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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交通》

内容概要

本书详细而深刻地探讨了“互联网+交通”这个新课题，内容涉及移动互联网对城市智能交通的巨大
影响，BAT三巨头城市交通O2O布局的评定，如何运用大数据等新技术，国内外“大数据+交通”应
用与实践，物联网时代的智能物流怎么运行，“互联网+客货运输”如何跨界，如何构建新型的智慧
物流生态圈，总结并预测了互联网技术对中国智能交通行业产生的冲击和影响，等等。本书适合交通
行业研究者、对移动互联网发展研究感兴趣的读者、关注“互联网+”的读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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