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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与成果



长江三角洲区域二维码乘车互联互通 | 业务原则

2018年12月1日

• 沪杭甬互联互通

2019年4月15日

• 沪温互联互通

2019年4月19日

• 沪合互联互通

2019年5月22日

• 沪苏、沪宁互联互通 2019年底

沪锡、沪常、沪徐

互联互通

| 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

长三角城轨的“互联互通” 坚持便民利民，节约社会资源的宗旨，企业共享

| 在长三角办的指导和大力支持下

| 依托城市间合作在全国率先开展先行先试的探索



长江三角洲区域二维码乘车互联互通 | 数据

85万+

人

开通异地乘车码
帐户总数

100万+

人

完成异地二维码乘车

1.93万

次

单日异地二维码乘车
最高次数

300万+

元

异地二维码乘车累计金额

|长三角城轨互通业务上线以来，

工作日日均乘车次数1.6万人次，

休息日日均乘车次数1.8万人次，

高峰日达到1.93万人次

|通过“METRO大都会”在异地工作日

日均乘车次数1.4万人次，

通过“其他APP”在上海工作日日均

乘车次数1400人次，

节假日这一现象更为明显



2 二维码发展思考



长江三角洲区域二维码乘车互联互通 | 工作组织体系

• 方案和执行协调



长江三角洲区域二维码乘车互联互通 | 工作组织流程



上海地铁大都会+云票务+地铁快付 | 工作管理手段

Metro大都会APP

月度运营报告
Metro大都会APP

数据大屏
Metro大都会APP

数据统计日报

互联网APP
数据

票务交易
数据

互联互通
交易数据



城轨二维码支付在运营服务与数字经济领域思考

1、城轨企业自建APP or 加入平台化APP?

2、城轨企业牵头选择合作伙伴（传统票务厂商 or 互联网企业）？

3、如何开展业务出行服务和增值服务？



城轨二维码支付在运营服务与数字经济领域思考

乘客出行出行服务 流量开发

方便、先进、平等 平台、画像、入口

地铁企业责任 互联网企业价值



城轨二维码支付在运营服务与数字经济领域思考

流量账户 发码

统一标准码 代理市场化

流量 区域化合作



上海地铁大都会+云票务+地铁快付 | 业务架构

满足地铁进站的时间需求，互联网票务必须采用“信用消费”模式，支持多样化开放的支付渠道

大都会APP AFC票务系统

互联网票务对账平台

传统AFC结算业务

“地铁快付”
支付平台

地铁商户支付
（可拓展业务）

大数据经营
（可拓展业务）

《地铁二维码应用标准》

《银行卡地铁应用标准》



Metro大都会APP | 导乘、导读+导食、导玩、导购

A

发现频道 | METRO大都会为未来搭建的商业化平台

结合出行主题 ，进行商业化模式试点

• 搭建平台，与专业的服务商合作，构建商业生态；

• 大数据推荐，分场景推荐不同内容；



发展与展望 3



发展与展望

覆盖长三角，

联动全中国，

标准 联盟



发展与展望

流量 联盟 地铁+

车票支付

乘车配套

出行服务

导乘导读

地铁+生活

增值服务



谢谢！
THANK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