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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互联网+的城市轨道交通票务管理分析

王凯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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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轨道交通项目的不断增加，以及城市的高速发展、人口的增加，基于自动售检票（AFC）系统的票务管理已成

为轨道交通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结合新时代互联网+的发展状态，进行票务管理的创新发展，实现互联网购票、二维码过

闸、城市间的互联互通、将互联网与轨道交通售检票结合，使得人们出行更加方便快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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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互联网+时代当中，借助互联网+技术的使用优势，

股联网+技术在各个行业广泛的使用在生产以及服务活动当

中，互联网也为票务系统化的管理带来了很大的便利性，解

决了当下票务管理当中存在的很多问题，满足了实际的工作

需求。所以伴随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互联网技术的广泛运

行，人们也渐渐熟悉互联网技术给生活带来的便利性能，并

且这样的消费观念及形式也逐渐融入到票务各项业务与乘客

出行当中，基于此期望在互联网的发展之下，我国轨道交通

能够结合互联网的不断发展完善票务管理系统建设，建设更

加便利的AFC系统，为乘客出行提供便利。

1  城轨交通票务管理发展历程

1.1  基于纸票的票务管理

最初的地铁纸票设计较为简单小巧，票价以“角”为

单位，后续随着物价及线路开通的增加，票价有所增加，票

样设计的辨识度和美观性也进一步提升。纸票时代也在时代

发展的推动下完成了最后的历史使命。基于纸票的票务管理

模式，完全依靠人工处理，无自动售检票处理系统，由人工

进行票卡测算、配送、清点、核查等，票款的收缴也是基于

人工清点及人工逐级核对，票务监管难度较大，主要问题如

下：一是票卡及相应票款出现问题时，手工记录检索量庞大

且因手工记录、人工错误难以避免，增加了票务事故及票务

事件的调查难度。二是因无售检票类设备，站务人员与乘客

有较多正面接触，常因员工性格或乘客原因，引发车站工作

人员与乘客肢体冲突，导致乘客投诉。三是员工劳动强度较

大，易发生票务业务差错，且在发生突发事件时，无系统及

设备支持，无法灵活的开展车站客运组织。四是无系统及后

台监管，存在较多票务监管漏洞，如售检人员串通、售卖回

收纸票、挪用票款后期补足等等票务违规事件。

1.2  基于实体卡的票务管理

随着AFC技术的发展和成熟，实体卡的票务管理工作

模式日趋完善，主要采用AFC系统监控、辅助人工审核的方

式，对AFC系统及数据展开全面监管，主要管理模式如下：

一是票卡的系统化管理，建立动态实时票卡库存监管系统，

实现物流线下配送、AFC系统线上接收的功能，并针对票卡

的各项业务处理及相应票款进行系统为主、人工为辅的双重

监管，确保了车站有价证券的安全运转；二是票卡的应急处

置实现跨系统联动、模式化，为应对大客流、突发火灾等紧

急情况，业务人员可通过AFC工作站或由FAS系统联动，触

发紧急或降级模式，直接放行乘客，同时终端设备可按照参

数限定设置降级模式自动处理乘客票卡，无需人工干预，提

高票卡处理效率，为乘客提供无感票务服务；三是AFC终端

设备状态传输实时化，对于重大故障系统实现自动报警，可

对系统进行实时监管，确保前端乘客可正常使用票卡及系

统设备稳定运行；四是各级AFC数据采集分析系统化、自动

化，系统可按照不同票卡类型生成客流类、现金类等分析报

表，为日常票务收益管理和运营决策提供数据支持。相较纸

票阶段，城市轨道交通实体票卡的票务管理水平发生了质

的飞越，票卡、AFC系统监管、数据统计分析均实现了电子

化、自动化，大大提升了票务监管工作的效率和准确性。乘

客购票和进出站的便捷性和速度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员工

也从人工售检票的高强度劳动中解脱出来，售检票工作基本

均可由AFC设备来完成。AFC系统五层架构如下图1。

图1  AFC系统五层架构

2  互联网 +背景下，城市轨道交通票务管理管理策略

分析

2.1  建立互联网+的票务平台

当下在我国的建设当中，通过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

我国也开始大力提倡高效的数字化建设，大力支持互联网+

在城市交通轨道建设当中的发展。可见，网络票务平台建设



Engineering Technology and Development, 工程技术与发展 (2)2022,4
ISSN:2661-3506 (Online) 2661-3492(Print)

