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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警察实战应用及其发展趋势分析

叶文清*

中电通途（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北京� 100094

摘� 要：提高现代城乡交通管理科技管理水平是改善城乡交通安全畅通有序道路环境的有效途径，而运用信息科

技设备电子警察加大对交通违法行为的执法力度，是现代化交通管理智能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通过对三亚市电子

警察的现状和存在问题为依据进行分析，根据交通管理的业务需求和电子警察的技术特点，探讨了电子警察在实战应

用中的若干关键问题，希望可以对未来电子警察的发展方向提供有力的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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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所谓电子警察，就是在交通违法非现场自动取证系统，其作为ITS（智能交通系统）的一个全新应用，在城市交

通管理当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电子警察系统的应用目的在于通过高新科技手段和互联网技术记录机动车辆交

通中的违章违法行为，借此来实现违法取证自动化和处罚管制非现场化的目的，从而缓解日益繁忙的交通管理需要和

交通警察警力不足之间的矛盾，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道路交通管理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的诸多“盲点”，以减少

机动车辆的违规违法现象，进一步规范城乡交通管理秩序以及驾驶员个人行为标准。

二、以海南三亚交通管理为例，分析近年来交通现状

三亚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自2017年开始使用电子警察进行交通执法，电子警察的种类包括固定电子警察705套，主

要针对闯红灯、违法变线和超速的交通违法行为；使用部分交通闭路电视监控点进行非现场违法行为摄录，主要针对

违法停车、违法变线、违法掉头和逆向行驶的交通违章违法行为[1]；特别是针对路侧违法停车，执勤民警使用照相机

现场拍摄，现场填写警告通知单或罚单；执勤民警使用手持摄像枪现场摄录，主要针对违法变线、不按车道行驶的交

通违法行为。据2020年3月数据统计，三亚市区电子警察设备仅有10多个路口不到80路视频，年违法量约10多万张。

上述电子警察以各种方式拍摄回来的交通违章违法图像、图片等数据通过多种信息载体统一收集到交通违法处理

中心，由交通违法处理中心对其进行归类、汇总和预整理，对收集到的图片、图像数据分类储存，将多种非标准格式

的图片数据资料制作成为“统一标准格式”后进行复核，并与车管处的档案库数据进行比对，确认无误后录入交通违

法管理系统即公安交通管理综合平台，对机动车档案进行封档，同时通过信函、电话、报纸及公安网站发布等方式通

知车主及时处理交通违法违章处罚记录。

三、电子警察执法中存在的问题

虽然电子警察的执法力度在逐年加大，但据统计数据显示，目前三亚交警的非现场执法率占执法总数的比例仍然

不到50％。究其原因，道路维修工程对电子警察的影响是其原因之一，但电子警察的规模小、位置固定不变和人工现

场拍摄的不便性（怕拍得慢违法人员发现后赶来纠缠，怕整天在别人门口拍得罪别人，怕太显眼一个都拍不到躲起来

又说是隐蔽执法或钓鱼执法等）也大大影响了电子警察的执法效率和效果。随着3G、4G和互联网、物联网时代的到

来[2]，对使用监控设备进行非现场执法的系统也必须与时俱进，研究使用新型电子警察势在必行。个人观点认为，新

型的电子警察需要解决以下几方面问题。

（一）可移动性问题

目前使用的固定式电子警察中，闯红灯电子警察只对红灯时越过停车线的车辆进行拍摄，属于“点控”电子警

察；违法变线电子警察可拍摄的也仅有20米左右的范围，雷达微波测速的电子警察只是对前方过来进入一定范围的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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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车辆进行拍摄；这两类电子警察还是属于“点控”电子警察范围，“点控”电子警察具有全天候、非人工的特点，

