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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多个场景，推进智能网联汽车应用试点

济南或成下一个“无人驾驶之城”

【报告解读】

于泊升 济南报道

近期，济南L3级智能网联
公交车出现体验热潮，市民及游
客争相预约。智能网联汽车作为
智慧城市建设的重要部分，国内
多个大城市开始部署，济南也在
不断赶超。记者了解到，今年济
南将推进智能网联汽车“车路云
一体化”应用试点建设，无人公
交、无人环卫车、低空无人机等
有望进一步应用。

2024年，智能驾驶应用成为
济南市民关注的热点，济南公交
在去年引进了L4级、L3级的高
级别智能驾驶公交车。L4级完
成上路测试，L3级在主干路示

范应用并向市民乘客开启预约。
2024年年底，正在建设黄河

新城的济南起步区快速布局，发
布“车路云一体化”场景需求清
单，将探索无人公交、无人物流
车、无人环卫车等应用场景。

山东大学齐鲁交通学院副
教授、山东大学交通规划设计研
究中心主任张汝华认为，目前，
武汉市在智能驾驶方面走在了
前列，成为中国的“无人驾驶之
城”，济南起步区的一系列动作，
基本涵盖无人驾驶应用的各场
景，不久的将来，或许能成为下
一个“无人驾驶之城”。

记者发现，除了引进智能驾驶
车辆，配套智能网联设施外，济南

还有相关企事业单位出现。天眼查
显示，一家名为济南智能网联汽车
研究院的事业单位已经成立，举办
单位为济南市章丘区人民政府、清
华大学苏州汽车研究院（相城）。

济南智能网联汽车研究院业
务范围是围绕智能网联汽车、无
人驾驶系统、无人接驳、汽车改
装、汽车产业战略、汽车金融及培
训等，重点突破L4自动驾驶汽车
决策与控制、无人作业流程、云控
平台、线控底盘等一系列国内外
先进水平的关键共性技术。

去年年底，浪潮智慧科技携
手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中国重
汽、山东高速等百余家行业领军
企业，共同发起山东智能网联汽

车自动驾驶服务联盟，将以“车
路云一体化”试点推动为牵引，
进一步整合自动驾驶、车路协同
等领域优势资源，推动形成发展
合力，打造产业集聚效应。

2024年2月，济南市中区与
上海仙途智能科技签署战略合
作协议，上海仙途智能华北总部
项目在济南落户，分别在山东大
学国家大学科技园、济南中央活
力区建设办公研发和生产制造
基地。记者查阅资料发现，该公
司以人工智能和自动驾驶技术
的研发及应用为核心业务，将自
动驾驶技术应用到城市环卫场
景，高科技含量较高的无人驾驶
清扫车将实现“济南产”。

培育智能服务机器人、智能语音交互系统等标志性产品，推进智能网联汽车“车路云一体化”应用试点，打

造人工智能创新应用示范高地和智能产业集聚高地。

【报告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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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解读】

综合施策“诊堵、治堵、防

堵”，建立交通事故分析预警和交

通安全风险评估机制，对10个拥

堵片区和30处重点路口实施交通

组织优化，新建公共停车设施29

处、停车位9512个，优化非机动车

停车设施供给。

【报告摘录】

对30处重点路口

实施交通优化

于泊升 济南报道

治堵涉及民生，关系城市
治理水平，近年来，济南下足
功夫治理拥堵。2024年，济南
的城市治堵再获进展，从“点”
到“线”到“面”，开展了62个交
通拥堵综合治理项目。2 0 2 5
年，济南将对10个拥堵片区、
3 0处重点路口进行交通组织
优化，让交通更顺畅。

“经十路舜华路南口优化
后，早晚高峰通行速度提升不
少。”在汉峪金谷上班的市民
郑先生感慨，经十路舜华路周
边有汉峪金谷、舜泰广场、齐
鲁软件园，通行繁忙，有时候
车辆排队长度能有几百米。自
从设置“预设区”“交互区”后，
拥堵情况得以改善，通行效率
提高了近30%。

