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 海 颖 航 电 子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ShangHai Yinghang Technologies Co.,Ltd. 

        Tel:021-52063951/52         Fax:021-52063953 

 

收费账单条码走向标准化 

    条码在公共事业收费中的应用并不是一个全新的话题，可以说条码产业的发展即伴随着它在收费项目中的应用。近年来，

随着社会分工的日益细化，各种公共事业项目的收费日益增多，条码的应用更是有了广阔的市场。 

    日常生活中许多收费早据已经被条码化，如何最大限度的合理分配信息资源成为目前管理机构关注的焦点。以往，为了适

应不同情况的管理机构，编码成为实施的重头戏，不同的收费采用不同的编码体系和码制，形成不同的解码与数据库存信息，

管理机构为此需要建立并行的多个庞大的数据库，使得信息资源浪费严重。 

    结合典型管理机构实际编码案例，本期编辑了标准化专家论证公共事业收费中条码统一标准的必要性，并给大家提供了完

整的应用参考。 

一、编码：条码应用的关键 

    账单，在我们的生活中无处不在，小到个人几元、几十元的水、电、煤、固定电话、移动电盾账单、保险单，大到公司使

用的国家、地方税务缴税单。而我国超大型城市，目前绝大多数仍需出具实体账单给用户。 

    据 2004 年的统计，上海公用事业的年交费额已经超过 150 亿元人民币，每月的账单数也早巳超过 3千万张，年账单数近 4

亿张。这些数量只包含了常规的公用事业，如果加上新型的账单出具企业(社会保障、保险等)，数量将更加惊人。这些数据的

回笼跟踪是—个非常人的数据处理系统，对于公用事业部门来说，如何快速处理这些帐单成为一个极大的挑战。 

二、瓶颈 

    以银行为例，据调查，银行接受委托直接在专用帐户扣款的业务开展已经有 10 年，但用户数仍徘徊在 10％。使用网上银

行或电话银行缴费的用户不到 1％。大量的用户都是拿着账单去邮局和超市，由此就产生了两个问题：“交费难”与“核销难”。

所谓“交费难”是指用户面临着四大“难点”：能提供 24 小时付费的代收网点数量有限；银行代扣电话、手机、互联网等现

代化缴费方式普及率不高；逾期账单缴费困难以及代收网点分布不尽合理等。所谓“核销难”是指这些庞大的数据如何回笼与

传递，由于账单的数据单元很多，至少包含有单位码、出账日期、用户标识、收费金额等，并且由于出账单位的不同这些数据

段的长度与定义都有个性化的差异，存在输入输出的瓶颈难题。 

    如何解决这些应用中的现实问题，成为现代公共事业单位收费中的关键。 

三、实施 

    早在 1993 年，上海电信公司通过在账单上打印条码，处理效率提高了近 10 倍。他们的成功经验通过推广，已经在电力、

自来水、煤气、天然气、联通、网通等公用事业单位得到了全面应用。 

    我们以上海市自来水市南有限公司营业所是自来水市南有限公司产、供、销综合体系内的一个销售部门，是对外服务的主

要窗口，担负着上海市黄浦、徐汇、长宁、静安四个区及闵行部分地区、普陀区苏州河以南地区、青东地区的抄表、收费、水

表管理、水表强检、用水管理等业务。是自来水公司联系千家万户的桥梁和纽带。辖区内共有住装水表 113．29 万只(地下表

10．04 万只，套室表 103．25 万只)，实行套室表每两月一次的计量收费方式。 

    该营业所是最早与我们联络请求解决账单快速处理问题的单位之一，通过我们的介绍并考察了日本 7—11 便利府的尢进纤

验(该便利店早在 1987 年开始与东京电力合作，开展电费代收业务；1988 年开始经营东京煤气费代收业务)，他们对如何快速

处理“销根”(公用事业单位称核对回笼的账单收据存根联数据)提出了业务上的要求：如何把只能核对 3个月前的数据改变为

能够核对—上月的数据，减少呆账、坏账。 

    营业所有 9个账单分营点，我们确认了一家信息管理较完善的账单分营业点作为项目的 

    测试点。我们制定了整个项目的计划表，首先调查了客户信息系统的应用现状，然后了解了营业所的出账要求(时间要求、

信息要求)、销账要求(时间要求、信息要求)。 

    根据调查的结果，我们制定了实施的几个步骤： 

1、账单编码 

2、账单打印软件编制与测试 

3、数据核销软件编制与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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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项目推广 

  