但缺点是投入大，视角窄，还有被认为放纵违法行为以达到拍摄数量的“养鱼”嫌疑。

使用闭路电视进行拍摄可以对可视范围的违法行为进行追踪录像拍摄，是警察人工执法行为的延伸，具备了“大

脑”的分析功能和“人眼”的识别功能，在视线范围内的违法行为进行执法，属于“线控”电子警察（目前在高速公

路使用的“区间测速”也属于“线控”范畴）。但“线控”电子警察受制于摄像头设置位置的限制。闭路电视的设置

往往还要照顾宏观交通状况，摄像头装得太高，分辨率又受到限制，车牌拍不清楚[3]，或者车辆被树木遮挡而无法拍

摄。真正的“警察”应该是“面控”警察，否则就会成为“木头”警察。因此必须增加电子警察的可移动性。

（二）便携性问题

“可移动性”电子警察必须具备“便携性”功能，如果使用车载的电子设备，必然增加了警力的投入，而且增加

了大量的设备维护和车辆维护成本，隐蔽性的问题照样困扰执法的过程和怀疑执法的目的。因此研制小型的“电子警

察”成为解决“规模性”设置的前提条件。

（三）规模性问题

交通违法行为存在“随地性”的特征，只要有车辆通过的地方都可能有违法现象发生，只靠少量的电子警察必然

是“顾此失彼”，有电子警察的地方车辆老老实实，没有电子警察的地方横冲直撞，一过测速路段像报仇似的狂飙猛

飞。因此，在国民交通安全意识普遍不高的时代，大量增加电子警察数量就成为必然，势在必行。但规模化的前提是

设备产品化和安装程序化。每个点都要针对不同的特点去设计，每个点都要花大功夫去施工，这些因素必然限制规模

化的发展，就像中餐的质量受制于厨师水平的高低而一时难以推广[4]，西餐麦当劳流水线操作开到全世界到处都是一

样，使用可普及性的产品显得十分重要。

（四）多样性问题

推广产品的普及性往往要牺牲产品的专业性和稳定性，电子警察是真正警察的一个沟通执法辅助工具，同时起到

一定的威慑作用，因此，电子警察并不是要百分之百抓拍到每一种违法行为，并不是要每时每刻一个不漏地抓拍到，

只要能抓拍到城市大部分交通位置的重点违法行为，在城市每个角落都能抓到就行。

四、电子警察技术的发展趋势

使用最新的技术手段，“电脑”加“人脑”的交通管理将对目前面临的交通困境产生积极的影响。未来新型电子

警察将具有可移动性、便携性、规模性、多样性等特点，达到沟通执法的全面、可靠、高效的执法目的，提高交通执

法行业的产量和质量。

个人认为，新型电子警察技术发展可从以下方面进行有效拓展。

外场录像设备简便化、集成化、标准化，安装灵活简单，达到可移动和可推广的目的；安装的基点可选择在城市

道路两侧原有路灯、交通设施杆件或便携式可移动的定制独立杆件位置，达到便于迁移的目的，为日后调整执法点减少

迁移成本投入，最大化利用现有资源；数据传输过程可以采用无线传输技术手段，以减少外场环境限制，及运维管理的

后续投入；外场电源可以采用固定的电源与太阳能、风能等混合取电模式，以解决环境条件限制造成的用电问题[5]；通

过互联网等各种组网方式，在后台进行遥控控制、摄录管理和储存处理，减少外场设备的架设，提高后台程序的可操作

性，实现数据的安全性和执法多样性等特点。

目前，三亚市已经开始以4G、5G等作为传输手段的便携式录像设备作为试点，2020年12月在城市道路两侧利用

原有路灯、交通设施杆件或定制便于移动的独立杆件安装，使用太阳能取电等手段，通过互联网等组网方式，在指挥

中心通过遥控、摄录和储存处理，建立新型的电子警察系统。

五、结束语

总之，电子警察执法设备虽然不能完全取代人工执法行为，但作为目前一种现代化重要的交通执法管理辅助措

施，取得了良好的交通管理效应，也在许多方面大大减轻了人工执法成本，弥补了人工交通执法过程中存在的不足，

解决了许多实际问题。所以，针对目前情况，要发挥电子警察的更多职能，就需要不断的完善设备，更新思路，结合

网络科技手段，使电子警察实战应用技术更好地服务于城市交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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