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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
“说走咱就走！”这几年，类似的流行
用语是不是听到过不少？其实这正
是当下人们生活方式的真实写照。

“说走就走”看似随性，可一部手机
走天下却不是这么简单就能实现
的，我们能够拥有这样的生活方式，
底气从何而来？

说走就走，背后是强大的基础
保障能力。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
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交通运输面貌
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公路、铁路、民
航、水运全面开花，用几十年走完了
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发展历
程。这背后，凭借的是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理念，得益于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优势，也是几代人共同
努力的结果，来之不易。

说走就走，背后是一个个“最后
一公里”被攻克。全面小康，一个人
也不能落下。今年不仅是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收官之年，也是脱贫攻坚
决战决胜之年。贫困地区水电路讯
等基础设施状况较差，存在许多“肠

梗阻”，从党中央到各地方，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付出
了艰辛努力，攻克了一个个难关，才能实现路成网、人流畅
的局面，这在疫情影响的当下尤为不易。

说走就走，背后是硬件与软件的深度融合。有了基础
设施的硬件，只是解决了“有没有”“够不够”问题，人民群众
更关心的还有“好不好”。这些年来，我国抓住了信息革命
的机遇，在政府部门和相关行业、企业共同努力下，信息化、
智能化快速发展，与交通行业深度融合，解决了信息互动、
网络买票等一系列难点，出行靠一部手机全部搞定，说走就
走才成为现实。

说走就走，考量的不仅仅是交通发展水平，更映射着经
济社会发展阶段。比如，人们有经济实力，是出行的前提；
基础设施完善，才能保证出行质量；合理的假期结构，才有
旅行的可能；高速的经济运转，才有更多的商务出行……这
一切都依靠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需要提升社会保障能力，
稳定就业和收入。再比如，要想说走就走还要有“闲”，这是
出行的动力。要让富裕起来的群众，在辛勤工作之余，有时
间出行，充分享受发展红利、劳动成果。这就需要各方共同
努力，研究出行需求，合理安排假期等。

“民亦劳止，汔可小康。”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在全
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千百年来憧憬的小康梦想即将实现，
人民群众正在追求幸福美好生活的路上阔步前行。

近年来，我国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智
能化应用取得突破性进展，生活便利已成为
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新需求。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要加强人工智能同保障和改善民生的
结合，从保障和改善民生、为人民创造美好生
活的需要出发，推动人工智能在人们日常工
作、学习、生活中的深度运用，创造更加智能
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今天，广泛的智能
化应用已经成为小康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
渗透到人们生活与工作的方方面面，而人们
感受最直观的，就是越来越便利的出行。人
们生活工作方式深刻变化的背后，体现了党
中央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特别是“两新
一重”建设投资的引领，让我们的小康生活有
了更多深刻变化。从一票难求到说走就走，
正是新发展理念的成功实践。

人们出行条件改善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究竟有什么关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人民群
众出行有了哪些改变？其背后的成功因素是
什么？如何满足未来群众数字生活的新需
求？就这些问题，经济日报记者专访了交通
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兼总工程师岑
晏青。

智能化让生活更轻松

记者：创造更加智能的工作方式和生活
方式，这一点我们已经有了深刻体验。比如
人人都有的手机，除了通讯联系外，商务活
动、旅行购物、监控管理等，都能一机办理，大
大方便了群众生活，其中数字化出行让人们
感受最深。请您谈谈交通现代化建设如何影
响我们的小康生活？

岑晏青：如果说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是
人民群众便捷出行的基础，那么信息化、智能
化技术手段应用就是人民群众便捷出行的关
键。以春运来说，国家发展改革委和交通运
输部联合委托国家智能交通系统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开展的第三方监测调查结果显示，人
民群众的出行距离从2016年的375公里，增
加到2019年的394公里，跨省出行人数比例
从37%增加到43%；出行方式也从以道路和
铁路为主，逐步向空铁联运、铁铁联运、铁路+
自驾等多方式的联程出行转化，互联网购票
比例从 2016 年的 67%上升至 2019 年的
81%。这些数据变化的背后，充分体现出互
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化、智能化技
术手段给交通领域带来的变化，便捷的出行
让人民群众有了满满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便利出行是数字小康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中交通信息化建设所发挥的作用主要体
现为：

一是实时交通信息服务。最典型的是手
机电子地图，百度、高德等手机电子地图服务
已覆盖全国近400个城市，用户规模突破7亿
人，基于手机电子地图提供的交通信息服务，
已从单一、静态的路径规划，逐步扩展到实时
路况，以及方便出行的停车场、餐饮、酒店等
智能化推荐服务。同时，以航班信息和车次
信息为代表的交通运输专业领域信息服
务发展迅速。

二 是 出 行 全 程

“无纸化”和换乘便捷化服务。运输企业围绕
旅客出行全流程需求，大力推行线上服务，实
现出行全程“无纸化”。2019年春运期间，铁
路推出快速进站、网上刷脸核验和候补购票
试点，民航有229家机场开通了自助值机和
电子登机牌，32家千万级机场实现旅客值机
安检、登机全流程电子化，公路已有98%的二
级客运站实现联网售票。同时，上海、北京、
天津等城市不断提升综合运输枢纽智能化服
务能力，精心优化空巴通、空铁通、铁路无轨
站、异地候车、站内换乘等便捷的旅客换乘服
务举措，部署联程联运系统、出行信息指示系
统等。高速公路通行费支付方式日益多样，
微信、支付宝等移动支付方式基本已覆盖全
部收费口，特别是2019年底，全国487个高
速省界收费站全部撤销，彻底解决了高速公
路省界收费站长距离拥堵现象频发问题。

