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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地铁是现代城市生活重要组成部分。它极大地拓展了消费范围，提升了消费档次，对

我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本文从具有代表性的大中型城市地铁优惠出行实践出

发，分析地铁优惠出行的作用机制、政策成效和适用条件，并以天津为例，分析地铁优惠出

行刺激消费，促进经济增长的预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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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建立和完善扩大居民消费的长效

机制，使居民有稳定收入能消费、没有后顾之忧敢消费、消费环境优获得感强愿消费。”传

统经济“三驾马车”中，投资、出口近年表现乏力。扩大消费、刺激内需成为各级政府的共

识，在诸多消费刺激政策中，地铁优惠出行提高消费者出行和消费意愿，扩大消费范围，带

动相关产业增长，可行性、可操作性强，彰显出巨大的政策潜力[1,3,11]。一些国外城市的实践，

也得到了类似结论[8,9,10,12]。本文从地铁运营情况现状、优惠政策，分析典型城市地铁优惠出

行的表现和启示，最后以天津为例分析地铁优惠出行刺激消费，促进经济增长的预期效果。 

一、我国地铁运营情况现状 

作为城市轨道交通的重要代表，我国地铁已有超过 50 年的发展历史[2]。如图 1 所示，

截止 2022 年，全国 51 座城市开通轨道交通，总运营里程达 9584 公里，总客运量达 194 亿

人次。以地铁为代表的轨道交通已成为我国城市生活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便利人员、商品运

输往来的同时，促进基础设施投资和居民消费的增长，为我国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4,5,6,7]。 

 

图 1 2017-2022 年我国开通轨道交通城市数量、总客流量和运营里程一览 

数据来源：交通运输部、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 

    根据日均客流量，我国地铁可以划分为三个梯队，各梯队间客流量差距较为显著。如

表 1 所示，以 2022 年为例，第一梯队日均客流量在 400 万人次以上，包括广州、上海、

北京、深圳、成都五城市；第二梯队日均客流量在 150 万人次以上，包括杭州、重庆、武

汉、西安、南京、长沙六城市，第三梯队日均客流量在 100 万人次以下，包括天津、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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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郑州等城市。  

受疫情影响，2022 年绝大多数城市地铁客流量锐减，如上海、天津、郑州等城市地铁

客流量同比降幅均在 30%以上。随着新冠疫情的结束，2023 年以来，诸多城市开始推出一

系列地铁优惠出行政策，在促进地铁客流量提高的同时，以提高居民消费意愿，扩大居民

消费规模，释放消费需求。 

表 1 全国部分大中型城市地铁客流量表 

 

数据来源：交通运输部 

二、各地地铁优惠出行政策 

国内的地铁免费乘车优惠政策实验最早始于广州。2010 年广州亚运会期间，乘客可免

费乘坐地铁、城市公交。在此之后郑州、福州、南昌等省会级城市陆续推出本地的地铁免费

政策。厦门、宁波、洛阳、南通等中型城市也加入地铁免费政策实验的行列。武汉等城市虽

没有完全放开全市范围的地铁免费乘车，但也尝试过特定时段、特定群体给予免费乘车的优

惠。天津针对特定情形采取过优惠价格乘车的政策。部分城市具体政策见表 2。 

以下选取有代表性城市分析我国开展地铁优惠政策的实践经验。 

表 2 全国部分城市地铁免费乘车优惠时间和优惠措施 

 



数据来源：互联网公开信息 

综上，各地采取的地铁优惠出行政策，可划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广域免费型，在某一优