41

是推动票务管理创新的重要途径，也是轨道交通的重要发展

趋势。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我国很多城市都推出了网络购

票、码上过闸等多元化票务业务。此外，城市轨道交通互联

网售票平台还采用了自建自办、协同建设管理、委托管理等

多种模式设计和管理。其中，自建自办是指由轨道交通部门

自主建设互联网售票平台，虽然该模式具有平台数据独立分

析、票务管理高效安全等特点，但需要设备投入高昂的开发

成本，难以推广，设备现有平台与其他票务软件或网络平台

难以兼容。协同建设管理是指轨道交通部门和专业的网络平

台建设团队共同开发建设互联网售票务平台，这种平台设计

和管理模型的开发成本相对较低，但有多个设计和管理操作

界面，并且在管理中轨道交通部门与专业网络平台建设之间

仍存在一定程度的管理重叠，这将增加票务系统的风险。可

信管理是指轨道交通票务部门可以将互联网票务平台建设相

关业务交给第三方（即专业的网络平台建设团队），由第三

方运营和管理互联网票务平台，但该模式城市轨道交通票务

管理部门难以对平台进行有效管控，难以深入参与和管理城

市轨道交通票务云平台相关工作。

2.2  建立全国 AFC 行业统一的建设、运营标准

互联网技术在票务管理系统中的应用，为实现跨区域清

分及票务管理提供了制度基础，也为实现乘客票务业务一体

化、无感化，改善乘客乘车体验，提升ACC数据处理及提高

对账效率提供了技术支持。目前各地区 AFC 系统和业务的发

展进程不一致，建设标准也不一致，特别是互联网业务在票

务业务中的应用，但随着乘客对于城市间互联互通的需求越

来越迫切，建立支持跨区域清分及票务业务处理的AFC体系

已是必然趋势。目前，交通运输部也在组织开展对于AFC系

统的建设、运营技术条件标准的编制工作，该类标准颁布实

施后，将为地区间的“无界限”AFC 业务 发展提供重要保

障。互联网业务逐渐推广后，乘客感受着便捷支付的同时，

也对无感出行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目前城市轨道交通

可使用的互联网平台过于分散，多个 APP 多个支付渠道（如

支付宝、微信、翼支付、美团支付等）并行，且各地铁运营

单位也有其独立的轨道APP，如果想实现异地乘车，乘客需

下载多个 APP，大大降低了乘客无感化出行的体验。同时，

多个 APP 共存，对于ACC后台的数据对账，也存在一定的稽

核难度，需要多个第三方支付平台共同核查，以确保数据处

理及对账的准确性。

2.3  互联网+云票务管理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票务管理系统将向虚拟化

演进形成云票务管理系统，互联网+云票务管理成为大势所

趋。以前乘客需要买实体卡，现在只需打开APP软件，自动

生成电子二维码车票，乘客扫码即可进站。当乘客下车离开

车站时，APP软件打开并接近出站闸机的传感器区域，闸机

自动采集电子二维码车票信息并确认终端，然后将信息上传

至票务系统，自动确认终端并扣费。如果扣款不成功，则无

法打开闸门，旅客只能重新支付车票后才能打开闸门离开。

现阶段，利用互联网+云票务管理模式，让乘客出行更加舒

适快捷，同时节省了车票生产成本，为轨道交通企业提供了

更大的经济效益。

结束语：当下互联网时代已经到来，基于此借助互联网

技术的不断发展趋势以及互联网技术的广泛性应用，因此城

市轨道交通也要满足新时代人们的需求，结合新的发展技术

进行城市轨道交通发展的变革。在互联网+时代已经来临的

状况下，如何更好地满足和契合各类型乘客的出行需求，是

城轨交通面临的挑战。因此互联网+下的城市轨道交通票务

管理模式也应顺势而行，实现智能化的票务管理方式，促进

城市轨道交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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