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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申报
（一）基本情况【围绕《浙江工程师学院（浙江大学工程师学院）工程类专业学位研究生工

程师职称评审参考指标》，结合该专业类别(领域)工程师职称评审相关标准，举例说明】

1.对本专业基础理论知识和专业技术知识掌握情况(不少于200字)

我所学的交通运输专业涵盖了交通规划、运输组织、智能交通系统、交通工程、交通管理与

控制等多个核心模块。在研究生阶段，我系统掌握了道路交通系统分析、交通需求预测、交

通仿真、城市交通管理、可持续交通发展等方面的理论知识，尤其对交通系统建模与优化、

交通行为分析、智能交通系统（ITS）及碳排放测算等方面具备扎实的理论基础。此外，我

通过大量课程实践和项目研究，熟练掌握了ArcGIS、TransCAD、VISSIM、Python等交通相关

软件的使用，能够开展复杂交通问题的建模、仿真与数据分析。我深入理解现代交通系统与

低碳发展、智能化管理之间的联系，具备将基础理论与实际需求相结合的能力，为今后在工

程实践中开展复杂项目分析和管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工程实践的经历(不少于200字)

在研究生阶段，我参与并主导了多项交通工程实践项目，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首先，在

“交通运输行业碳排放计算与预测”项目中，我组织开展了区域交通流量和车辆分类数据的

采集，基于OD（Origin–

Destination）数据与排放因子，编写Python脚本实现了碳排放量的实时估算与未来趋势预

测；通过对比不同交通政策情景下的排放结果，为地方政府提供了科学的减排路径建议。其

次，在“停车预约政策研究”中，我设计并实施了基于移动端App的用户行为模拟试验，评

估预约策略对停车场周转效率与道路交通拥堵的影响；通过构建离散选择模型，分析了不同

预约价格、时间窗和处罚机制对用户出行决策的作用。第三，在“电动汽车充电桩规划”项

目中，我结合区域人口、车拥有量及充电需求预测模型，提出了充电设施的空间布局与分时

定价方案，并利用多目标优化寻求充电桩数量与位置的最优配比。最后，在“区域交通碳排

放计算”项目中，我利用OD交通流数据与车辆分类数据，调用《IPCC指南》排放因子，对不

同政策场景下的区域交通碳排放量进行量化对比分析，并提出了交通结构调整和出行方式转

变的减排建议。以上实践锻炼了我从需求调研、模型建立、方案优化到政策评估的全流程能

力。

3.在实际工作中综合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案例（不少于1000字)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城市交通面临越来越严峻的拥堵与碳排放压力。尤其是在城

市核心区域，机动车出行比例高、停车资源紧张、尾气排放集中等问题日益突出，成为制约

绿色交通发展的主要瓶颈。在此背景下，我参与并主导了“基于预约技术的停车换乘系统优

化与区域碳减排路径研究”项目，旨在通过技术创新与系统集成，提升城市停车换乘系统运

行效率，减少不必要的机动车出行与碳排放，为区域交通绿色转型提供理论支持和工程实践

依据。

一、项目背景与研究目标

本项目聚焦城市外围与中心城区之间的通勤出行特征，通过建立高效、可预测的停车换乘（

P+R）系统，鼓励市民在城市外围将私家车停放后换乘公共交通，从而减少进城车辆总量，

缓解交通拥堵与碳排放。同时，引入“停车位预约系统”，利用大数据与移动互联网技术提

升车位分配效率，减少寻找车位产生的绕行与空驶现象，进一步实现碳排放的削减。

项目主要目标包括：

  构建基于出行行为数据的停车换乘系统优化模型；

  设计融合预约机制的停车管理平台，提升用户体验与车位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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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量评估该系统对区域交通碳排放的影响，提出政策优化建议。