三是满足不同层面个性化需求的预约出
行服务。城市里，在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和大
数据等信息化、智能化技术手段的支撑下，提
前预定网约车实现有计划的放心出行已是普
通老百姓的平常事，自行设计旅游计划开启
一段说走就走的旅行也已成为年轻人的时尚
之选；在乡村，信息化、智能化技术手段同样
在便利着人民群众的出行。

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引
领发展方向

记者：古人感叹“蜀道难，难于上青天”
“相望不相见”。如今人们旅行“说走就走”，
“一部手机走天涯”。这种变化的背后体现了
什么样的发展理念？这些改善对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有何重要意义？

岑晏青：党的十八大以来，人民群众在出
行方面的便捷化程度有了巨大提升。这一成
就不是孤立出现的，其背后有投资加大的促
进，有科技进步的支撑，还体现了人均收入的
增长、假期结构的改变、人们生活方式和休闲
理念的变化，反映出我国综合实力的增强，这
正是实现全面小康的一个重要标志，也体现
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具体到出行领域来说，基础设施建设的
快速推进是在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引领
下实现的。近年来，从提升群众出行感受出
发，我国投资政策向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倾斜，
不断加大投入力度。四纵四横高铁通道提前
建成，国家高速公路网71118主线
骨架基本形成，打通主动脉、畅通
微循环，拉动了经济增长。这
也是我国独有的优势。

党的十八大以来，
凭借日趋完善的综合
交通基础设施网络，

“说走就走”成为现
实。我认为，出行的
便捷呈现出3个鲜明
特征：

一是城市间出行通勤化趋势十分显著。
进入新时代，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地区的
城市群交通一体化发展迅速，城市间出行的
品质、效率不断提升。比如：2011年6月京沪
高铁开通，2019年底每天对开66车次，平均
20分钟一趟，全程5至6小时。再加上民航
京沪快线每天约36个航班，基本上30分钟一
班，全程2个小时。如此高频度和快速的高
铁+民航出行条件，让北京、上海两地的商务
人士早晨出发去另一个城市开会、办事，晚上
返回成为常态。

二是城市内出行多样化、个性化需求得
到不断满足。一方面，城市公交供给能力全
面提升。公交智能化系统应用水平和运营效
率不断提升，公交服务品质与吸引力显著增
强。另一方面，随着“互联网+”与城市交通融
合发展，以网约车、共享单车、分时租赁（共享
汽车）为代表的交通运输新业态发展迅速。
总体上看，在部分城市尤其超大城市，已经初
步形成了“以轨道交通为骨干、常规公交为主
体、出租和汽车租赁为辅助、步行和自行车等
多种方式为补充”相互协调的多层次、一体化
城市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三是农村地区出行均等化服务水平明显
提升。小康路上绝不让任何一个贫困地区因
交通而掉队。党的十八大以来，交通运输系
统按照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加快推
进“四好农村路”建设，推动“四好农村路”高
质量发展，全国新改建农村公路188.8万公
里，2019年实现了具备条件的乡镇和建制村
通硬化路率100%，贫困地区具备条件的建制
村通客车率达到99.6%，“外通内联、通村畅
乡”的基础设施网络和“以县城为中心、乡镇
为节点、建制村为网点”的农村公路运输网基
本形成，“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脚泥”成为过
去，如今是“出门水泥路，抬脚上客车”。

数字生活幸福感越来越强

记者：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机器人等
新智能技术的运用，群众生活更加方便，出现

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变化。比如在交通领域，
刷脸进站、无感支付、电子客票，一系列“黑科
技”的应用，从各种角度方便了群众出行，效
果很好。未来，随着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群
众对便利化程度的“胃口”也将进一步调高，
请问如何进一步提升这方面的感受？在哪些
方面还会有突破？

岑晏青：党中央明确提出，人民群众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近年来群众感觉到生活的便利，主要是
智能方面的普及应用带来的。今后，要想进
一步提升便利化，还需要继续在这方面发力，
通过智能化的提升和普及，带动群众感受的
提升。

当前，全球范围已形成广泛共识的是：未
来陆路交通的基本形态是“聪明的车+智能的
路”，这将深刻改变交通组织、人员出行和货
物运送等方面的运行模式，以及对交通工具
的拥有方式。

聚焦到出行领域，共享出行与自动驾驶
出行是未来发展方向。据调查，目前私人小
汽车日均使用次数2-3次，平均利用率很低，
还要占用停车资源。而人民群众特别是年轻
人对共享汽车、共享单车和网约车等共享出
行的认可度很高，“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共
享出行将越来越成为人民群众高频度、较短
距离出行之选。

自动驾驶不仅仅指无人驾驶，无人驾驶
是自动驾驶的高级阶段，初级和中级阶段的
自动驾驶实际上已经走进人们生活。例如：
民航飞机和高铁机车都已在特定条件下使用
自动驾驶，汽车上也有车道保持、变道提醒等
自动驾驶功能。自动驾驶出行不仅让出行更
加快速和准时，出行过程更加舒适，更重要的
是还能辅助人们提高驾驶的安全性。

我国巨大的出行需求、良好的交通基础
设施条件，以及在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兴技
术领域的重视与投入，为出行领域绿色经济
高效的“中国方案”创造了条件。从交通的变
迁可以预见，人民群众对未来数字生活获得
感和幸福感会越来越强，也将为小康社会发
展提供坚实基础。

生活便利化，全面小康的重要标志
访谈专家： 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兼总工程师 岑晏青

采访人：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齐 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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