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 1  城市轨道交通票务系统概述 

 项目导入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深入，城市化进程高速发展，城市人口快速增长，特别是

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大城市，人口都已经超过千万，甚至达到 2000 万。城市人口的

急剧增长，给社会可持续发展带来了极大挑战，特别是城市交通问题。截至 2017年年底，我

国机动车保有量达 3.1 亿辆，北京的机动车保有量已经达到 564 万辆，城市地面交通拥堵不

堪。可以说，交通问题已成为阻碍北京经济、文化发展的“拦路虎”。为解决北京的交通难题，

北京提出建设“公交城市”和打造“人文交通、科技交通、绿色交通”的和谐城市。在这一

背景下，城市轨道交通在北京乃至全国大中城市，都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在北京，确立城市轨道交通在城市公共客运系统中的骨干地位，可以发挥其引导与支撑

城市空间结构优化调整的作用。应按照“安全、质量、功能、成本和效率”相统一的原则，

加快轨道交通新线建设，扩大规模，增加中心线网密度。2010年年底轨道交通运营里程达

336km，2012年达420km，2015年达666km，2017年达 684.4km，形成“三环、四横、五

纵、八放射”的网络体系。五环路内线网密度达 0.15km/km2，平均每步行 1000m即可达到

一个轨道交通站点。全市轨道交通日均客运量达 1000 万人次以上，运营管理达到国际先进

水平。除了北京，目前上海、广州、深圳、天津和南京等城市都已经建成地铁或轻轨网络，

其他更多的城市轨道交通也在建设与规划中。未来，城市轨道交通将成为所有大中城市不可

缺少的配套基础设施。 

目前，国内部分城市已初步制定了一些适合本地轨道交通特点的地方性标准或规范：上

海、北京等城市已公开发布了公交一卡通及城市轨道交通自动售检票系统通用技术规范等地

方标准，广州、上海、南京等城市的地铁内部均制定了较为全面的 AFC系统技术规范，深圳、

苏州、成都、重庆、杭州、武汉等地都在积极开展这项工作。AFC系统的建设应立足于线网

化运营的需求，尤其是在第一条城市轨道交通线路的 AFC系统建设时，应进行总体规划，确

保系统稳定运行和可持续发展，其重点是面向线网化运营的功能需求和 AFC 标准的建设。

AFC 系统线网标准的建设逐渐得到地铁业主等各方面的重视，各地均把线网 AFC 系统标准

的建设作为重点。 

 知识目标 

1. 国外城市轨道交通票务系统发展现状及其票务管理情况。 

2. 国内城市轨道交通票务系统发展现状。 



 

 能力目标 

1. 了解国内城市交通票务系统的发展。 

2. 掌握国内城市轨道交通票务系统的现状。 

3. 掌握国内外城市轨道交通票务系统的特点。 

 素质目标 

1. 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和积极的态度。 

2. 培养学生善于分析问题和主动思考的职业素养。 

3. 培养学生团队协作的精神。 

任务 1  城市轨道交通票务系统发展现状 

 任务要求 

1. 掌握国内外城市轨道交通票务系统的特点 

2. 了解国内城市交通票务系统的发展并掌握国内城市轨道交通票务系统的现状。 

 知识准备 

一、国外城市轨道交通票务系统发展现状 

20 世纪 70 至 90 年代初，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开始推行 AFC 系统，并建立基于磁票（含

单程票、储值票）处理的 AFC系统。下面以莫斯科、东京等城市为例介绍国外城市轨道交通

票务系统的发展。 

1．莫斯科 

莫斯科地铁是全球最大的大众运输系统之一，它一直被公认为世界上最漂亮的地铁，每

个地铁车站建筑格局各不相同，有其独特风格，享有“地下的艺术殿堂”的美称。 

莫斯科地铁的布局以莫斯科市为中心呈放射状向四周延伸，间以环形线路，线路密集、

分布均匀，最大限度地覆盖了整个城市区域，共有12条线路，172个车站，其运营里程已达

278.3km。根据不完全统计，莫斯科地铁的年客流量达 32亿人次。 

1996年，莫斯科地铁全面安装自动售检票系统。1997年自动售检票统开始使用第一代磁

卡车票。2002年，莫斯科地铁实行一票制，车票类型多种多样，按照可乘坐次数划分，分为

单次票、双次票、5 次票、11 次票、20 次票、40 次票、60 次票；按照有效时间划分，分为

日票、月票、季票、年票。莫斯科地铁制定价格时注意照顾弱势群体，学生和老人可以享受

一定程度的价格优惠，莫斯科地铁票价见表 1.1。 



 

