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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约车计程计时计量检测校准的关键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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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网约车作为新兴出行方式，其计程计时的准确性直接关乎乘客权益与市场秩序。本文深入剖析网约车计程计时计量检

测校准的关键技术，涵盖卫星导航定位技术、传感器技术、时间同步技术等在网约车计程计时中的应用及面临的挑

战，并提出对应的优化措施。同时，探讨监管策略，从完善法规标准、加强监管技术手段、建立投诉处理机制等方面

构建全方位监管体系，旨在提升网约车计程计时的准确性与可靠性，促进网约车行业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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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As an emerging travel mode, the accuracy of metering and timing for online car-hailing services 

directly affects passengers' rights and the market order. This paper deeply analyzes the key 

technologies of metering, timing, measurement, detection, and calibration for online car-hailing 

services, covering the application and challenges of satellite navigation and positioning technology, 

sensor technology, and time synchronization technology. Corresponding optimization measures are 

also proposed. Simultaneously, this paper explores regulatory strategies, constructing a comprehensive 

regulatory system from improving regulatory standards, strengthening regulatory technical means, 

and establishing a complaint handling mechanism. The aim is to improve the accuracy and reliability 

of metering and timing for online car-hailing services, promoting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online 

car-hailing industry.

Keywords :     online car-hailing services; taximeter; measurement, detection and calibration; key technologies; 

regulatory strategies

引言

随着互联网技术与共享经济的蓬勃发展，网约车已成为现代城市交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传统出租车相比，网约车借助移动互

联网平台实现了乘客与司机的高效匹配，提供了更为便捷、个性化的出行服务。然而，网约车的计程计时准确性问题逐渐成为社会关注

焦点。计程计时不仅是网约车费用结算的直接依据，更关系到乘客的切身利益和市场的公平竞争。不准确的计程计时可能导致乘客多付

费用，损害消费者权益，也会扰乱市场秩序，影响网约车行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因此，深入研究网约车计程计时计量检测校准的关键

技术，并制定有效的监管策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网约车计程计时原理

网约车的计程主要基于卫星导航定位系统，如全球定位系统

（GPS）、北斗卫星导航系统（BDS）等。通过导航终端（手机终

端或车载终端）接收卫星信号，获取车辆的实时位置信息，平台

根据相邻位置点的坐标变化计算行驶里程。在实际应用中，为提

高计程精度，还会结合惯性导航技术、基站定位技术等进行辅助

定位。例如，在卫星信号遮挡严重的区域，惯性导航技术可通过

测量车辆的加速度和角速度，推算车辆的行驶轨迹，从而弥补卫

星定位的不足。

计时方面，网约车平台通常以服务器时间为基准，终端设备

通过网络与平台服务器进行时间同步。当乘客下单、行程开始和

结束等关键节点，终端设备记录对应的时间戳并上传至平台，平

台根据时间戳计算行程时长。同时，为确保计时的准确性，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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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高精度的时钟芯片，并定期进行时间校准。

