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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电信结算经验的轨道交通票务清分体系 

  

摘要：详细分析电信结算体系，包括结算类型、结算原则、体系结构、与其他系统连接、系统功能等。借

鉴电信结算经验，提出建立轨道交通票务清分体系的建议，为城市轨道交通的经营管理决策和运营系统建

设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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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城市轨道交通网络正逐步形成，在实现系统联网运营、不同线路“一票换乘”的同时，保证各投资方和

运营商的利益尤为重要。因此，需要建立完整的轨道交通票务清分体系，包括建立清分系统、清分规则、

业务流程等，为运营商之间，轨道交通内部，轨道交通与票卡发行之间提供清分、结算功能。 

      目前，各地轨道交通票务清分体系并不完善，有些尚在建设中。在电信行业，结算是电信运营商经营

的重要内容，国外主导电信运营商的网间结算占总收入的 15%～30%[1]。因此，国内外电信运营商十分

重视结算系统建设。电信结算系统网络建设发展了几十年，系统结构和功能、结算算法、业务流程不断得

到完善。 

      轨道交通票务清分体系与电信结算体系均是伴随着网络系统的建立和向用户提供服务而出现的，需要

通过网络互联实现完全服务，掌握着企业用户服务的动态数据，是企业收入的主要来源，掌管着企业运营

的经济命脉。两者的业务操作模式、系统的地位和作用、业务数量等极其类似。因此，在建立轨道交通票

务清分体系时，可以借鉴电信结算的经验。 

   

1 轨道交通票务清分体系的现状 

      上海地铁最早建立了票务中心和清分系统，建设目标是：（1）实现网络“一票换乘”，票价策略落实方

便；（2）票务收入集中管理，收益划分清晰合理；（3）数据统计实时准确，系统运行安全高效；（4）票

卡集中发行，资源合理调配[2]。 

      上海地铁采用了公共交通卡，主要采用基于最短路径的清分方法，轨道交通清分系统与其他系统的连

接包括：与银行结算系统间的财务划账；与城市交通信息中心运营数据的传送；与交通卡清分中心交通卡

交易数据的核对与交换；与各线路中央系统车票交易数据的接受和清分数据的下发（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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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有轨道交通清分体系存在以下不足： 

      （1）由于投资主体不同，各地清分体系不尽相同，清分系统、系统功能、清分原则、清分方法等均不

同。 

      （2）各地轨道交通只能使用当地公共交通卡，只能与当地公共交通卡清分、结算。只有个别城市的轨

道交通能使用异地的公共交通卡，如上海、苏州。目前只存在两地的公共交通卡清分、结算，但如果有多

个城际互通，清分的复杂度成指数级上升，给日常操作和核对带来难度，甚至难以实现。 

      （3）各地发行的票卡也不能通用，各地轨道交通运营相对独立，给城际间选择轨道交通的乘客带来不

便。 

      要提高轨道交通的服务质量，网络化运营建设应考虑走向城际互联，乃至全国互联，但运营收益清分

将是发展的瓶颈。 

      电信结算体系解决了互联互通的经济效益分配问题，使运营商从中获利，并被各类电信运营商接受。

因此，通过研究电信结算体系的成熟运作，包括其结算类型、结算原则、业务体系结构、与其他系统连接

处理方法、系统功能设置等，获得高起点的轨道交通票务清分体系建设经验。 

2 电信结算体系 

2.1 结算类型 

      在电信行业，移动运营商的结算比较复杂。 

      （1）网内结算。包括省间漫游结算、网内结算。 

      （2）网间结算。包括国际漫游结算、国内外网间互联结算、接入补偿费、接入亏损费、普遍服务补偿

费。 

2.2 结算原则 

      制定网间结算算法遵循以下原则：（1）有利于运营商间互联互通；（2）平衡运营商的利益关系；（3）

充分考虑各网络的成本负担；（4）有利于平衡普遍服务关系；（5）有利于平衡国际、国内业务关系。 

      国内外电信运营商采用不同结算原则，主要有：（1）以资费为基础的结算，与网间互联提供者对本公

司用户收取的零售资费结构相同；（2）以成本为基础的结算，包括基于历史成本的完全分摊成本定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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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前瞻性成本的长期增量成本定价法，前者互联费=总成本/总话务量，后者使提供互联业务的运营商可

得到合理的全额补偿；（3）效率因素法，即接入费=边际成本+机会成本；（4）国际资费比较法（尤其适

用有关数据不全的国家）；（5）按双方谈判结果的议定比例结算；（6）按一定比例对互联收入分成[3]。 

2.3 体系结构 

      电信网络互联为全国全网联结，因此在国际、全国、全省、地市间均产生结算业务。为了便于操作、

维护和管理，国内电信运营商，如中国电信集团公司、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

团公司都建立了全国结算中心、省级结算中心的两级系统（见图 2）。全国结算中心负责网内漫游结算（移

动电话）、国际漫游结算（移动电话）、网内省间结算；省级结算中心负责省级网间互联结算、接入补偿

费、接入亏损费、普遍服务补偿费等。 

 

2.4 与其他系统连接 

      全国结算中心与其他系统连接包括：与银行结算系统的账户划账；与长途接口局、其他接口局的数据

采集、与国际结算中心的漫游数据交换和结算数据交换核对；与各省结算中心间的漫游数据交换和结算数

据下发（见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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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结算中心与其他系统连接包括：与银行结算系统的账户划账；与各交换机、各接口局的数据采集、

与全国结算中心的漫游数据交换和结算数据接受；与各运营商结算数据的核对和交换（见图 4）。 

 

