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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进一步加强，科技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日益
显著，教育在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中所处的地位日益重要。
进入新世纪，面对国际国内经济与社会发展所出现的新特点，我国的高等教育迎来了良好的发展机遇
，同时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高等教育的发展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重要时期。
其一，加入WTO，中国经济已融入到世界经济发展的进程之中，国家间的竞争更趋激烈，竞争的焦点
已更多地体现在高素质人才的竞争上，因此，高等教育所面临的是全球化条件下的综合竞争。
其二，我国正处在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的重要历史时期，这一时期，我国经济结构调
整将进一步深化，对外开放将进一步扩大，改革与实践必将提出许多过去不曾遇到的新问题，高等教
育面临加速改革以适应国民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需要。
面对这样的形势与要求，党中央国务院提出扩大高等教育规模，着力提高高等教育的水平与质量。
这是为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采取的极其重大的战略步骤，同时，也是为国家未来的发展提
供基础性的保证。
　　为适应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需要，早在1998年7月，教育部就对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进行了第
四次全面修订。
在新的专业目录中，土木工程专业扩大了涵盖面，原先的公路与城市道路工程，桥梁工程，隧道与地
下工程等专业均纳入土木工程专业。
本科专业目录的调整是为满足培养“宽口径”复合型人才的要求，对原有相关专业本科教学产生了积
极的影响。
这一调整是着眼于培养21世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人才的需要而进行的，面对新的变化，要求我们对
人才的培养规格、培养模式、课程体系和内容都应作出适时调整，以适应要求。
　　根据形势的变化与高等教育所提出的新的要求，同时，也考虑到近些年来公路交通大发展所引发
的需求，人民交通出版社通过对“八五”、“九五”期间的路桥及交通工程专业高校教材体系的分析
，提出了组织编写一套2l世纪的具有鲜明交通特色的高等学校教材的设想。
这一设想，得到了原路桥教学指导委员会几乎所有成员学校的广泛响应与支持。
2000年6月，由人民交通出版社发起组织全国面向交通办学的12所高校的专家学者组成21世纪交通版高
等学校教材（公路类）编审委员会，并召开第一次会议，会议决定着手组织编写土木工程专业具有交
通特色的道路专业方向、桥梁专业方向以及交通工程专业教材。
会议经过充分研讨，确定了包括基本知识技能培养层次、知识技能拓宽与提高层次以及教学辅助层次
在内的约130种教材，范围涵盖本科与研究生用教材。
会后，人民交通出版社开始了细致的教材编写组织工作，经过自由申报及专家推荐的方式，近20所高
校的百余名教授承担约130种教材的主编工作。
2001年6月，教材编委会召开第二次会议，全面审定了各门教材主编院校提交的教学大纲，之后，编写
工作全面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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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1世纪交通版高等学校教材·智能运输系统(ITS)概论(第2版)》全面系统地介绍了智能运输系统
的基本概念、基本构成规划方法，详细讨论了城市信号控制系统、车辆定位与导航系统、高速公路管
理系统及电子收费等ITS应用系统申的理论与关键技术。
《21世纪交通版高等学校教材·智能运输系统(ITS)概论(第2版)》是国内第一部关于智能运输系统的书
籍，内容丰富，取材新颖，可作为高等院校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道路与铁道
工程、载运工具运用工程等交通运输工程类专业及相关专业本科生、研究生的参考教材，也可供智能
运输系统等相关领域的研究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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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概述　　电子收费系统（ETC，Electronic Toll Collection System）采用了无线电通信、计算机
、自动控制等新技术，通过路侧设备与车载电子标签的无线通信，在不需停车的情况下，自动完成收
费过程。
　　ETC系统收费过程中流通的不是传统的现金，而是电子货币。
收费电子化是电子收费系统的一个重要特征，电子收费系统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实现了公路的不停
车收费。
使用ETC系统的车辆只需要按照限速要求直接驶过收费道口，收费过程自动完成，不必再像以往一样
在收费亭前停靠、付款。
　　ETC系统与传统收费方式不同，它省去了用户在收费站的停车、交费环节，可以避免车辆在收费
口的停车等待以及交费的时间，避免了由于收费造成的交通延误与交通拥堵。
统计表明，不停车收费车道的通行能力为2 500辆／h，是人工收费的5倍以上，相当于增加5条人工收
费通道。
因此，ETC系统将会有效地提高有限空间的利用率，极大地提高公路收费站的通行能力，解决了因停
车收费所造成的收费站堵塞。
　　1．ETC系统的特点　　（1）省去了车辆在收费站处的停车、收费环节，消除了车辆在收费口处
的停车等待、交费的时间，摆脱了由于收费造成的交通堵塞现象。
　　（2）驾驶员不必在收费站直接支付现金，从而避免了各种舞弊和误用现象。
　　（3）可以在不建造额外收费设施（如：更大的收费广场）的情况下提高车流量，还可以减少收
费人员的数量，从而减少收费成本。
　　（4）对于公众来说，由于不停车收费系统消除了汽车在收费站的等待时间，因此在收费广场怠
速车辆大大减少，从而减少了排向大气的汽车尾气，降低了大气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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