表 1.1  莫斯科地铁票价 

车票类别 次数 有效期（天） 票价（卢布） 票价（人民币） 

单程 1 

5 

28 6.6 

双程 2 56 13.2 

1次＋小行李 1 28 6.6 

1欠＋大行李 1 56 13.2 

5次 5 

45 

135 31.8 

10次 10 265 62.4 

20次 20 520 122.4 

60次 60 1245 293.0 

月票 70 

60 

1230 289.4 

联程票 70 2380 560.0 

学生票 

无限制 

350 82.4 

30天微型卡 30 1710 402.4 

90天微型卡 90 3485 820.0 

365天微型卡 一年 11430 2689.5 

2．东  京 

1927 年 12 月，东京地铁银座至浅草寺路段开通，东京由此成为亚洲最早拥有地铁的城

市。东京的地铁由两家公司负责经营、维护和技术管理，分别为营团地铁（帝都高速交通财

团运营的地铁）和都营地铁（东京都交通局运营的地铁），共运营 13条线路，285个座车站，

线路总长321.6km。东京地铁日平均客流量为 1100 万人次左右，是世界上客流量最大的地

铁系统。由于两大地铁运营系统经营状况良好，除 2014年因消费税率调整被动涨价外，东京

地铁过去 20年保持票价不变。 

东京地铁的自动售检票系统采用分段计价制，见表1.2。东京地铁车票票种繁多，包括

PASMO（IC卡）、普通车票、儿童票、次数卡、月票、团体票、单日票和换乘车票等，所有

票种都可灵活使用和换乘。 

表 1.2  乘车距离与票价 

距离（km） 购买普通车票乘车 使用 IC卡乘车 

1～6 170 日元（儿童 90日元） 165日元（儿童 82日元） 

7～11 200日元（儿童 100日元） 195日元（儿童 97日元） 

12～19 240 日元（儿童 120日元） 237日元（儿童 118日元） 

20～27 280 日元（儿童 140日元） 278日元（儿童 139日元） 

28～40 310 日元（儿童 160日元） 308日元（儿童 154日元） 

3．新加坡 

新加坡地铁又叫大众捷运系统（简称 MRT），开通于 1987 年，是目前世界上最发达、



 

高效的公共交通系统之一。当前设有 113 个地铁车站，148.9 千米的标准轨距线路。 

新加坡地铁由公司负责经营，以盈利为目的，地铁车票的价格都被调整到至少收支平衡

的水平。经营公司以行程距离为基准计算车费，付费方式主要有单程票、易通卡（ez-link 

Card）及通行卡 3 种。所有付费系统由公司统一经营，乘客只需通过付费门，车费便会自动

被计算及扣除，因此转换路线十分方便。此外，使用单程车票的乘客也可以于途中决定延长

行程，在到达目的地车站后再支付差额。 

4．巴  黎 

巴黎地铁是法国巴黎的地下捷运系统，由巴黎大都会铁路公司负责营运，于 1900年起运

行至今。目前，巴黎地铁有 14条主线和 2条支线，303个车站，总长度 220km（133.7英里）。 

从 20世纪初到 50年代，巴黎地铁建设取得长足的发展，基本形成了今天的格局。20世

纪 50年代至 70年代，是巴黎地铁最辉煌、最值得夸耀的时期，法国领先于世界的磁卡技术

在地铁领域得到运用，1973年自动检票机投入使用，1975年地铁磁卡月票问世。 

巴黎的票务系统充分考虑了多种需求，其票种种类包括：单票、本票、天票、周票、月

票、年票、青年票、观光票、联票等，还针对儿童、学生等设置了不同的票种。乘坐巴黎地

铁和法兰西岛其他公共交通工具的长者、多口之家家庭成员和一些特殊人群等可以享受打折

优惠及免费乘坐。 

5．伦  敦 

伦敦地铁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地下铁道，于 1856年开始修建，1863年 1月 10日正式投入

