其中机

房配套设施、主机设备、存储设备、备份系统、系统软

件、网络安全系统等均可直接使用自治区电子政务云现

有设备和服务资源。

2.1.2  数据资源层
数据资源层指明了系统运行依赖的数据资源，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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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注册数据、业务申请及结果数据、信息查询数据以

及道路运输政务管理系统基础数据，包括车辆基础数

据、经营业户信息、从业人员等基础数据以及包车牌数

据、国际口岸数据等其它相关业务系统业务数据。

图一 总体架构

2.1.3  应用支撑层
应用支撑层是系统得以运行的应用支撑，主要包括

web应用支撑子系统、数据库支撑子系统、数据交换支
撑子系统、电子签章支撑子系统以及其它相关支撑子系

统等。

2.1.4  数据交换层
数据交换主要支撑数据层与应用层之间的数据流

转，以及和部级平台的业务流转，主要包括业务网流

转、用户认证服务、接口调用服务、结果反馈等。

2.1.5  业务应用层
应用层包括从业人员业务申请子系统、营运车辆申请

子系统、信息查询业务子系统以及安全认证体系子系统。

2.1.6  展示层
展示层主要为交通运输企业、交通运输从业人员、

行业管理人员和其他社会公众提供WEB接入、小程序、
APP、公众号等服务方式。

2.1.7  保障体系
保障体系包括组织保障体系、标准规范体系、信息

安全体系、管理运营体系。组织保障体系是对系统建设

的组织领导，统筹协调任务推进落实、效果督查评价

等工作；标准规范体系是按照行业、自治区相关的道路

运输信息化标准体系进行工程建设；信息安全体系是在

安全管理机制、保障策略、技术支撑等方面，构建全方

位、多层次、一体化的安全防护体系；管理运营体系是

对技术架构各个层次系统的运行维护、业务运营、质量

管理等。

2.2  建设内容
根据交通运输部相关文件要求和自治区道路运输管理

局总体规划部署，系统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如下3大方面：
2.2.1  数据资源体系建设
数据库建设以业务需求为导向，以现有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综合管理信息系统数据库为基

础，完善道路运输相关的基础数据、业务数据等内容，

实现一数一源和数据共享，完成数据质量控制。

2.2.2  融合应用系统建设
按照国家、行业相关政策文件、技术规范和标准要

求，提供与驾驶员有关事项、营运车辆有关事项和信息开

放查询等方面共19项服务功能，包括普货从业资格证网上
申请，从业资格证补证、换证、变更、注销、诚信考核，

普通货运车辆网上年审，道路运输证补证、换证、注销，

机动车维修备案、变更、注销，国际货运企业备案、变

更、注销，国际货运车辆备案、变更、注销等。

2.2.3  数据交换共享及接口开发
选用成熟的大数据共享交换技术，建设互联网道路

运输便民政务信息交换系统，保障部、自治区、地州

（市）道路运输高频办事事项的互联互通和业务的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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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横向实现与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数据中心、自治区

