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模块一 通用基础知识 
 

 

 

 

项目一  城市轨道交通票务管理系统概述 

城市轨道交通票务管理各项工作是以自动售检票系统（Automatic Fare Collection，AFC）各

项功能为基础实现的。  

轨道交通 AFC系统是基于计算机（大型数据库和网络等）、现代通信、自动控制、非接触式

射频 IC 卡、机电一体化、模式识别、传感、精密机械等多项高新技术的城市轨道交通收费系统。

AFC 系统的使用，实现了乘客车票的自动发售、检票等，还可以实现票款的计费、收取、统计过

程的自动化，可减少票务管理人员，提高地铁系统的运行效率和效益。轨道交通AFC系统还使乘

车收费更加合理，减少现金流通，减少人工售检票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漏洞和弊端，避免烦琐的售

票、找零环节，方便乘客，增强客流统计分析能力。  

项目二  城市轨道交通 AFC系统的层级和功能划分 

城市轨道交通 AFC 系统根据功能可分为五个层面，第一层为城市轨道交通清分系统；第二层

为线路中央计算机系统构成的中央层；第三层为由车站计算机系统组成的车站层；第四层为车站

终端设备组成的终端层；第五层为车票层。  

轨道交通 AFC 系统网络构架如图 1.1 所示。  

 



 

 

 

 

图 1.1  轨道交通 AFC 系统网络构架  

一、清分中心（ACC） 

清分中心是城市轨道交通 AFC系统的最顶层系统，用于实现对城市轨道交通所有线路 AFC

设备的总体控制和清分结算。清分系统负责建立系统运营的各项规则，具体包括：票卡、票价、

清算、对账业务规则、票卡使用管理及调配流程、运营模式控制管理流程、运营参数、安全管理

的流程与授权、终端设备统一乘客服务界面、系统接口和编码规则等，负责收集、统计、分析、

查询运营数据，负责一卡通票卡交易收益在轨道交通系统不同线路之间的清分，实现轨道交通系

统与一卡通系统间的清算、对账。每个城市的城市轨道交通一般只会设置一个清分中心。这一层

级的系统功能和具体业务如下：  

1．车票管理  

车票管理主要包括车票类型定义、车票采购、车票初始化编码、预赋值车票发行、个性化车

票发行、车票分拣、车票的调配管理、车票清洗、车票回收、车票销毁、车票库存管理、车票跟

踪及流失分析、统计。  

2．票务管理  

票务管理主要包括交易数据处理、车票发售收益统计、运营收益统计、运营报表处理、运营



 
 

 

交易数据清分、票务对账结算、车票发售现金收入统计、运营收益转账、完成同外部发卡单位交

易数据交互。  

3．运营管理  

运营管理主要包括客流统计与分析、系统运行模式管理、系统运营信息发布、车票使用信息

查询、收益管理交易对账管理、收益报表管理。  

4．参数管理  

参数管理主要包括参数编辑、参数下发、参数版本维护。  

5．系统维护  

系统维护主要包括系统用户管理、权限管理、数据归档和备份、系统数据恢复、时钟同步、

系统日志管理。  

6．异地灾备  

异地灾备主要包括数据异地备份、异地数据恢复、异地灾备接管。  

7．测试平台  

测试平台主要包括线路接入测试、读写器入网测试、SC 接入 LCC 测试、终端设备接入 SC

测试、新票种开发测试。  

8．安全管理  

安全管理主要包括交易审计管理、密钥管理、SAM 卡与 AFC 设备登记管理、设备账户管理、

黑名单管理。  

二、线路中央计算机系统（LCC） 

线路中央计算机系统接收清算系统下发的参数及命令，管理线路内部参数，并将参数下发给

车站计算机系统，能独立实现所辖线路 AFC 系统的运营管理，负责完成线路级的收益管理并对本

线路内的交易等数据进行处理，对交易等数据文件重新打包并上传给清算系统。一般每条线路会

设置一个线路中央计算机系统。这一层级的系统功能和具体业务如下：  

1．车票管理  

车票管理主要包括车票调配、车票库存管理。  

2．票务管理  



 

 