二、网约车计价器计量检测校准关键技术

（一）传感器技术

传感器在网约车计价器系统中承担着数据采集的关键任务，

是获取车辆行驶基础信息的核心部件。常见的传感器类型主要包

括速度传感器、陀螺仪传感器、地磁传感器等。速度传感器通过

特定的物理原理实现对车辆行驶速度的实时监测 [1]。其中，螺仪传

感器用于测量车辆的旋转角度，可辅助确定车辆的行驶方向。地

磁传感器则利用地球磁场来确定车辆的方位。在实践中，将这些

传感器与卫星导航定位系统相结合，能够有效提高计程计时的准

确性。当卫星信号丢失或受到干扰时，传感器可根据车辆的运动

状态推算行驶轨迹，保证计程计时的连续性。通过传感器还可以

实时监测车辆的行驶状态，如急加速、急刹车等，为平台提供更

全面的车辆运行数据，有助于优化计程计时算法。

（二）定位技术

在网约车计价过程中，定位技术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

中全球定位系统（GPS）和北斗卫星导航系统（BDS）应用最为广

泛。GPS 通过接收多颗卫星发射的信号，运用三角定位原理精准确

定车辆的地理位置 [2]。BDS 作为我国自主研发的卫星导航系统，具

备高精度、高可靠性等特点，同样能够为网约车提供精确的定位服

务。这些定位技术不仅能够实时获取车辆的位置信息，还能结合电

子地图数据，精确计算出车辆行驶路径的长度 [3]。为了进一步提升

定位精度，差分定位技术应运而生。差分定位技术通过在已知精确

位置的基准站上设置 GPS 接收机，与车载 GPS 接收机同时观测相

同卫星。基准站将观测数据与已知位置信息进行对比，计算出误差

信息，并将其发送给车载接收机。车载接收机利用这些误差信息对

自身定位结果进行修正，从而显著提高定位精度，为计价器提供更

为准确的行驶距离数据，有效保障计价的准确性 [4]。

为优化卫星导航定位技术在网约车计程计时中的应用，可采

取以下措施：一是采用多系统融合定位技术，即同时接收 GPS、

BDS 等多个卫星导航系统的信号，通过数据融合算法提高定位精

度和可靠性。二是利用实时动态差分（RTK）技术，通过建立地

面基准站，向移动终端发送差分改正信息，消除卫星信号传播过

程中的误差，进一步提高定位精度。三是加强对卫星信号的抗干

扰技术研究，采用屏蔽、滤波等手段减少外界干扰对卫星信号的

影响。

（三）数据融合与处理技术

网约车计程计时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数据，包括卫星导航定

位数据、传感器数据、时间数据等。数据融合与处理技术能够将

这些多源数据进行整合和分析，从而提升计程计时精度。在数据

处理方面，采用滤波算法、卡尔曼滤波等方法对原始数据进行去

噪和优化。通过建立数学模型，对车辆的行驶状态进行模拟和预

测，进一步提高计程计时的精度和稳定性。数据融合是将来自不

同传感器的数据进行综合处理，充分发挥各传感器的优势，提高

数据的准确性和完整性。如，将速度传感器数据与定位系统获取

的速度信息进行融合，能够得到更精确、稳定的车辆行驶速度。

计价算法则是根据相关法规政策、市场运营规则以及各地实际情

况，将处理后的数据转化为具体的费用 [5]。常见的计价算法充分考

虑行驶里程、时长、时段加价、拥堵附加费等多种因素，通过设

定合理的费率和科学的计算规则，得出准确、公平的计价结果。

（四）时间同步技术

时间同步技术是保证网约车计时准确性的关键。网约车平

台的服务器和终端设备需要保持精确的时间同步，才能确保行

程计时的一致性。目前，常用的时间同步方法有网络时间协议

（NTP）、全球定位系统定时（GPS-T）等。

NTP 是一种通过网络传输时间信息的协议，它利用网络中的

时间服务器作为时间基准，客户端通过与时间服务器进行时间同

步，获取准确的时间。NTP 具有较高的时间同步精度，一般可达

毫秒级。GPS-T 则是利用 GPS 卫星信号中的时间信息进行时间

同步。GPS 卫星搭载有高精度的原子钟，其时间精度极高。通过

GPS 接收机接收卫星信号，提取其中的时间信息，可实现与 GPS

时间的精确同步。

为进一步提高时间同步的准确性，可采用多种时间同步技术相

结合的方式。在网络信号良好的情况下，优先使用 NTP 进行时间

同步；当网络信号不佳时，切换到 GPS-T 进行时间同步。还可以

通过定期对时钟芯片进行校准，补偿时钟漂移带来的时间误差。

三、网约车计价器计量监管现状与问题

（一）现有监管政策与法规

为规范网约车计价行为，保障乘客与司机合法权益，我国各

地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监管政策法规。国家层面，交通运输部等七

部门联合发布的办法，要求网约车平台合理定价、明码标价并提

供发票。地方层面，各省市依据本地实际制定实施细则，如北京

规定网约车平台要依规使用计程计价设备，不得擅自改装等。这

些政策法规明确了网约车计价器的计量标准、计价方式和监管职

责，为计价监管提供基本依据 [6]。但随着网约车行业快速发展与

技术创新，现有政策法规在新兴计价模式（如动态定价、分时计

价）方面，规定不够细化，缺乏具体监管标准与操作流程，给实

际监管带来困难 [7]。

（二）监管体系与机制

目前，我国构建了以市场监管部门为主导，交通运输部门、

网约车平台等多方参与的网约车计价器计量监管体系。市场监管

部门负责计价器计量准确性的检测校准及作弊行为查处；交通运

输部门监管平台运营，督促其落实计价管理责任；网约车平台承

担平台内计价器的日常管理维护。

监管机制采用定期检测与不定期抽查结合的方式。市场监管

部门定期强制检定计价器，不定期抽查计价行为，以保障计价准

确。但当前监管体系与机制存在问题，各监管部门协同配合不

足、信息共享不畅，影响监管效率，如市场监管部门发现问题后

难以及时传递信息 [8]。对网约车平台的监管约束机制也不完善，部

分平台计价器管理责任落实不力，存在监管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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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监管中存在的问题与挑战