惠活动期间内全天不限时段、不限线路均可免费乘坐地铁，如广州；二是特定时段或线路免

费型，在活动期间内单日部分时段或部分线路允许免费乘车，其他时段和其他线路均正常收

费，如福州；三是部分优惠型，在原有乘车价格上大幅优惠，或仅针对群体规模较小的特定

人群，如天津。 

以下选取有代表性城市分析我国开展地铁优惠政策的实践经验。 

（一） 特大型城市广州的政策实践 

广州免费公共交通政策出台首日，公交、地铁客流量出现明显增长。地铁客流从平时的

400 万人次的日均客流量暴增至 780 万人次，打破了同年 10 月 1 日的 513 万人次单日乘车

人数记录。在整个政策持续期内广州日均客流达 773 万人次。 

但是广州的政策实践也暴露了部分问题：首先是地铁优惠出行的目标定位不当，广州将

其作为亚运会的配套福利，没有借此刺激消费，促进经济增长，将政策福利转化为经济红利；

其次是低估了政策效果，原先广州估计地铁免费出行政策将推动日均客流量达 500 万-600 万

人次，准备不足，造成公共交通不堪重负。2 

广州作为首开地铁免费出行的特大型城市，政策虽然短暂，但为其他城市提供了宝贵的

经验和教训：首先，地铁免费出行政策对客流量增长具有强大刺激作用，即使是客流量基数

大的特大型城市，也能有效提高居民出行意愿，进而创造更多消费机会；其次，广州的实践

在推出之初，得到各个媒体和市民的高度赞誉，说明地铁免费出行政策顺应民心。但广州在

实践中暴露出的一些问题，如政策目的设定不合理、前期准备不足、交通线路运力有限等，

也为后续城市制订和落实相关政策提供前车之鉴。 

（二） 大型城市杭州和郑州的政策实践 

杭州和郑州都属于人口超千万，地铁客流量较高的大型城市。作为 2023 年亚运会承办

城市，杭州亚运会期间推行了免费地铁出行政策。在免费政策的适用人群方面，杭州仅对持

有当天亚运会赛事门票的乘客开放免费地铁出行；在政策前期准备方面，杭州先是延长了市

内地铁的运营时间，避免和高峰出行时段叠加；其次是扩大运力，加密地铁班次，提前准备

空车；同时加大配套服务的支持力度，防止地铁过度拥堵，超负荷运行。 

杭州的地铁出行政策基本实现原定的政策目标，其采取的一些做法很好解决了广州实践

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但杭州和广州的政策目标类似，都是服务于亚运会这一重大赛事，在刺

激消费，促进增长经济方面，地铁免费出行扮演相对次要的角色。 

郑州在 2023 年 6 月 1 日至 6 月 24 日推出了晚八点后一分钱乘坐地铁的优惠政策。以

其借此政策助力城市夜间经济发展，激发夜间消费新动能，培育夜间经济新增长极。3但从

实践效果看，拉动消费的作用较为有限。 

郑州的问题反映出地方政府在推行地铁优惠出行政策时，对政策推行的形式也应当有所

关注。不宜重重设卡，导致福利领取难度过大，政策无法发挥应有效果。 

（三） 中型城市：福州 

福州城市人口约有 800 万，地铁起步晚，属于中型城市的代表。但在地铁免费出行政策

方面，福州推行政策时间早、效果好、频次高、形式丰富多样，为其他城市推行地铁免费出

行政策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福州地铁免费出行政策实践始于 2020 年。此后推出了多轮地铁免费刺激政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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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在每天 20 点以后取消地铁购票，节省出行时间成本，降低地铁闸机运行成本，对拉动郑州市“夜经