票务管理主要包括车票交易数据处理、车票发售收益统计、运营收益统计、运营报表处理、

票务对账结算、车票发售现金收入管理。  

3．运营管理  

运营管理主要包括在线设备状态监控、系统运行模式管理、客流统计与分析、客流监控、系

统通信监测。  

4．收益管理  

收益管理主要包括现金管理、交易对账管理、收益报表管理。  

5．参数管理  

参数管理主要包括系统运营参数管理、设备软件管理。  

6．系统维护  

系统维护主要包括系统用户管理、权限管理、数据归档和备份、系统数据恢复、系统时钟管

理、系统日志管理。  

三、车站计算机系统（SC） 

车站计算机系统负责监视和控制车站终端设备运行状态，收集、统计各类运营数据，并上传

至线路中央系统。车站终端设备接收线路中央计算机系统下发的参数和其他指令，并下发到终端

设备，每座车站会设置一个车站计算机系统。这一层级的系统功能和业务如下：  

1．票务管理  

票务管理主要包括接收和储存车站各终端设备上传的交易数据、将交易数据上传给线路中央

计算机系统、车票发售收益统计、运营收益统计、运营报表处理、车票库存管理。  

2．运营管理  

运营管理主要包括实时监控本车站 AFC系统的设备运行状态、系统运行模式管理、车站客

流统计报告、客流监控、车票的发售和现金管理、BOM 班次管理、紧急情况下 AFC 系统设备

管理。  

3．收益管理  

收益管理主要包括 TVM 现金管理、BOM 现金管理、车站备用金管理、收益报表管理。  



 
 

 

4．参数管理  

参数管理主要包括接收线路中央计算机系统的各类系统运行参数、下发车站终端设备系

统运行参数、接收线路中央计算机系统的控制命令信息、下发控制命令信息、设备软件接收

与下发。  

5．系统维护  

系统维护主要包括时钟管理、数据归档和备份、数据恢复、系统用户权限控制、系统日志

管理。  

四、车站终端设备（SLE） 

车站终端设备主要由自动售票机、自动检票机（进站、出站、双向、宽通道）、票房售票机、

便携式验票机组成。  

自动售票机可接受硬币、纸币、储值票及银行卡（预留）付费方式出售单程票，同时具有对

储值票的充值和查验功能。  

自动检票机（进站、出站、双向、宽通道）可接受地铁专用票卡和哈尔滨城市通卡，对乘客

进、出站进行检票。出站检票机应可通过参数设置自动回收部分指定类型的票卡。  

票房售票机对票卡进行发售、分析、无效更新、补票、充值、替换、退款、交易查询等处理。 

便携式验票机可对乘客使用票卡进行检票和验票。  

这一层级的系统功能和业务如下：  

1．乘客服务  

乘客服务包括售票、充值、车票更新、车票补票、退票、替换、延期、挂失、车票分析和查

询、进站/出站检票。  

2．运行管理  

运行管理包括营业结算与凭据报告、交易 /业务数据生成、运行模式管理、设备远程 /本地

监视。  

3．参数管理  

参数管理包括参数更新、设备软件更新。  

4．维护维修  



 

 

维护维修包括用户权限控制、时钟管理、部件管理、离线数据管理、日志管理、故障检测与

分析。  

五、车  票 

车票包括地铁专用票、城市一卡通车票、其他类型票种（纪念票等），是乘客进出站时所使用

的载有旅途信息的乘车凭证。  

项目三  城市轨道交通票务政策 

城市轨道交通票务政策主要包括票价政策、票务优惠政策、发行票种、车票使用规则等。  

一、票价政策 

国内城市轨道交通出现过的票制主要为单一票制和计程票制。其中，单一票制是指全线网采

用同一票价，价格不随乘车距离的增加而增加，如北京地铁在 2007—2014年采用的 2元单一票

制票价；计程票制是指价格随乘车距离的增加而增加，目前国内城市轨道交通均采用计程票制。 

计程票制又有区间分段计价和里程分段计价之分。区间分段计价简便直观，便于乘客理解和

计算，但如果站间距分布不均匀，则对乘客和运营企业都不公平；里程分段计价则更为科学合理，

适合站间距差异较大和网络化程度较高的城市，可以真正实现同网同价，体现了公平合理。  

计程票制包括三个要素，分别为起步价格、起步里程、加价里程。  

部分城市轨道交通当前执行票价如表 1.1 所示。  

表 1.1  部分城市轨道交通当前执行票价  

城市  票制  起步价格 /元  起步里程 /千米  加价里程 /千米  

北京  里程分段  3 6 6、6、10、10、20、20 

上海  里程分段  3 6 6、10、10、10、10、10 

天津  里程分段  2 4 5、6、10 

无锡  里程分段  2 5 5、5、7、7、9、9 

福州  里程分段  2 5 5、5、7、7、9、9 

青岛  里程分段  2 5 5、7、10、11、20、20 

西安  里程分段  2 6 4、4、6、6、8、8 



 
 

 