运营，截至 2015年 6月，伦敦地铁共有 12条线路，275个车站，总长度达到 440km。 

英国的地铁是分段收费的，所经区域越多，收费越贵，但每天乘地铁的费用金额有上限。

车票种类按地区分，可分为一个区价、二个区价、三个区价、⋯六个区价；按时间分，可分

为单程票、往返票、日票、周票和月票等；按年龄分，可分为大人票、儿童（5～15岁）票。

五岁以下搭乘地铁、公交车免票。另外还有个人票、家庭票、团体票及一日旅游卡、周末二

日旅游卡、家庭旅游卡、团体旅游卡、一周旅游卡。 

二、国内城市轨道交通票务系统发展现状 

我国在 20世纪 90年代开始探索自动售检票系统，迄今 20几年的时间，经历了从无到有、

从小到大的发展，归纳起来，可以分为启蒙、实践、调整 3个阶段。下面以北京、上海、广

州、香港及重庆为例介绍我国城市轨道交通票务系统的发展历程及发展现状。 

1．北  京 

北京地铁是服务于北京市的城市轨道交通系统。其规划始于 1953年，工

程始建于 1965 年，最早的线路竣工于 1969 年，1971 年开始运营，是我国第

一个地铁系统。 

北京地铁最初采用纸质车票、人工检票的形式。1985年，北京轨道交通开始进行自动

售检票系统的可行性研究，但应用较晚；2003 年 12 月 31 日，北京第 1 套单线自动售检票

系统在地铁 13 号线投入使用，这是一套基于磁票的 AFC系统，集成商为日本信号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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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单程票为一次性纸质票制磁票；2008 年 6 月 9 日，北京地铁正式启用自动售检票系统，

人工售出的纸质车票停用，取而代之的是非接触式 IC 卡车票。乘客只需在地铁出入口的自

动检票机上刷一下车票或是“一卡通”即可完成进出站。在 2014 年 12 月，近 8 条北京地

铁线路已经完成自动售票系统。目前，北京已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一卡通行、一票通行”

和无障碍换乘。  

2．上  海 

上海轨道交通又称上海地铁，其第一条线路——上海轨道交通 1号线于

1993年5月28日正式运营。 

上海地铁最早采用纸质车票、人工售检票的方式，经历了由单一票价向多

级计程票价的转换。1999年 3月 1日，自动售检票系统的使用标志着上海轨道交通售检票管

理工作进入计算机时代。2000年，在上海城市轨道交通 1号线原自动售检票系统的技术上叠

加了国产的以上海公交卡作为储值票的系统，形式同磁卡和非接触城市公共交通卡，同时实

现了地铁运营商与公共交通卡公司的交易数据与账务结算。2001年，上海地铁 2号线投入运

营，并将1号线自动售检票系统同步扩展到 2 号线。2005 年 12 月，上海地铁正式实行线路

联网，设立路网清分结算中心，负责票卡发行、数据汇集处理等工作。 

3．广  州 

广州地铁是服务于广州市的城市轨道交通系统，于 1997 年 6 月 28 日开

通。截至 2013 年 12 月 28 日，广州地铁共有 9 条营运路线，总长为 260.5 千

米，共 164座车站。 

2006 年 12 月 15 日之前的广州地铁票价按区间分段计价，自 2006 年 12 月 15 日起，广

州地铁线网票价按里程分段计算票价。广州市地铁 1 号线采用美国 CUBIC 公司的磁卡自动

售检票系统，并于 1999年年初全线投入使用。为适应线网换乘和清分的要求，对系统进行了

改造，现系统使用非接触式 IC卡车票实现换乘。单程票在售出当站、当日有效，出站时，车

票由出口闸机回收。 

4．香  港 

香港地铁曾经是香港两大城市轨道交通系统之一，原称地下铁路，由香港铁路有限公司

运营。香港地铁始建于 1975 年，1979 年起首条线路开通运营，为乘客提供市区列车服务，

且采用了自动售检票系统。香港地铁现在已成为香港公共交通的重要方式，是世界上最繁忙

的城市轨道交通之一。 

香港地铁收费分成人及特惠两种。地铁收费根据路程长短而定，所乘搭的站数越多，收

费就越高。车票有 3种类型：八达通、单程票及旅客票。 

5．重  庆 

重庆轨道交通是服务于我国直辖市重庆的城市轨道交通系统。第一条线路于 2004 年 11

月 6日开通观光运营，于 2005年 6月 18日正式开通运营，是中国西部地区第一条城市轨道

交通。重庆轨道交通已运营里程 202千米，日均客流量突破 140万，均位居中西部第一位。 

2005年 6月，重庆轨道集团正式启用自动售检票系统代替人工售检票方式。重庆轨道交

通实行“实行里程计价、递远递减”的计程票价。乘客进入车站后，可持宜居畅通卡（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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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交卡）或轨道交通纪念票刷卡进站乘车，无票乘客到自动售票机或人工售票处购买单程票

