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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停车交费痛点入手

现阶段的“无感支付”，本质就是不停车

支付。

早在去年年底，浦东机场 P1、P2 停车库就

已经上线停车付费支付宝支付。车主可以通过

二维码扫码或者直接进入支付宝“车主服务”

绑定车号，开通免密支付功能，随后出库车辆

在到达车库收费口时，系统自动识别车牌，并

崔健有句歌词，叫“因为我的病就是没有

感觉”；如今画风大变，支付起来让人“没有

感觉”，已经成了便利民众和值得抢滩的生意。

国庆节前，上海浦东国际机场 P1、P2 停车

库，深圳北站停车场等地纷纷增开或上线启用

无感支付停车服务，让有车一族缴纳停车费有

了更快捷的选择，也帮助应对了节假日期间的

巨量客流。

“无感支付”采用“车牌付”形式，实现人、车、服务的无缝连接，能够为用
户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通行服务，持续完善技术、提升用户体验仍是竞争法宝。

文  |  本刊记者   苏慧婷

实现支付不停车
无感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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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车主支付宝账户中扣取停车费。

蚂蚁金服董事长井贤栋在一次公开演讲中

提到，某次出差赶回上海，却因机场停车库出

口排队交费等待了半个多小时，深感这是一个

痛点，回去就要求技术部门提供解决方案。

果然，“入场无需领卡、离场无需扫码”