郑州  里程分段  2 6 7、8、9、9、9、9 

长春  里程分段  2 7 6、6、8、8、10、10 

合肥  里程分段  2 8 6、7、8、9、9、9 

以北京地铁票价为例，起步 3 元可乘坐 6 千米，下一段加价为增加 6 千米加 1 元，则表示 4

元可乘坐 12 千米；再下二段加价为每增加 10 千米加 1 元，则表示 5 元可乘坐 22 千米、6 元可乘

坐 32 千米；之后加价为每增加 20 千米加价 1 元，则表示 7 元可乘坐 52 千米、8 元可乘坐 72 千

米，以此计算票价。  

二、票务优惠政策 

票务优惠政策可分为两部分：一是针对普通人群的优惠措施；二是针对特殊人群的优惠

措施。  

针对普通人群的优惠措施一般是以推广城市一卡通使用为目的，以城市一卡通普通卡作为载

体，以票价折扣方式体现。目前，国内城市轨道交通实施此类优惠措施，主要包括分段优惠和直

接优惠两种方式。（见表 1.2）  

表 1.2  部分城市轨道交通当前执行针对普通人群优惠措施  

城市  优惠分类  优惠方式  

上海  分段优惠  

公共交通卡地铁乘坐满 70元累积优惠：在一个自然月内乘客使用同一

张公共交通卡乘坐地铁，当月累计消费满 70 元后，即可享受 9 折优惠，

出站扣款金额为票价的 90%，直至本自然月结束  

北京  分段优惠  

使用市政交通一卡通刷卡乘坐轨道交通，每自然月内每张卡支出累计满

100 元以后的乘次，价格给予 8 折优惠；满 150 元以后的乘次，价格给予

5 折优惠；支出累计达到 400 元以后的乘次，不再享受打折优惠  

杭州  直接优惠  单程票价 9.1 折  

宁波  直接优惠  单程票价 9.5 折  

南京  直接优惠  单程票价 9.5 折  

苏州  直接优惠  单程票价 9.5 折  

无锡  直接优惠  单程票价 9.5 折  

针对特殊人群的优惠措施一般是以执行国家或地方对特殊人群的优惠政策为目的，以优惠票

种或有效证件作为载体，以票价折扣或免票方式体现（见表 1.3）。  

表 1.3  哈尔滨地铁当前实施的针对特殊人群的优惠措施  

特殊人群  优惠方式  优惠载体  执行政策  



 

 

全日制小学、初中、高中学生  半价  城市通学生卡  地方法规  

60～65 周岁老年人  非高峰时段半价  城市通敬老卡  地方法规  

65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  非高峰时段免费  城市通老年卡  地方法规  

离休干部  免费  城市通优待卡  地方法规  

续表  

特殊人群  优惠方式  优惠载体  执行政策  

残疾军人  免费  城市通优待卡  国家法规  

因公伤残警察  免费  城市通优待卡  国家法规  

盲   人  免费  残疾证  地方法规  

重度肢体残疾人  免费  城市通特惠卡  地方法规  

除盲人、重度肢体残疾人外的其他残疾人  半价  城市通优待卡  地方法规  

身高 1.2 米以下儿童  免费  检验身高  地方法规  

三、发行票种 

车票是城市轨道交通乘车消费的载体，需要根据城市轨道交通各种运营和经营需求进行设

计和发行。从发行单位来区分，可分为城市轨道交通专用车票和外部发行车票；从发行作用来

区分，可分为运营性车票、经营性车票和工作票。下面以哈尔滨地铁当前发行和应用的票种为

例进行介绍。  

1．轨道交通专用车票  

轨道交通专用车票是指由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单位发行、仅能在轨道交通使用的车票。  

（1）运营性车票。  

目前哈尔滨地铁发行的运营性车票仅包括单程票（见图 1.2和图 1.3）。根据使用规则和应用

场景的不同，还可细分为普通单程票、出站票和预赋值单程票。  



 
 

 

 

图 1.2  哈尔滨地铁单程票正面（1 号线开通前发行）  

 

图 1.3  哈尔滨地铁单程票背面（1 号线开通前发行）  

（2）经营性车票。  

目前哈尔滨地铁发行了多个批次的经营性车票。主要发行纪念票（见图 1.4～1.6）。  

 



 

 

图 1.4  哈尔滨地铁 1 号线开通纪念票  

 

图 1.5  哈尔滨地铁 2017 鸡年生肖纪念票  

 

图 1.6  哈尔滨地铁 2016 国际马拉松纪念票  

（3）工作票。  

目前哈尔滨地铁发行的工作票种包括员工工作票、委外工作票、临时工作票等。（见图1.7 和

图 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