1. 技术更新带来的监管难题

随着网约车行业技术的不断更新，如自动驾驶技术、智能网

联技术在网约车中的应用，给计价器计量监管带来了新的难题。

以自动驾驶网约车为例，其计价器的计量方式可能与传统网约车

有所不同，需要基于车辆的自动驾驶系统获取行驶数据进行计

价。然而，目前针对自动驾驶网约车计价器的计量检测校准技术

与标准尚未完善，监管部门在对其进行监管时缺乏有效的技术手

段与依据 [9]。

同时，智能网联技术使网约车计价器的数据传输与处理更加

复杂，增加了数据被篡改的风险。一些不法分子可能利用技术漏

洞，篡改计价器数据，谋取不正当利益。如何在技术快速发展的

背景下，加强对网约车计价器的技术监管，确保计价准确、数据

安全，是当前监管面临的重要挑战。

2. 监管技术手段落后

现有的监管技术手段难以满足网约车计程计时监管的需求。传

统的出租车计价器可以通过专门的检测设备进行定期检定，但网约

车的计程计时依赖于网络和多种技术的融合，监管部门缺乏有效的

实时监测和远程检测手段。在实际监管中，往往只能通过乘客投诉

或事后抽查的方式发现问题，难以做到事前预防和事中监管。

四、网约车计价器计量监管策略优化

（一）完善监管法规与标准

完善法规标准体系是加强网约车计程计时计量监管的基础。

相关部门应制定统一的网约车计程计时计量法规和标准，明确计

程计时误差的允许范围、检测方法、检测周期等内容。规定网约

车计程误差应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如 ±2%，计时误差应小于一定

时间，如 ±1秒。制定详细的检测流程和操作规程，确保检测的准

确性和公正性。同时，根据技术发展和市场需求，及时对法规标

准进行修订和完善。

（二）强化监管技术手段

强化监管技术手段是实现有效监管的关键。监管部门应加大

对监管技术研发的投入，建立网约车计程计时计量监管平台。该

平台可通过与网约车平台进行数据对接，实时获取网约车的计程

计时数据，并进行分析和监测。利用大数据分析技术，对计程计

时数据进行比对和筛选，及时发现异常数据和违规行为 [10]。监管

部门还可采用移动检测设备，对网约车终端设备进行现场检测，

提高监管的灵活性和效率。

（三）创新监管技术手段

密切关注网约车行业的发展动态，根据行业的新变化、新需

求，及时修订和完善相关监管政策法规。明确对新型计价器技

术、新兴运营模式的监管要求，填补政策空白，使监管工作有法

可依、有章可循。细化对违规计价行为的处罚标准，提高违法成

本，增强监管政策的威慑力。例如，对于故意篡改计价器数据、

恶意多收费等严重违规行为，除给予高额罚款外，还可依法吊销

平台运营资格或司机从业资格。加强不同地区监管政策的协调统

一，建立区域间的监管协作机制，避免因地区政策差异导致网约

车跨区域运营时出现监管漏洞，确保监管政策的一致性和有效

性。建立监管政策动态调整机制，定期对政策实施效果进行全面

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及时调整和完善政策，使监管政策能够始终

适应网约车行业的快速发展。

五、结束语

网约车计程计时计量检测校准的关键技术与监管策略是保障

网约车行业健康发展的重要环节。通过对卫星导航定位技术、传

感器技术、时间同步技术、数据融合与处理技术等关键技术的深

入研究和优化，能够有效提高网约车计程计时的准确性和可靠

性。针对当前面临的技术、设备与运营、监管等层面的挑战，采

取相应的技术优化措施和监管策略，完善法规标准体系，强化监

管技术手段，加强行业自律与协同监管，建立投诉处理与反馈机

制，能够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监管体系，促进网约车行业在公

平、公正、规范的环境中持续发展，为广大乘客提供更加优质、

可靠的出行服务。未来，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监管的持续完

善，网约车计程计时计量检测校准将更加精准、高效，为网约车

行业的创新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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