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 第 2 卷 第 1 期 

72                                                                 Copyright ©  2021 by authors and Viser Technology Pte. Ltd. 

大数据平台下城市轨道交通票务支付系统管理创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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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背景下，城市轨道交通企业应基于大数据平台进行票务支付系统管理创新。文中在分析票务支

付管理系统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创新票务支付管理系统的建议，希望为相关行业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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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apid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urban rail transit enterprises should innovate the 

ticketing payment system management based on big data platform.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ticketing 

payment management system,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on innovating the ticketing payment management system, 

hoping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related indus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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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网络化运营虽然增加了城市轨道交通客运量，但对票务和客运管理提出了更加严格的要求。在查阅文献资料后得知，

服务质量和模式创新已经成为人民群众的热点诉求。具体表现为排队购票效率低下，兑换零钱不便和事务处理难度大等，

因此，以大数据平台为基础创新城市轨道交通票务支付管理系统，对于城市轨道交通企业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 票务支付管理系统存在的问题 

在大数据时代下，城市轨道交通企业的票务支付管理系统不断完善，但依然存在以下方面的问题： 

安全风险高。传统城市轨道交通各专业系统较为独立，但随着数据量的增加和外部网络系统的引入，票务管理系

统所面临的考验进一步增加，如果被不法分子侵入系统内部，就会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因此，城市轨道交通企业需

要将安全放在首要位置。此外，当前阶段移动支付技术的发展极为迅速，国家尚未就城市轨道交通颁布与移动支付相

关的法律法规，导致各地标准不一，为系统安全问题的出现埋下了隐患。 

多元支付数据的统一难度大。交通支付的场景较为复杂，存在开发背景差异化、参与者多样化和技术多元化的特

征。以某地区城市轨道交通企业为例，从表面上看，目前各种支付系统具有相同的地位，且作用主要以相互补充为主，

但并未实现融合统一，导致这种现象的因素有很多，主要包括技术层面因素、思维定位因素和产业层面因素。如何打

破这些因素，促进多元支付方式的融合统一，构建多元化支付体系，降低城市轨道交通企业风险，使支付适应性增强，

已经成为城市轨道交通企业所面临的困境。为此，建议城市轨道交通企业依托于大数据平台，创新管理观念，促使多

元化支付方式由并列朝着融合的方向发展，与此同时，还要做好顶层设计，并利用统一的接口技术标准，为后续功能

扩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1]
。 

票务支付工具功能不完善。目前，城市轨道交通的主要支付方式为支付扫码、微信扫码过闸，但仍有部分乘客的

需求未得到满足。各站云闸配置数量较少，排长队扫码过闸现象十分常见，影响了乘客的体验感。第一阶段的云闸机

系统的数据审计功能较弱。再加上其他线路和支付渠道的接入，导致后台压力增加，需要通过升级和扩容的方式改善。

最后，电子车票依然以纸质为主，电子车票和电子支付尚未大规模普及。 

目前城市轨道交通企业票务 APP 开卡数量偏少，且 APP 功能不完善，用户不愿下载使用，不利于轨道交通企业精

细化管理目标的达成。尤其是车站发售的单行票，每年都会因为流失而产生严重的经济损失。此外，车站配置的自动

售票机数量较多，且长时间闲置，使车站运行成本进一步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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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票务支付管理系统创新建议 

在支付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支付体系内涵已经发生了变化。城市轨道交通企业实现智能化和信息化发展，需