    重头戏是编码。由于当时营业所的账单信息系统建立不久，很多东西尚未完善，比如对用是依靠账本管理，每个分营业点

的编号(不是编码)爸；迎尚未形成标准，我们着重研究了如何编码才不影响客户的信息传递，同时又要顾及用户原有的操作习

惯(这是信息化建发面临的最大难题)，通过研究客户分营点原有的编号习惯，确定了用户索引关键同的索引长度，这柞就解决

了用户标识的难题。对于编码中的日期因素，我们使用了 1 位年、2位月的编码方法，这是考虑到超过十年的账单肯定是呆账(而

且对地方法规对用户的要求是只需保存二年的付费存根)，在年号上就只是用—了 1 位数据位。对于金额，我们使用了 7位数

据来处理，由于在收费中对于分的金额自动流转到下次帐单合并处理，7位数据理论上可以处理到百万元(在实际工作中百万元

以上的客户是作为特殊客户另行出具账单的)，所以无论是二个月开具一次账单还是—个月开具—次账单，金额的位数已足够。 

  

    对于用户标识关键词，由于历史原因与需要编码定位的原因，需要的标识数据位数分营业点白 7位到 11 位不等，我们统

—把标识的位数定义为 11 位。并月考虑到对整个编码的数据校验至少需要 1位数据位，我们把整个编码长度定义为 24 位。 

 

    第二步是账单打印软件编制与测试。由于客户的印是在打印是在各分营业点分别打印，但是信息系统建立不同步，客户使

用的打印机层次与打印速度不—，甚至内置的打印机指令也不同，在这个环节确认—个合适的条码种类非常重要。我们选定了

交叉 25 码，原因在于交义 25 位码有较高的打印密度，是同样数据量与密度条件下打印出长度最短的条码码种之一，另外，客

户的几个业务量大的分营、比点使用行式打印机打印，这些行式打印机能够支持内置的交叉 25 码打印指令，这样基本不会因

为增加打印条码而加长账单打印时间，帐单的打印时间与质量有严格的要求，同时也避免了因为打印条码而增加客户的打印耗

材成本。 

    第三步是数据核销软件编制与测试，这是项目实施中的重要一环，它牵涉到项目的目标是否达到，只有回笼了数据并日要

比之前的人工处理迅速与准确，客户才能体会到自动识别技术所能提供给他们的有效帮助。由于自来水公司可能会给同一个客

户在同一个月份开具一份以上的账单，所以数据核销软件必须在核销时明确客户缴付的是那张账单才能正确处理。自动识别提

高了输入输出的速度，我们使用了特殊的编程方法能够基本满足客户的核销速度要求。 

    使用条码前，鉴于无法及时处理已缴费账单，自来水公司不得不提供较长的付费冗余度给客户。自来水公司在初步的试点

中就获得—厂经济效益，促进了他们把项日推广的积极性。通过这个项目，我仃帮助客户把核销周期从 3个月提高到当月，并

达到数据准确，超过千万元的回笼金额能够早 15 天到帐。 

四、发展前景 

    在公用事业等应用领域，通过自动识别技术手段快速实现账单处理与交费，中国和发达国家的差距很小。由于实体账单

的电子化处理要求越来越高，对自动识别的依赖程度也越来越高，这引发了上海市市政府主持各家公用事业单位联合成立了

“付费通”公司，希望建立一个统—的电子平台来解决平民百姓的账单交费问题，我们与各个公用事业单位以及邮政、便利店、

邮政共同参与应用标准制定过程(由上海标准化研究院主持)，目前已经形成了三个方面的规范和标准，包括上海市公用事业领

域的—维账单 32 位条形码规范、联机代收业务的流程规范以及核心业务平台的技术接口标准。 

    为期 3年的市府实事一一缴费难，已经建成—个综合业务处理平台，与 11 家公用事业公司建立账单信息交换渠道，并与

主要银行及银联实现联网。到去年，公用事业公司处理账单的时间已大大缩短，并有多种缴费方法可供市民选择，市民可在任

何时间、仟何地点以银行代扣、电活、手机、网站等方式轻松便捷地支付公用事业费。 

    所有这些白助化的服务平台，都在运用条码账单的基础上实施，对于条码应用规范的建立将促使我们获得了国内甚至国际

的技术领先地位。 

    近日，一种带有条码扫描器的自助终端出现在—上海街头，出现在自助银行里，装机数已有近千台。“缴费难”已能彻底

解决!通过条码符号，在全市建立统一的公用事业账单传递信息系统，让广大市民享受到“足不出户、轻松付费”的数字化生

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