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等系统的数据共享，实现与自

治区道路运政管理信息系统数据交互和业务协作，实现

与自治区汽车维修电子健康档案系统等十几个应用系统

的信息交换；纵向与部级互联网道路运输便民政务服务

信息系统的数据交换共享和业务流转等。

3 技术应用创新

通过“互联网+、大数据、区块链、统一身份认证”
等技术在道路运输行业领域的创新应用，加强资源整

合，实现道路运政高频办事事项的数据交换和共享，构

建“开放共享、互联互通、统一规范、便民利民”的数

据采集和信息服务体系。

3.1  互联网+政务服务实现应用创新
系统采用“互联网+”技术路线，统一道路运输经营

者和从业人员网上办事入口，提供与从业人员业务、运

营车辆业务、信息查询业务等方面共19项服务功能。全
区十四个地州以“互联网+便民服务系统”为抓手，实现
道路运输政务服务事项“网上办”、“掌上办”，确保

群众办事便捷、高效，切实为群众办事增添便利。

3.2  大数据共享交换实现跨省通办
通过建设互联网道路运输便民政务信息交换系统，

解决道路运输系统平台间的系统接口对接，数据融合问

题，实现与自治区级道路运政管理信息系统、与交通

运输部重要信息系统，与其他行业管理部门业务系统接

口对接，实现部省间、与其他部门间信息交换共享，实

现网上申请数据一次录入，全程、多环节信息共享、业

务协同联动，实现道路运输高频办事事项跨地区、跨领

域、跨系统“一站式服务”。

3.3  基于区块链技术的综合加解密算法应用
借助区块链技术多中心化，安全可信、智能合约等特

性，基于区块链技术实现不同应用场景使用不同的加密算

法，系统分别引入RSA+AES混合加密、token认证技术及
SM2、SM3、SM4混合国密算法。其中，前端WEB应用请
求加密采用RSA+AES 混合加密模式；前端应用与中台服
务系统间通过http请求实现服务调用，交互采用token认证
技术，token认证通过后才能继续进行请求访问；为解决政
务内网交互安全问题，互联网道路运输便民政务服务信息

系统与各省便民政务系统交互接口采用国密加密算法，通

过SM2+SM3+SM4实现网络报文加密。
3.4  统一身份认证技术的扩展应用
系统深化“一次登录”功能扩展，实现与国家政务服

务平台统一身份认证系统的对接和用户互认，构建了后端

权威、前端可信的身份认证体系，用户在互联网道路运输

服务系统注册认证并进行登录后，无需重复注册认证，无

需反复登录，即可以登录本系统申请办理相关服务事项，

还可跳转到国家政务服务平台办事窗口办理其他业务，在

其他政务服务平台无需重新登录即可办事，真正让道路运

输从业人员和经营者享受“一地注册、各地互认”和“一

次认证、全网通办”的便捷政务服务。

4 服务模式创新

4.1  服务模式创新
4.1.1  构建了面向全区道路运输行业的互联网政务服

务平台，面向公众提供“不见面”办事窗口，形成了线

上线下相融合的服务体系；

4.1.2  实现道路运政信息跨地区、跨领域、跨系统的
多渠道“一站式查询”；

4.1.3  聚焦道路运输高频办事事项，实现了道路运输
便民服务“一次认证、单点登录、全网通办”。

4.2  监管模式创新
4.2.1  实现各业务系统间和各业务部门间的互联互

通、信息共享和部门间业务协同，使监管工作各环节，

如行政审批、技术评定、服务监督等各项工作实现有效

衔接，有效提高工作效能；

4.2.2  实现监管工作过程可监控、全程可追溯、公众
可监督，实现综合、动态、事前、事中、事后相结合，

最终形成一个全方位、多层次、规范化信息化的政务服

务监管模式。

5 应用推广情况

互联网道路运输便民政务服务信息系统建立覆盖自

治区—地（州、市）—县（市）的道路运输便民政务服

务体系，以服务管理、服务企业、服务公众为主线，形

成部省联动、协同高效、信息互通、互为支撑的道路运

输行业信息资源整合与服务体系，覆盖道路运政管理全

业务领域，使道路运输行业管理更加规范化、业务处理

更加高效化、辅助决策更加科学化、公众服务更加优质

化，推动传统道路运输行业向现代服务业转型升级。

互联网道路运输便民政务服务信息系统自2022年1
月1日至2023年11月上线试运行以来用户数超过1万人，
网上办件量728525件，相当于老百姓少跑72万次，其中
从业人员“跨省通办”量 103507件，道路运输证业务量
184106件，通行证业务量440912件，业务评价数超过3.57
万条，好评率99.53%。全面提升自治区交通运输服务管
理效能和服务水平，提升监管服务能力、打造人民满意

交通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

结束语

本文重点讨论“互联网+、大数据、区块链、统一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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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认证”等技术在道路运输行业的创新应用及道路运输

管理服务模式的创新。互联网道路运输便民政务服务信

息系统的建设为道路运输经营者与驾驶员高频办事事项

提供了统一的网上办理窗口，经营者或驾驶员不再需要

按照传统的线下业务办理方式，而是可以通过互联网道

路运输便民政务服务信息系统直接完成业务线上申请。

系统目前提供的十几项网上办理的政务服务事项，可全

部通过交通运输部“跨省通办”业务办理入口进行申

请。互联网道路运输便民政务服务信息系统在政策上响

应国家“互联网+政务服务”政策，从实际建设成效上来

看，可以为交通政务便民服务提供新的思路、方法和模

式，并且从信息技术、应用功能、便民服务等方面均具

有很强的先进性和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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