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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校企合作共建科研育人创新平台 

2016 年 4 月，交通运输部在《交通运输信息化“十三五”

发展规划》中将智慧交通列为主要发展方向和目标。2017

年 1 月，《推进智慧交通发展行动计划（2017—2020 年）》

（交办规划〔2017〕11 号）进一步指出智慧交通的发展重

点：提升交通运输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水平。2017 年

10 月，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建设“网络强国、交通强国、数

字中国、智慧社会”。 

在国家政策的导引下，《重庆城市交通开发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工作方案（2017—2020

年）》将智慧交通列为核心的发展目标，指出以“创新、协调、

绿色、开放、共享”为发展理念，推动城市综合交通、智慧交

通、绿色交通、平安交通建设。 

重庆交通开投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开投科技公司）作为

整合重庆交通开投集团科技、IT、管理、创新资源成立的高

科技公司，注册资本 5000 万元，员工 120 余人，硕士研究

生及高级职称人才比例占 30%以上，主要从事智能交通装备

软硬件研发、成果转化、大数据应用和管理咨询服务等业务，

具有丰富的工程建设管理、安全运营生产及信息化智能化技

术服务。 

重庆公共运输职业学院（公运职院）目前有智能化制造、

轨（铁）道车辆、铁道通号与交通智能技术、铁道供电与自

动化技术、汽车工程、铁路与建筑工程、交通运营、财经与



商贸营销、艺术设计等 9 个教科研团队；副高以上职称的专

任教师占 33%、硕士以上学历的专任教师占 57%，是推广

重庆市智慧交通建设的重要力量。 

为发挥学院与企业行业在科技创新方面各自优势，合作

育人，避免学院科研“闭门造车”，企业科技开发又缺乏人才的

问题，贯彻执行《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国办发

〔2017〕95 号），重庆公共运输职业学院与重庆交通开投科

技发展公司开展产学研深度合作，组建了“重庆智慧交通研究

与协同创新中心”（中心）。 

二、以问题为导向开展研究，培养优秀的科研团队及创新

人才 

 

重庆智慧交通研究与协同创新中心揭牌仪式 

该中心的成立旨在充分发挥学院在专业、人才资源优

势，公司在科技信息、市场运作、资金等方面的优势，优



化资源配置，加强校企合作和资源共享，培养优秀的科研

团队及创新人才，联合开展研究，合作推广成果，实现产、

学、研、用协同创新。服务于重庆智慧交通建设，为主营

业务公司培养输送科技应用型人才和技术创新成果。 

中心围绕公共交通智能装备应用研究、城市交通一体

化研究、单轨交通培训资源研究开发等研究领域，以及智

能化轨道探伤检测分析、轨道车辆智能检测技术、公交智

能调度算法优化研究等 12 项研究课题逐步开展研究。按照

“应用推广一批、储备一批、预研一批”制订研究规划，遵循

“问题导向、量力而行”原则，研究有重点，有成果，有展示

度”。 

应用推广一批：公运职院与开投科技公司双方集中精力

能够比较快速解决的，在一年内可产生直接成果，并积极进

行成果的转化推广应用。 

储备一批：可能预见到的问题。 

预研一批：前瞻性的问题、大的系统化的项目，需要拆

分成多个子项目，由具体的研究工作支撑。需要长期研究的

课题，可以开展前期预研，为进一步深入研究的课题打下基

础。 

在研究过程中采用项目制，逐步完善优化“中心”高效的

运行机制、激励机制，培养锻炼出特色鲜明的科研团队。以

研促学，不断提高团队成员的科研水平，从而为企业和学校



优选人才、培养人才，“科研育师”。 

具体研究课题如下： 

1.公交智能调度系统研究及软件开发 

2.公交运营生产组织及车辆运行作业优化研究 

3.轨道车辆运行稳定性分析 

4.车载传感技术对大客车控制系统的预警和报警应用

研究 

5.城轨车辆检修的 VR/AR 软件开发运用推广 

6.城市公交安全管理和应急处置研究 

7.基于车联网技术应用的车载智能终端研究 

8.互联互通背景下的城市轨道交通安全管理与应急处

置城市轨道交通换乘站大客流组织措施研究 

9.城市轨道交通联调联试过程可视化研究 

10.新型轨路两用轨道巡道车的研究与应用 

11.跨坐式单轨列车动力学性能检测与预警系统 

12.跨坐式单轨列车耐碰撞性能评估与协同优化设计 

三、“研用一体 合作育人”成功案例  

以《城市公交智能调度 ERP 培训系统》为例，该研究

的研发工作量较大、事务繁杂，模块之间的信息交换量大，

从模块的设计，数据库模型重建，到软件的开发，投入大量

的人力资源。 



该项目可实现对公交线路、车辆、司机状态等信息实时

采集、应用和分析，实现智能化、无纸化运营调度、降低事

故率和节能减排，进而提升企业管理水平和运营效率。同时，

为公众出行服务提供准确、及时、全面的基础数据，为政府

行业监管提供准确有效的决策依据。 

 

 

 

 

 

 

 

 

根据运营情况，调度员可以及时发出调度指令，调整行

车间隔、增加/取消车次、发布时间互换、提示驾驶员运行速

度和位置等，提高车辆利用率，最大限度减少拥挤度，缩短

等车时间，提高乘车舒适度。公交智能调度系统实现调度可

视化、智能化，配合站台监控、车载终端设备，随时掌握整

个线路的运营、客流和路阻等情况。除电脑端外，还可在手

机上操作。“指间调度”将大幅提升调度运营效率，提高整体管

理、服务水平。 

目前该项目已具备车辆监控、运行监测、智能调度、运

营管理、数据资源中心、GIS 监控、模拟线路等管理和教学



实训功能。 

该项目立足于国家智慧交通的发展需要，结合了公运职

院创优质高职校建设和十三五发展规划，开创了将智能公交

调度软件应用于教学培训的全国先例。 

《城市公交智能调度 ERP 培训系统》除了对我院交通

运输类专业学生的培训应用外，还在开展对缅甸仰光交通厅

官员和公共交通企业高管人员的培训和泰国 28 名留学生的

培训中应用，收到较好的效果。在助推重庆智能公交装备技

术落地缅甸仰光省，对提升学院在集团和重庆公共交通在缅

甸、泰国公共交通运输行业产生良好的影响。 

2018 年 7 月，教育部发布《中国高等职业教育年度质

量报告（2018）》收录应用该成果的缅甸仰光交通厅高管培

训项目。 

四、特色创新 

以国企办学、行业办学的背景，充分发挥企业资源优势、高

校人才优势，集中科研力量为企业解决实际问题，以问题为

导向，形成实现“创新有团队、研发有平台、投入有产出、成

果有转化、产业有链条”的产、学、研、用协同创新的成功实

践，是深化“产教融合”、增强国企高职院校服务产业发展能力

的有效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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