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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NDUXINWEN深读新闻

星报讯（汪婷婷 记者 沈娟娟） 从全
国范围来说，合肥地铁票价贵不贵？两套
方案各有什么优势？会后，市场星报、安
徽财经网记者对话了合肥市物价局副局
长唐立新。

唐立新说，合肥票价在全国范围内属
于中等偏下水平，全国地铁乘客平均乘坐
的里程数在 5 公里左右，因此，方案二可
能更适合大多数乘客。

记者：公布了两套听证方案，是不是

最终的方案会在这两个里面产生？

唐立新：最终方案并不一定会是“二
选一”，相关部门会根据听证会意见收集
情况来制定最终实施方案，方案最终要通
过政府常务会议决定，结果大约在一至两
个月内确定，到时候也会对外公布。

记者：两套方案各有什么优势？

唐立新：考虑到合肥地铁运营的特
点，站间距差别较大，短的可能间隔几百
米，长的可能是几公里，所以分段加价是

按照公里数而不是站数。
方 案 一 起 步 里 程 短 ，但 加 价 里 程

间 隔 长 ，对 短 途 出 行 的 乘 客 比 较 有
利 ，弱 点 在 于 不 利 于 发 挥 地 铁 大 运
量、长运距的优势，跟公交有所重叠；
方案二起步里程大，对短途乘客来说
不 太 合 算 ，里 程 加 价 的 距 离 稍 短 ，长
途出行比较划算。

记者：您觉得哪套方案更适合乘客？

唐立新：经过调查，全国地铁乘客平
均乘坐的里程数在 5 公里左右，由此推
断，方案二可能更适合大多数乘客。

两套方案都采取了全国统一的非一
票制，即基础票价加分段加价，合肥票价
在全国范围内属于中等偏下水平。

记者：我们对比周边武汉、南京的地

铁票价，合肥起步价比这些城市要高，是

什么原因？

唐立新：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这些城
市定价较早。

合肥市物价局副局长唐立新：

最终方案1~2个月内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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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报讯（记者 沈娟娟）昨日，在公证人
员的现场监督下，通过随机抽号的方式，参与
合肥市轨道交通（地铁）票价制定听证会的
10名消费者参加人和5名旁听人产生了。

据介绍，此次共有 45 名消费者自愿

报名申请，最终产生了 10 名消费者参加
人和 5 名旁听人。记者在参与者名单中
看到，此次消费者参加人各个年龄阶层都
有，其中包括 1 名 90 后研究生和 1 名 90
后律师。

10名消费者参加人
和5名旁听人抽号产生

【
花
絮
】

上海：按里程计价的多级票价，0~6

公里3元，6公里之后每10公里增加1元。

南京：起步价2元可乘10公里，10公

里以上部分，10~16 公里单程票价 3 元，

16~22公里单程票价4元，22~30公里单程

票价5元，30~38公里单程票价6元，38~48

公里单程票价7元，48~58公里单程票价8

元，58~70公里单程票价9元，70公里以上

每1元可乘14公里。

杭州：起步价为 2 元可乘 4 公里，4

公里以上部分，4～12公里每1元可乘4公

里，12～24 公里每 1 元可乘 6 公里，24 公

里以上每1元可乘8公里。

长沙：起步价 2 元可乘 6 公里，超过

6公里采用“递远递减”的计价原则，6~16

公里范围内每递增5公里加1元，16~30公

里范围内每递增 7 公里加 1 元，30 公里以

上每递增9公里加1元。

武汉：按里程分段计价。计价标准：

9 公里以内（含 9 公里）2 元/人次，9~14

公里（含 14 公里）3 元/人次，3 元以上每

增加 1 元可乘坐的里程比上一区段递增

2 公里，以此类推。乘车限时：每次进闸

到出闸限 180 分钟。

全国部分城市地铁票价对比
延伸阅读

超9成市民支持第二套方案
认为2元6公里起步价能惠及更多人

□□ 薛薛莲莲 记者记者 祝亮祝亮

昨日合肥昨日合肥地铁票价两套征求意见方案揭晓后地铁票价两套征求意见方案揭晓后，，引发市民及引发市民及
网友高度关注网友高度关注。。市民更倾向于哪种方案市民更倾向于哪种方案？？为此为此，，市场星报市场星报、、安徽安徽
财经网记者在市民中展开了调查财经网记者在市民中展开了调查，，调查发现调查发现，，几乎超过几乎超过99成的市成的市
民及网友都赞同第二种方案民及网友都赞同第二种方案，，也就是也就是66公里起步价公里起步价。。

省政协委员：长沙地铁收费标准具有参考价值
省政协委员、安徽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陈

飞翔说：“我仔细研究了合肥地铁票价方案征
求意见稿，个人更倾向于第二种方案，这种方
案可以惠及更多的市民。”

他表示，长沙的地铁票价方案对合肥来说比
较有参考价值：“首先，合肥和长沙两个城市差不

多大，经济、消费水平差别也不是很大，加上长沙
地铁也是通车没多久，因此比较有参考价值。据
我了解，长沙当初也是拿出了6公里起步价和4
公里起步价两种方案，最终大多数听证人员选择
了6公里起步的方案，这一方案也就是长沙目前
现行的方案。”

省直某部门公务员：方案二能惠及绝大多数市民

“相比两种方案，我比较赞同第二种方案。
很显然，这两种方案，第一种对于长距离乘车的
人来说相对实惠些，但这优势体现在27公里以
上了，27公里以内的行程都是方案二比较便宜。”

在滨湖新区省行政中心上班的省直某部

门公务员罗先生告诉记者，以合肥市这样的城
市规模，6 公里以内的范围仍然是出行的主力
距离，12公里基本能满足大多数出行需求。因
此，从惠及市民的角度来说，显然是第二种票
价方案更为合理。

合肥网友：希望持合肥一卡通折扣可以更高
在微信、微博及网络论坛里，合肥地铁票

价方案也引发网友们的热议。
合肥网友“apple”在某论坛里留言说：“我

觉得票价制定中规中矩，没什么好讨论的，就
是这个充卡折扣怎么只有 95 折，是不是太低

了。尤其我们上班族，如果每天中午还想回
家，那岂不是交通成本都要十几元钱了。建
议地铁能给合肥本地人多些优惠福利，比如
充值合肥一卡通，能给个七折、八折的优惠也
好啊。”

退休职工：老年人免费乘车年龄应该划至65周岁
今年63岁的合肥企业退休职工孙女士看完

地铁票价方案征求意见稿后表示，支持在高峰时
段对老年人不免费，以把更多公共交通资源让给
那些辛苦的上班族和学生们。但她建议，希望能
把老年人免费乘车年龄划至65周岁以上。

“老年人基本上从60岁退休开始，除了养老金
以外就没有其他收入来源了，生活开销压力还是蛮
大的。而且老年人出行基本都是依赖公共交通工
具，所以希望政府和相关单位能够考虑到更多老
年群体，降低免费乘车的门槛。”

合肥地铁起步公里数究竟有多远？
4公里相当于从火车站到逍遥津

6公里相当于从火车站到三孝口

7公里相当于从高铁南站到四牌楼

8公里相当于从高铁南站到百花井

10公里相当于从大蜀山到城隍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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