要将支付技术融合发展作为切入点。支付技术在新时代被赋予了更多的意义和价值，其自动计费和扣费功能正在不断

延伸，已经由票务体系逐渐朝着账户体系、信用体系的方向转变，这种趋势不可逆转。 

城市轨道交通企业作为国有企业应明确自身的优势，以打造线网管控中心和整合内部信息为手段，促进自身运营

能力的发展。通过构建统一的管理平台，实现票务支付数据的集中管理和共享，有助于发挥出票务支付数据的最大价

值，城市轨道交通企业网络化运营管理水平也会随之提升。与此同时，还能为票务支付数据系统资源开发提供支持，

基于此，城市轨道交通企业应做好以下方面的工作： 

3 多元化的扫码支付方式 

降低对网络环境下手机一卡通的依赖。在乘客数量不断增加的背景下，缓解运营现场的服务压力，缩短乘客的排

队时间，为乘客提供优质的服务，已经成为轨道交通企业提升乘客体验的方向之一。建议城市轨道交通企业大范围应

用刷手机乘车服务，将电子化支付作为支撑，满足乘客的电子化支付和刷卡支付需求，确保网络环境不会对刷卡过程

造成影响，以此来提高乘客的通行效率。此外，还要利用 NFC 移动支付，对传统一卡通和充值模式进行取代，通过线

上办理业务，使业务处理效率增加，在节约时间成本的同时，还能为用户带来多元化的服务体验。最后，城市轨道企

业应该对支付渠道进行拓展，比如：引进支付宝、微信钱包和百度钱包等支付方式，充分发挥移动支付技术的应用优势。 

加设支持多种功能的一体化设备。城市轨道企业应该设置多功能设备，通过这种设备的设置，应对乘客数量不断

增加的局面。这里所说的多功能设备，其功能主要包括自动充值、购卡、退卡、支付、计费异常申诉等移动票务处理

以及各种信息查询、远程服务求助响应、移动人员管理等功能，与传统管理方式相比，这种设备的应用，有利于减少

车站值守人员的投入，节省人工成本。 

引入人脸识别技术。目前，各大城市的轨道交通企业为促进城市轨道交通企业服务水平和车站运营秩序的提升，

已经应用了二维码技术。在研究后发现，城市轨道交通企业所开发的系统，可以支持绝大多数型号的手机，对终端设

备的要求较低，能够满足绝大多数受众的需求。但对于一些使用老年机的群体而言，二维码乘车无法满足他们的需求。

为此，建议城轨交通企业引入人脸识别技术，提高交通出行的效率。究其原因，主要是与二维码乘车相比，人脸识别

技术的效率较高，在查阅资料后得知，人脸检测的实现时间仅为 40 毫秒，在 10 万人的数据库内，2 秒即可完成人脸检

测定位到识别的全过程，可以满足不同场景下的需求。具体实现措施如下：城市轨道交通企业可以将老人、学生和员

工等特定群体的信息录入到系统之中，同时与持有的老人证、学生卡和员工卡和扣费账号进行绑定，通过这种方式，

使无卡乘车的目的达成。在后续推广期间，轨道交通企业可以实施一系列的优惠政策，鼓励其他乘客利用 APP 录入自

身信息，从而为城轨交通无卡乘车时代的开启，创造有利的条件
[2]
。 

4 打造互联网票务对账平台 

票务对账平台系统和设备应该被企业完全掌控，且在办理业务时不存在任何的安全风险。因此，城市轨道交通企

业可以与软件厂商进行合作，共同开发互联网票务对账平台，该平台应该具备票务结算和互联网经营条件，同时，还

能与各种支付业务进行对接。该应用必须由城市轨道交通企业完全掌控，以此来规避可能会发生的问题。此外，企业

还要不断丰富平台的功能，不仅要在云支付票款结算领域应用，还要与其他交通领域相连接，以此来节省运营成本。 

5 应用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是当前最热门的技术，可以将其应用于扫码购票、语音识别、APP 兑票、面部识别等领域。但在应用人工

智能技术的过程中，城市轨道交通企业应针对网络安全风险，制定安全管理方案和管理制度，并合理划分安全管理责

任。打破传统管理观念对管理方式的束缚，推动各类支付系统有机融合，同时构建统一的接口技术标准，满足系统功

能后续扩展的要求。 

6 结论 

综上所述，城市轨道交通属于城市交通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城市经济政治文化发展存在密切的关联。因此，建议

城市轨道交通企业对票务支付管理系统存在的不足进行分析，并根据分析结果对系统进行优化和创新，以推动轨道交

通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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