二、技术路径与综合应用

在该项目中，我综合运用了交通运输专业的多门课程知识，包括交通系统规划、交通流理论

、交通信息技术、碳排放核算与控制等内容，具体应用如下：

1. 停车位预约系统开发与优化算法设计

基于用户换乘行为分析，我主持开发了一个预约停车系统，包括：用户端App模块：提供车

位实时信息、预约下单、导航至车位、换乘建议等功能；管理端平台模块：动态管理车位分

配，整合公交时刻与交通流量预测信息；算法核心模块：采用动态分配与定价优化模型，基

于车位需求预测与用户偏好，使用启发式算法（如遗传算法、粒子群优化）实现不同时段预

约车位的优化配置。

2. 碳排放核算模型构建与分析

针对区域交通碳排放量核算，我基于《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和《道路交通碳排放因

子手册》中的方法，构建了一个分车型、分路段的碳排放估算模型。通过整合用户在“预约

换乘”与“全程驾车”两种情境下的出行路径、行驶距离和交通状态，我计算出每次出行对

应的碳排放量。在此基础上，我模拟了在预约系统覆盖率从0到90%时区域的碳减排效果。结

果显示，预约系统推广至60%以上用户后，区域高峰期碳排放量可下降约18.6%，并显著降低

了通勤峰值时段的拥堵指数（下降约12.4%）。

3. 项目仿真验证

项目在苏州市观前街商业区进行仿真分析，得到结果如下：

1. 
换乘率显著提升：相比无预约政策，该区域P+R用户占比由约28%提升至53%，有效减缓了城

市核心区的交通压力；

2. 
停车效率提高：通过预约管理，单位时间车位周转率提升了30%以上，有效减少了用户寻找

车位所需的行驶里程；

3. 碳排放明显降低：根据核算模型，仿真区域日均减少碳排放量约320kg； 

三、个人能力提升与项目总结

通过本项目，我不仅加深了对专业知识的实际应用能力，也提升了在跨学科、跨系统复杂工

程问题上的综合解决能力。尤其在以下几个方面收获颇丰：系统建模与数据分析能力：熟练

掌握从原始数据采集、清洗、建模、分析到政策建议形成的全过程；跨部门沟通与项目管理

能力：在项目实施中多次与政府部门、企业运营方、系统开发商沟通，协调资源与时间进度

，提升了我的工程组织协调能力；低碳交通理解与实践经验：对交通领域“碳达峰”“碳中

和”的实现路径有了更加系统深入的认识。

本项目的成功表明，将现代信息技术与传统交通系统融合，通过“停车+换乘+预约”一体化

设计，能够有效提高城市交通系统运行效率、降低能源消耗与碳排放，为我国绿色交通发展

提供了可借鉴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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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取得的业绩（代表作）【限填3项，须提交证明原件（包括发表的论文、出版的著作、专利

证书、获奖证书、科技项目立项文件或合同、企业证明等）供核实，并提供复印件一份】

1. 
公开成果代表作【论文发表、专利成果、软件著作权、标准规范与行业工法制定、著作编写、科技

成果获奖、学位论文等】

成果名称

成果类别 

[含论文、授权专利（含

发明专利申请）、软件著

作权、标准、工法、著作

、获奖、学位论文等]

发表时间/

授权或申

请时间等

刊物名称

/专利授权

或申请号等

本人

排名/

总人

数

备注

Assessment and 

optimization of 

parking reservation 

strategy for Park-

and-Ride system 

emissions reduction

一级期刊
2023年10

月20日

Transporta

tion 

Research 

Part D: 

Transport 

and 

Environmen

t

2/4
SCI期刊

收录

一种基于Agent仿真的停

车换乘碳排放估算方法
发明专利申请

2022年11

月25日

申请号：20

2210897643

.5

  

      

2.其他代表作【主持或参与的课题研究项目、科技成果应用转化推广、企业技术难题解决方案、自

主研发设计的产品或样机、技术报告、设计图纸、软课题研究报告、可行性研究报告、规划设计方

案、施工或调试报告、工程实验、技术培训教材、推动行业发展中发挥的作用及取得的经济社会效

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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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校期间课程、专业实践训练及学位论文相关情况

课程成绩情况 按课程学分核算的平均成绩： 89 分

专业实践训练时间及考

核情况(具有三年及以上

工作经历的不作要求)

累计时间： 1 年（要求1年及以上）

考核成绩： 91 分

本人承诺

个人声明：本人上述所填资料均为真实有效，如有虚假，愿承担一切责任

，特此声明！

                                  申报人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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