2.5 系统功能 

      全国结算中心系统功能：（1）数据源采集，包括各省上传的漫游数据（移动电话）、各省关口局、长

途汇接局、国际接口局等；（2）数据传输，包括数据源采集的数据传输，结算后数据的传输给各省结算中

心和其他电信运营商；（3）话单预处理，包括数据分拣、合并；（4）话单批价、入库处理、结算累计；

（5）统计分析、报表生成；（6）参数维护；（7）结算数据、原始数据核对；（8）综合查询。 

      省级结算中心系统功能：（1）数据源采集，包括全国结算中心下发的数据、各省交换机、各省关口局、

长途汇接局、各短信网关、各智能网业务交换点等；（2）数据传输，包括数据源采集的数据传输、结算数

据上传全国结算中心和其他电信运营商；（3）话单预处理，包括数据分拣、合并；（4）话单批价、入库

处理、结算累计；（5）统计分析、报表生成；（6）结算数据、原始数据核对；（7）综合查询；（8）参

数、结算规则维护。 

  

3 轨道交通票务清分体系 

      为规范轨道交通清分系统的标准和各地清分系统的连接，提高清分能力，借鉴电信结算经验，提出建

设轨道交通清分体系的建议。 

3.1 清分类型 

      轨道交通在实现“一票换乘”同时，也应积极遵循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 IC卡“统一规划、统一发卡、统

一标准、一卡多用”的原则，采用“大公交”行业中较成熟的公共交通卡。因此，轨道交通清分包括：各地各

线路票务收入的独立核算和清分；与公共交通卡清算中心间的清分、结算；与其他票卡发放机构间的清分、

结算。 

3.2 清分原则和算法 

      轨道交通票务清分的实质是依据一定的原则，计算并分配轨道网络中各运营实体的经济贡献。与电信

结算原则类似，制定轨道交通清分算法时遵循的原则：有利于运营商间的线网连接；平衡运营商间的利益

关系；充分考虑各网络的成本负担；有利于平衡、发展公共交通卡的服务关系。 

      各轨道交通运营商可按照实际情况采用不同的清分算法，主要有以下几种：（1）有障碍换乘条件下的

清分方法；（2）无障碍换乘条件下，不考虑流量分配的清分方法；（3）无障碍换乘条件下，基于最短路

径的清分方法；（4）无障碍换乘条件下，基于多路径选择概率的清分方法；（5）无障碍换乘条件下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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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乘客类型的清分方法；（6）建议条件不太成熟的运营商，可以借鉴电信结算方法，如按国际资费比较

法、以成本为基础的清分、按一定比例对收入分成等[4]。 

3.3 体系结构 

      要实现轨道交通票卡在异地通用，或各地公共交通卡在异地通用，设计了两种模型： 

      模型一：借鉴电信结算体系的方法，建立全国轨道交通清分中心，实现各地轨道交通票卡的清分。但

轨道交通的特点是邻近地区的城际客流量最大，因此可采用建立区域清分中心，异地与各地公共交通卡中

心的清分由区域清分中心下发清分数据，再由当地轨道交通清分中心完成与当地公共交通卡中心结算，体

系结构与电信结算系统总体结构类似，只是要将全国清分中心改为区域清分中心。 

      模型二：如果已建有区域清分中心，则各地轨道交通清分中心与区域清分中心连接，实现与各地公共

交通卡的结算，但此时不能实现轨道交通票卡的清分结算，体系结构见图 5。由于清分类型受限制，建议

不采用本模型。 

 

3.4 与其他系统连接 

      采用模型一，区域清分中心与其他系统的连接见图 6，主要包括：与银行结算系统的账户划账；与区

域城市交通信息中心各地运营数据的传送；与区域票卡中心发放的区域轨道交通的票卡数据核对、清分和

结算；与各地清分系统的交易数据传送、清分数据的下发。各地清分系统与其他系统的连接见图 7，增加

了与公共事业卡、各类商业性卡等系统的清分，与区域清分中心的清分数据上传和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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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系统功能 

      （1）区域清分中心的系统功能。各地清分系统的交易数据收集；区域票卡中心发放的区域轨道交通的

票卡数据核对、清分；与区域城市交通信息中心的各地运营数据的核对与交换，包括与公共事业卡，各类

商业性卡系统等清分；各地运营收益清分、结算数据的下发；与银行结算系统的账户划账；区域路网运营

客流数据的统计、分析。 

      （2）各地清分系统的功能。全网票卡管理，包括采购、制作、初始化、调拨、回收、注销、黑名单发

放、费率表发放等；各线路交易数据实时收集、分析、统计，与城市交通信息中心的运营数据的传送；与

当地交通卡清分中心间的交通卡交易数据的核对与交换；运营收益清分、结算数据发放到各有关部门；与

银行结算系统间的财务划账；全网设备监控管理；路网运营客流数据的统计、分析；与区域清分中心的清

分数据的上传和接受。 

4 结束语 

      2002年提出了实现城际“一卡通”互联互通，至今进展缓慢，似乎技术标准是原因之一，而问题真正的

关键是利益分配。有些地方出现人流单向向某城市一边倒，造成另一城市对互联互通不感兴趣。因此，急

需建立通用的消费规范、合理的清分规则，完善的清分平台和体系。 

      现在部分长三角城市，如上海、苏州等地已实现了公共交通卡的互通，但要实现长三角区域的 16个

城市间互通还有相当长的路。轨道交通清分体系可用于解决长三角“一卡通”中的清分、结算，同时为轨道

交通运营商提高运营管理水平、增加经营效益，优化网络化运营能力发挥重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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