后刷卡进站乘车。车票种类包括：单程票、宜居畅通卡、纪念票、定次票及一日票。 

 任务实施 

通过调研、收集，能够阐述我国各城市轨道交通发展情况及 AFC系统使用情况，并了解

该城市轨道交通票制。将相关内容填写在表 1.3中。 

表 1.3  城市轨道交通及其 AFC系统发展记录表 

序号 城市名 开始运营时间 线路条数 票制 AFC系统使用情况 AFC系统的重要性

1       

2       

3       

4       

5       

 评价考核 

评价表 1.1 

项目名称  学生姓名  

任务名称  总成绩  

评价项目 评价等级 

学习目标 评价内容 
小组评价

（A/B/C/D/E） 

教师评价

（A/B/C/D/E） 

知识目标 

国外城市轨道交通票务系统发展现状及其票

务管理情况 
  

国内城市轨道交通票务系统发展现状   

能力目标 

了解国内城市交通票务系统的发展   

掌握国内城市轨道交通票务系统的现状   

掌握国内外城市轨道交通票务系统的特点   

素质目标 

积极的学习态度   

任务完成过程中和同学或教师进行充分的交

流沟通 
  

任务完成过程中的团队协作精神   

教师评语 

 
 
 
 
 

教师签名： 



 

任务 2  票务管理体系 

 任务要求 

1. 掌握车站票务管理的主要内容。 

2. 掌握运营公司票务组的主要职责。 

3. 掌握票务中心的主要职责。 

 知识准备 

票务管理体系是以车票销售为中心的管理体系，一般涉及的单位有车站、网络售票等，

具体工作内容包括车票开制、票底管理、磁票回收、车票维护、联网票务调度等。票务管理

体系是确保车票发放安全、客流稳定不超载、运营企业资金安全的必要管理体系。 

1．车站票务管理 

车站票务管理可以从人、设备、现金、消耗料 4 个方面的关系着手，负责执行票务的收

益管理、车票管理和票务设备设施管理，如图 1.1所示。车站票务管理主要内容有： 

（1）票款营收管理：主要是售票员在每日工作结束后，将当日的单程票、交通卡售卡充

值和 BOM、TVM实际收到的收入填写台账并上送。 

 

图 1.1  车站票务管理模型 

票卡周转管理：包括车站内各类票卡的领取、发售、废卡，将这些卡的信息每日进行统

计并填写台账。 

交接备注管理：主要是售票员记录一些补、短款信息、登记交接班的信息。 

车站备用金管理：即车站的备用金使用和归还以及变更情况管理。 

发票管理：车站级的发票的票种、领用、退还，这些信息也需要每日填写台账。 

银行票据管理：通过特质的带条形码的四联单和票据打印机实现银行票据管理电子化。 

落实中心票务管理、票务稽查工作，执行中心票务工作计划中相关工作任务，完成各项

票务指标。 



 