记者从济南市城乡交通
运输局获悉，2024年，济南交
通拥堵治理成效明显，全年实
施了“十大行动”50项工作措
施，实施“点线面”交通拥堵综
合治理项目62个。其中，“点”
治理方面，完成花园路二环东
路路口、经十路凤凰路路口东
侧通道等 3 4处拥堵点改造；

“线”治理方面，完成宏宇路、
齐鲁大道、顺河高架经一路下
桥匝道3处工程项目；“面”治
理方面，完成八涧堡、省立医
院等25个单元格治理工作。

除了直接对堵点“动手”
外，优化公共交通也是重要方
式。去年，济南加快建设轨道
交通二期6条线路，3号线二期
通车运营，市民可以乘坐地铁
到达机场，实现空轨便捷换
乘。济南还开通优化了55条公
交线路，填补公交线网空白
80 . 7公里，目前，济南公交与
轨道交通接驳的公交线路达
到211条。公交线与轨道交通
线双网融合的过程中，可以吸
引市民向公共交通转移，减少
私家车出行。

2025年济南如何治堵？记
者从有关部门获悉，济南将综
合施策“诊堵、治堵、防堵”，对
10个拥堵片区、30处重点路口
交通组织优化。这些措施可以
提升道路通行效率，缓解交通
拥堵，改善市民出行环境。同
时，也有助于提升城市交通管
理水平，增强市民的获得感和
满意度。

于泊升 济南报道

近日，在济南高新区孙村街
道，不少市民发现，一条数十公里
的高架钢桥显露形态，从孙村一
直延伸到彭家庄地铁站。记者了
解到，这条钢铁长龙就是目前正
在推进的高新东区云巴项目，计
划今年年内建成通车。

高新东区云巴是济南建设的
首个云巴项目，全长约30 .7公里，
共设站32座（含换乘站5座），线路
主要沿飞跃大道、春暄路、世纪大
道、春园路、大正路、春博路、科创

路敷设，串联唐冶、孙村、两河、庄
科四大片区和三大产业园区。

今年建成通车后，云巴怎么
乘坐？

据了解，高新东区云巴将与
济南轨道交通2号、4号、8号线串联
成网，其中彭家庄站可与济南轨
道交通2、4号线换乘，程家庄站、唐
冶站可与济南轨道交通4号线换
乘，春博路站、山东职业学院站可
与济南轨道交通8号线换乘。

高新东区云巴全部采用高架
敷设，站台设置在路中或路侧绿
化带内，乘客通过出入口楼梯至

天桥站台进行乘车。
关于云巴与其他交通方式间

的关系，有关部门也做出了解答。
云巴利用胶轮走行，采用高架的
形式布设，被称为轨道上的“电动
大巴”。与有轨电车不同，在高架上
穿行的云巴，不占用地面空间，拥
有独立路权，也减少了对周边景
观的损害。

同时，本着“尽量远离居民
楼”和“兼顾居民就近便利乘坐”
的原则，高新东区云巴线路避让
了道路两侧住宅和商业。不同于
地铁、铁路，云巴因胶轮轮胎运

行，配备空气弹簧转向架，采用
车载电池直流供电，运行时声音
很小。

近年来，高新东区随着自身
的发展，已经蝶变为济南市重要
的产业发展区，集聚了大量重点
产业发展项目，需融入全市轨道
交通体系，实现与城市其他区域
的高效互联，更深一步带动济南

“东强”经济。高新东区云巴项目的
落地将方便沿线居民和企业职工
出行，打通轨道交通出行最后一
公里，改善区域交通条件，加速高
新东区高质量发展。

首条云巴将与三条地铁串联
位于高新东区，计划年内通车

【报告解读】

推动轨道交通连线成网，力争4号线、8号线、高新东区云巴环线建成通车，实施千佛山站、市

立五院综合体等TOD综合开发。

【报告摘录】

自动驾驶进入济南公共交通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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