的停车“无感支付”很快上线，而且今年微信、

银行等更多机构和平台陆续跟进。

“无感支付”采用“车牌付”形式，实现人、

车、服务的无缝连接，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高效、

便捷的通行服务。

根据支付宝及微信的统计，采用“无感支

付”，用户出停车场的通行时间从平均 20 秒缩

短至 2 秒。与此同时，还省去了车主们遇到的

没有零钱、扫码支付无法识别二维码等麻烦，

停车场不必再核对琐碎的账务，资金回笼也更

顺畅了。

具体如何实现呢？在“无感支付”停车场

景中，“智能判断和图像识别”是基础。智能

前端设备会自动判断动作、识别车牌、完成取证，

然后利用 APP 提示车主当前状态，自动从车主

绑定的账户里扣取停车费。

如果把这一系列动作拆解的话，它涉及到的

首先是视频技术，用摄像设备来识别车牌、分区

管理停车场。其次是图像算法，采用深度学习架

构与路侧细分场景结合。最后一个环节是消费者

直接参与的支付系统，完成“无感支付”。

移植到高速路
“无感支付”在停车场场景的应用已经比

较成熟，全国多地停车场都已启用，相同的技

术方案、相似的场景，也开始在高速公路上推广。

4 月份，在广东省交通集团大力推动下，

深圳、广州多个收费站开始试点，并将很快在

全省推广。

9 月 28 日，云南省宣布，为全力支持“一

部手机游云南”平台推广，云南高速公路将全

面推进“无感支付”。

湖北、山东由于已经开通了支付宝扫码支

付，全省高速路的收费站都可以迅速升级到“无

感支付”。

然而普及的速度似乎并没有预期得快。相

较于停车场，高速公路收费站的复杂之处主要

有两点：一是车辆通行速度更快，二是拥堵时

容易出现跟车，由于通道口装有地感线，如果

后车跟得太近，地感线检测到有车，道闸就不

会落下，很可能影响支付结算。

而且，在使用体验上也有差异。

第一，“无感支付”在上下高速时，都要

求停车领卡、还卡，体验大打折扣。据报道，

保留“领卡、还卡”环节，是为了精准确认车

辆，侧面反映了车牌识别技术在高速公路场景

的识别准确率还未达到相关要求。目前多数供

应商都称自己的车牌识别率达了 99% 左右，然

而在恶劣环境下，例如暴雨、暴风、雾霾、大

雪等天气下多数车牌识别率会同比平常下降 3%

左右，因而在风险防控上，高速公路无感支付

仍需要通行卡辅助验证。

第二，可能发生误扣。由于车牌识别不可

能达到百分百准确，就不可避免会发生识别错

误的情况，如果车牌识别错误并刚好是另一部

有效注册车辆，就会出现因为识别错误而误扣

费的现象。

第三，太过依赖网络也是诟病之一。“无

感支付”一般流程为，在高速公路出入口安装

车牌识别设备，车辆上高速时拍照识别车牌信

息并将结果上传至云端系统，下高速时再次拍

照识别车牌并进行比对，从而实现与绑定账户

的自动扣费。网络环境的不稳定性会较大程度

影响收费速度，可能反而会加重道路拥堵。

看起来在高速公路上的应用还需要进一步

的迭代与完善。

采 用“ 无 感 支
付”，用户出停
车场的通行时间
从平均 20 秒缩短
至 2 秒，还省去
了车主们遇到的
没有零钱、扫码
支付无法识别二
维码等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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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ETC 争锋？
事实上，提到不停车支付，更早推出的是

ETC。

ETC，即不停车电子收费系统，通过安装

在车辆挡风玻璃上的电子标签 OBU 与在收费

站 ETC 车道上的收费天线 RSU 之间的微波专

用短程通信，由车道系统计算出通行费用，并

通过 OBU 与 RSU 之间的微波通信扣取插在电

子标签里面的用户卡的金额，实现收取停车或

通行费用。

简单说，ETC 就是要在汽车挡风玻璃上安

装一个设备，在收费站安装微波天线，才能实

现不停车收费。几年前，汽车上的这个设备需

要花几百元购买，近年来各银行在这一领域的

竞争日趋激烈，才出现免费送设备免费安装的

情况。

尽管用起来方便而且已经发展了很多年，

但 ETC 的渗透率只有 38% 左右，原因就在于其

用户体验还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比如功能

单一、申请流程繁琐、开发票麻烦、存在“黑

科技”盗刷的风险等。ETC 的好处是，目前已

经拥有海量的用户，在一些公车应用上，OBU

方便企业的费用报销。

而基于移动支付技术的“无感支付”，优

点在于非常开放、与社会应用结合紧密、操作

简单，但如何与高速公路系统对接是横亘在它

面前的一座大山。

此外，二者在现阶段比较起来也是各有优

缺点。

“无感支付”的车牌扫描技术暂时无法解

决套牌问题，ETC 采用智能卡双向认证技术，

安全性很高，不用考虑“套牌”问题。

识别准确率方面，ETC 更胜一筹，准确率

达到 99.9% 以上，且不受天气、光线、车牌遮挡、

污损等因素影响，而无感支付的车牌扫描准确

率只有 96%，离规模化应用还有一定差距。

ETC 采用的专用短程通信 DSRC 技术不止

用于不停车收费，还能够基于其强大的车路通

信能力，轻松实现路径识别，并为智能驾驶、

智慧公路发展提供技术支撑。

但基于移动支付＋车牌识别的“无感支付”，

无需在车内安装任何设备，基于普及度相当高

的互联网工具可以迅速普及，给实际无法安装

ETC 设备的车主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这点是

ETC 发展过程中所无法比拟的。

正如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智能所所

长盛刚博士所说，“无感支付”已经不存在纯

技术上的瓶颈，关键是如何平衡投入与产出。

这根本上又取决于车主的需求，因为任何一种

支付手段的目的都是让车主获得更好的体验。

从部分省份的试点情况来看，每个月使用移动

支付的交易记录达到了 200 万 ~300 万条，这证

明消费者的确存在这样的需求。但“无感支付”

到底能否大规模推广，仍取决于它最终的用户

体验和性价比。

“无感支付”已
经不存在纯技术
上的瓶颈，关键
是如何平衡投入
与产出。到底能
否大规模推广，
仍取决于它最终
的用户体验和性
价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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