执行票务规则及总部、中心各类票务规章制度，提出修改完善建议；负责编制AFC系统

设备操作手册，并为中心编写票务规定提供技术支持。 

2．运营公司票务组 

银行资金账接入：和银行通过接口的方式将银行的电子回单导入系统，作为资金对账的

依据。 

票卡周转管理：本运营公司管辖的票卡的发放、回收和调拨管理；同时向票务中心请票

卡领用。 

运营公司票款收入管理：包括银行回单的核对，车站填报内容的审核，并配合公司财务

做好资金账户的资金管理工作。 

日常对账和报表：根据 AFC系统接入的信息以及车站手工填报的信息核对应收和实收收

入；再通过手工填报的信息和银行资金核进行银行资金、发票领用信息的核对。 

负责车站票务报表、备用金、发票的申报、管理以及票款、车票管理工作；负责票务备

品的定额管理工作；监控票务收益安全监控系统的使用情况。 

负责车站票务收益的核对、结算及总部票务收益报表编制工作，定期向相关部门提交收

益核对及结算中发现的设备问题和票务问题。 

3．票务中心的票务管理 

票卡周转管理：对运营公司的票卡发放、回收、坏卡管理等功能，并且通过报表反映整

个路网的票卡使用、调拨、库存等状况。 

发票管理：对各运营公司的发票发放和缴销审核工作。 

票款收入资金管理：对各运营公司的票款收入报表和审核 

各类报表：与车站票务相关的报表，包括票卡、票卡收入、发票、客流、车站运营与票

务相关的报表，全面反映全路网以及各运营公司的票务管理情况。 

 任务实施 

调查研究你所在城市的轨道交通票务系统。 

1. 任务说明。根据本单元内容，结合你所在城市的城市轨道交通现状，编写一份城市轨

道交通票务系统或调研报告。 

2. 深入了解城市轨道交通票务管理系统的功能、设备种类和车票媒介的作用。 

3. 任务要求。在本次实训任务中，所形成的报告最终以 PPT的形式展示，应图文并茂，

具有说服力。报告中，可以以下列命题的主题开展。 

（1）你所在城市的城市轨道交通车站有哪些设备与票务有关？ 

（2）介绍你所在城市的城市轨道交通使用的车票。 

（3）介绍你所在城市的城市轨道交通票价。 



 

 评价考核 

评价表 1.2 

项目名称  学生姓名  

任务名称  总成绩  

评价项目 评价等级 

学习目标 评价内容 
小组评价

（A/B/C/D/E） 

教师评价

（A/B/C/D/E） 

知识目标 

国外城市轨道交通票务系统发展现状及其票

务管理情况 
  

国内城市轨道交通票务系统发展现状   

能力目标 

了解国内城市交通票务系统的发展   

掌握国内城市轨道交通票务系统的现状   

掌握国内外城市轨道交通票务系统的特点   

素质目标 

积极的学习态度   

任务完成过程中和同学或教师进行充分的交

流沟通 
  

任务完成过程中的团队协作精神   

教师评语 

 
 
 
 
 
 
 
 
 
 
 

教师签名： 

任务 3  城市轨道交通票务系统的业务管理 

 任务要求 

1. 掌握票务系统业务管理的主要内容。 

2. 掌握票务系统账务管理的流程。 

 知识准备 

票务系统的业务管理是借助自动售检票系统来实现的，主要内容有：票卡管理、规则管

理、信息管理、模式管理和运营监督等。 



 

1．票卡管理 

票卡就是乘客使用的车票，用于记载乘客的出行和费用信息，是乘车的有效凭证。票卡

管理就是对票卡的发行、使用、更新等全过程进行的有效管理。 

根据管理方式，票卡通常分为可回收类票卡（除纪念票外的单程类车票）与不可回收类

票卡（纪念类单程票和储值类车票），这些票卡在使用过程中具有相同的作用。但是，为了能

够满足人们不同的需求，票卡经常会出现纪念票以及验工卡的情况，在发生突发状况时也会

出现应急纸票的情况。 

票卡管理工作的中心是车票的采购、编码（初始化）、发售、预赋值、调配、监测、清洗、

注销、销毁等。车票处理员担任车票的制作、配送等工作，主要有：统计线路级车票库存量，并

根据全线车票使用情况制定车票采购计划；对新票进行验收入库；对各类车票的初始化、编码工

作；对各类车票进行出入库管理；对车站各类车票使用情况进行汇总、监控和管理工作；根据车

站的车票需求情况及时调配车票；对需回收的车票及问题车票进行分析和处理，如图 1.2所示。 

 

图 1.2  车票管理流程图 

票卡管理流程涉及多个环节，票卡的安全关系到整个票务系统的安全以及票务系统的高

效运行。票卡安全管理包括防流失、防盗、防火、防作弊等。应制定车票回收、清点、存放、

保管及交接制度。车站票卡应定期盘点，盘点应将车站所有的票卡进行回收、拆封，逐一清

点，如图 1.3所示。 

     

图 1.3  票卡管理过程图 



 

2．规则管理 

为保证票务系统能够在多部门和多环节高效运行，就必须制定一套科学、

严密的管理流程，包括票价策略、结算规则、权限管理和操作流程等。 

票务政策对票务管理起着主导作用。票务政策包含国家和地方规程控制的

票制、票价和优惠政策，也包括补票、退票的规则。坚持把轨道交通作为城市

公益性公共交通基础设施的原则，与其他公共交通系统协调统一，制定相互适应的票价策略。

例如，经市政府审核批准，重庆轨道交通实行里程计价、递远递减的计程票价；乘客乘坐轨道

交通 1次，在 180分钟内，按照乘坐里程计算票价，最低票价 2元，最高票价 10元。 

3．信息管理 

信息化是自动售检票系统的一个基本特征。若未进行有效的管理，则无法为决策提供可

靠的信息，所以需对系统收集的基础数据进行深度挖掘、加工，开展统计分析并发布信息。 

信息管理有助于实现轨道交通的信息共享，能够提升票务管理的速度和共享度，提高工

作人员票务管理的效率和准确性。在城市轨道大系统中，自动售检票系统（AFC系统）是集

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现代通讯技术、自动控制技术、非接触 IC卡技术、大型数据库技术、