济”更加有利。 



种类更加丰富，包括针对特定时段免费出行、特定线路免费出行政策，政策施行效果更

加显著。地铁免费出行政策对促进福州消费、文化旅游发展也做出了重大贡献。 

福州的地铁免费出行实践逐步常态化，充分说明像福州这样的中型省会城市，地

铁免费出行具有可行性。福州获益颇多，具体表现在： 

一是市民地铁出行习惯逐步养成，地铁免费出行后客流量较之前有较大增长，原

先乘坐地铁偏好较低的人群在免费乘车的激励下，体验到乘坐地铁的便利性和舒适

性，养成乘坐地铁的习惯，成为地铁的重要客群。 

二是地铁客流量峰值实现瓶颈突破，随着福州多轮免费政策的出台，2023 年 5 月 1

日达到单日客流量 110 万人，较三年前翻一番。 

 
图 2 福州地铁单日最高客流量变化（截止 2023年 5 月 1日） 

数据来源：互联网公开信息 

三是拉动了地铁沿线商业、旅游业的发展，福州传统的商业消费中心实现复兴。众多

地铁沿线远郊、乡村景点成为市民假日出行新去处，促进当地文旅及配套商业发展，提升

当地居民收入，充分释放消费潜力。4 2023 年春节期间，全市累计接待 284.73 万人次，比

上年同期增长 29.9%，实现旅游收入 19.14 亿元，较 2022 年同比增长 83.8%。 

四是市民幸福感增加，对城市发展的获得感、认同感、归属感极大增强，对市政府的

相关优惠政策给予积极反响。 

三、推广地铁优惠出行的适用条件 

地铁优惠出行政策需要特定的环境下方可使政策效力实现最大化，从当前我国已进行的

政策实验，可以将地铁优惠出行的适用条件归纳为以下四点： 

一是具有充足的运力保障。由于地铁客流量激增，原有正常运行的地铁可能出现过度拥

挤等系列问题，为城市管理增加负担。可行的措施包括加密地铁班次，准备空车投运，同时

利用其他公共交通工具分散客流，减轻地铁运行压力，城市地铁主管方事先应充分准备，避

免因运力不足造成政策效果不及预期，群众体验感下降。 

二是地铁优惠出行政策力度需足够强，适用人群门槛应足够低，尽可能减少乘客不必要

的操作。如深圳、天津等城市也提出过 1 元钱乘地铁、6 分钱兑换 2.6 元权益码，北京、上

海等城市推行过当月乘车车费达 80 元后票价 8 折等优惠政策。但由于政策力度较小，操作

较为繁琐，没有形成市民的广泛参与。 

三是地铁优惠出行政策推行的时间应尽可能避开炎热和寒冷的季节，推出时机最好契合

                                                             
4 2023 年春节免费出行期间，福州商业中心，如东街口、南门兜、金山和远郊文旅景点梁厝成为市民地铁

出行的主要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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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假日因素、重要体育赛事或社会活动，以最大限度地增强政策拉动消费的效力。 

四是地铁沿线需要有配套的商业设施或风景优美的文旅景区，以提高地铁出行的吸引力，

同时创造消费场景，提高乘客消费需求。在优惠出行政策刺激下，居民往往更偏好前往日常

因交通成本较高而不舍得前往的远郊农村观光旅游，或前往大型商业中心进行各类娱乐活

动。但仅仅依靠地铁优惠出行这一政策效力尚有不足，应充分发挥政策“组合拳”优势，完

善城市管理，加强媒体宣传力度，推动消费圈和消费品牌的形成，培育消费场所，也可采取

向市民发放专项消费券等激励方式进一步强化政策效力。 

四、大中型城市地铁免费出行政策预期成效及可行性分析——以天津市为例 

从目前我国地铁免费出行的实践上看，特大型城市中，只有广州短暂实行过地铁免费

出行政策。中型省会城市中，也仅有部分城市实行过地铁免费出行政策。如表 3 所示，各

实行过地铁免费出行政策的城市客流增幅从 21.59%到 160%不等，在叠加节假日因素、重

要体育赛事或社会活动后，地铁免费刺激政策效果更加显著。我国大中型城市在运用地铁

免费出行刺激本地消费提质升级，经济增长方面仍有较大潜力。以下以天津市为例，对我

国大中型城市地铁免费出行政策的预期成效及可行性展开分析 

 

表 3 各城市采取地铁免费刺激政策后客流增长情况 

 