机电一体化技术、模式识别技术、传感技术等多项高新技术于一体的大型系统。它以其高度

的智能化设计，扮演着售票员、检票员、会计、统计、审计等角色，通过数据收集和控制系

统实现了票务管理的高度自动化。 

4．账务管理 

账务管理是对系统内的票务收入进行汇缴、清算、入账等过程的管理，包括账户设置、

票款缴费、登账稽核、收益清算、资金划拨和对凭证进行有效的管理等。财务管理主要包括

核查管理、审计管理和稽查管理，三者的关系流程如图 1.4所示。 

 

图 1.4  财务管理流程图 

核查管理主要是对票务收益进行核对、汇总和加工，通过将自动售检票系统设备提供的交易

数据和实际收到的现金进行比对，核查票款金额的应收与实收是否存在差异，调查出差异的原因，

确保票务收益日常业务的顺利开展，及时发现票务违章行为和收益漏洞，提供给审计管理。 

审计管理负责处理财务管理过程中发现的票务疑难问题，调查票款差异并确定归因。审

计管理人员通过应用 AFC设备交易数据、系统日志数据和审计数据，对一般票务违章行为进

行定性，对相关漏洞提供解决方案，将重大违章行为提交给稽查管理。 

稽查管理直接对运营管理公司负责，必须应用所有资源调查重大收益违章行为，查处重

大违章，定期或不定期地向上级提交票务收益和稽查管理工作总结报告。 

 
动画-票务 

规则示例 



 

5．模式管理 

模式管理就是针对不同的运营状况、条件所做出的相应操作行为的选择和实施，包括正

常运营模式、降级运营模式以及紧急放行模式。 

通常情况下，自动售检票系统在正常运营模式下自动运行。正常运营模式是系统默认模式，

包括正常服务模式和关闭服务模式。正常服务模式下进行正常的售票、补票、检票等处理。关闭

服务模式下，不对车票进行任何处理。而降级运营模式是运营过程中对非正常的运营状况、条件

所作出的相应操作行为的选择和实施，一般包括列车运行故障模式、进出站免检模式、时间免检

模式、日期免检模式、超程免检模式、紧急放行模式等。如果发生地震、火灾、爆炸等危及乘客

和工作人员安全的紧急情况，需要乘客紧急撤离车站时，AFC系统进入紧急放行模式。 

6．运营监督 

运营监督就是通过系统设备以及所具有的完整、严密、及时的信息流对队运营状况进行

实时跟踪监督，以提高运营质量和服务水平，它包括信息传输状况监督、客流状况监督、调

整监督、收款监督及收益监督等。 

政府既是城市轨道交通的主要投资方又是公众利益的代表，因此，政府一定要对城市轨

道交通的运营企业及运营管理进行监管，关键是如何使监管更加有效化、常态化。常见的政

府监管模式有政策性管理、直接监管和间接监管。 

 评价考核 

评价表 1.3 

项目名称  学生姓名  

任务名称  总成绩  

评价项目 评价等级 

学习目标 评价内容 
小组评价

（A/B/C/D/E） 

教师评价

（A/B/C/D/E） 

知识目标 

国外城市轨道交通票务系统发展现状及其票

务管理情况 
  

国内城市轨道交通票务系统发展现状   

能力目标 

了解国内城市交通票务系统的发展   

掌握国内城市轨道交通票务系统的现状   

掌握国内外城市轨道交通票务系统的特点   

素质目标 

积极的学习态度   

任务完成过程中和同学或教师进行充分的交

流沟通 
  

任务完成过程中的团队协作精神   

教师评语 

 
 
 
 

教师签名： 



 

 思考与练习 

1. 国内外城市轨道交通票务系统发展现状如何？请举例说明。 

2. 票务管理体系有哪三大部分？ 

3. 车站票务管理包含哪些主要内容？ 

4. 城市轨道交通票务系统的业务管理有哪几个主要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