数据来源：根据互联网信息整理 

（一）天津地铁现状 

天津市是我国重要的大城市，人口众多，地铁网稠密，在大中型城市中具有一定的代

表性。地铁是天津市公共交通重要的组成部分，截止 2023 年 2 月，天津地铁总运营长度

233 公里，位居全国第 10 位。在 2023 年上半年，天津市的地铁客流总量达 2.67 亿人次，

日均客流量 146.7 万人次，在全国的客流量也名列前茅。 

（二）天津地铁存在问题 

天津地铁虽然总客流量大，但客流强度较低。如表 4 所示，天津客流强度在全国部分

大中型城市中仅排行 17，表明天津地铁仍有巨大的潜力可以释放，特别是天津的远郊线路

更是如此。此外天津市民对于像其他城市一样享受免费地铁政策的愿望与日俱增。推行地

铁免费乘车，有助于增进群众幸福感、获得感和对城市的归属感。 

从政策上看，天津地铁也尝试过推行部分优惠型的地铁优惠出行政策：如 2023 年 9 月

23 日开始至 12 月 31 日，乘客使用天津地铁 APP 支付方式选择“中国银行数字人民币”支

付票款时，同一客户最多可享 5 次一元乘车优惠。每次优惠不限里程，不限票价，天津地



铁全线网可用。但遗憾的是该政策没有形成大范围的群众参与。2023 年 9 月月客运量总计

5104.67 万，日均 170.16 万，10 月 9 日-10 月 23 日期间，日均客流量 178.16 万人次，同比

增幅 4.70%。对比其他城市的政策实践，天津地铁优惠政策设置准入门槛高，操作较繁

琐，优惠力度有限，宣传噱头吸引力一般。提高客流量，进而促进消费增长的政策效果不

显著。 

表 4 截止 2023 年 2月 10日全国部分大中型城市地铁客流强度 

 

数据来源：根据互联网信息整理 

（三）天津地铁免费出行政策的预期成本和收益 

    鉴于当前天津地铁的现状和已实行的地铁优惠政策暴露出的问题，部分优惠型政策虽

然成本低，但社会参与度低。采取广域免费型、特定时段或线路免费型两类政策对刺激天

津消费增长，促进天津经济发展政策目标更加匹配。因此以下从成本适中，较为符合天津

实际的特定时段或线路免费型政策入手，分析天津地铁免费出行政策的预期成本和收益。 

从经济收益和成本上看，若采取全线节假日+周末+19:00 后夜间时段免费的政策，政策

持续期三个月，参考其他城市激励政策的数据，客流量增幅悲观预期约为 23%，中性预期

暂定为 40%，乐观预期为 60%。从其他城市经验上看，由于地铁免费开放，市民更青睐前

往原先因距离较长、票价较高而不舍得去的目标站点或具有完善配套设施的大型商业区。

出行里程的延长，使市民刚性消费需求增加，消费意愿、消费档次大大提高，对于文化、

餐饮、住宿、娱乐等行业拉动尤为明显。对于乡村特色集市、城市夜间经济发展都有显著

的促进作用。 

表 5 对天津不同出行距离下主要消费形式、消费金额和初次消费增量的预估 

 



 

如表 5 所示总的初次消费增量预估在 135.96 亿元至 176.93 亿元之间（按照增量乘客

人数增量乘客约 1.64 亿到 2.13 亿人次，与表 5 中相应消费金额估算）。成本方面，不考

虑地铁闸机的运行成本、乘客出行的时间成本、地铁售票检票的人力成本等难以估量的成

本，仅考虑采取优惠出行放弃收取的票价成本，若按每张票价均价 3.5 元计价，潜在减少

的地铁票价收入为 5.75 亿元至 7.47 亿元之间。同巨大的消费增量相比，投入的成本相对较

低。说明地铁免费出行政策在诸如天津这样的大中型城市推广具有一定的可行性。 

五、总结 

   刺激消费增长是当前我国各级政府重要的工作任务，而地铁优惠出行政策通过提高消费

者出行意愿，提升消费者的消费意愿，创造了更多消费场景，由点及线，由线至面地拉动

地铁站点、地铁沿线乃至全地区的消费和经济增长。地铁优惠出行政策在提升居民幸福

感，刺激提振消费，进而促进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在实践中已证明其可行性。目前我国大

部分开通轨道交通的大中型城市仍未实行过地铁优惠出行，尚有较大的政策可操作空间。

各地在进行地铁优惠出行政策实践时，应当充分关注政策适用范围，适当推出保障配套政

策，确保政策效力最大化，更好地服务于刺激消费，促进经济增长这一政策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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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al experience of subway preferential travel in Chinese 

cities and analysis of its impact on consumption 

CAO Hua1,ZOU Hanlu1,LIU Xiaoguang2 

(1College of Finance, 2College of Computer Science,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China, 300350) 

 Abstract The subway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modern urban life. It has greatly expanded the 

scope of consumption and improved the level of consumption in same time.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long-term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conomy. This paper starts from the practice 

of subway preferential travel in representative large and medium-sized cities, analyzes the 

mechanism, policy effectiveness and applicable conditions of subway preferential travel, and takes 

Tianjin as an example to analyze the expected effect of subway preferential travel in stimulating 

consumption and promoting economic 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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