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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高校虚拟校园卡与实体校园卡的发展趋势
与展望
唐  娜

长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吉林  长春  130000

摘要：校园一卡通是智慧化校园建设的核心，是体现高校信息建设的主要依据之一。一卡通系统集电子支付、身份识别于一体，
满足师生生活、教学、管理等多个领域的使用需求，实现“一卡在手、走遍校园”。 实体校园卡已经在高校使用了近十余年，

随着智能手机、移动支付的普及与发展，校园一卡通也紧跟时代潮流，校园虚拟卡横空出世，实体卡开始走向虚拟化，各大高

校纷纷推进“虚拟校园卡”落地，想为师生提供更优质更便捷的服务环境。未来高校一卡通将会是何走向？虚拟校园卡会取而

代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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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校园一卡通的概述
校园一卡通是指全校师生每人均持有一张实体校园卡，

它可以代替以前使用的各种证件（包括学生证、教工证、图书
借阅证、出入证等）全部功能。它是针对高校学生和教职员工
的一种智能卡系统，根据物联网技术与计算机网络的数字化理
念，将其运用于校园管理里面。此系统建立在统一的身份识别
机制之上，实现数据信息管理的共享与集成，让校园一卡通系
统管理成为校园信息化建设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校园一卡通系统的建设旨在实现“一卡在手，走遍校园”，
为全校师生提供方便、快捷的优质服务。它是以智能 IC 实体
卡为信息媒介，面向全校师生的综合性服务平台。该系统具有
消费结算功能。可以持校园实体卡在校内任意安有 pos 机的场
所中进行个人消费，一卡通系统终端服务器可以获取到消费支
出的结算账目。它还具有身份识别和信息管理功能。校园一卡
通内储存了持卡人的基本信息，可以用于身份认证，电子感应
运用于需要身份验证的校内场所，在该系统中查询图书借阅历
史记录、门禁出入信息、图书机房管理信息等相关内容，可实
现如校内学生考试的个人身份证明，部门会议考勤等各项校内
管理功能。

校园一卡通系统的建设是学校数字化校园应用平台中作
为重点核心应用项目，能够与学校数字化校园应用平台进行无
缝集成，其身份认证必须与学校数字化校园统一身份认证系统
同步。该系统除了能够对其他应用系统进行有效的集成统一管
理外，还要具备自身的相关管理功能，能够给学校的各项管理
工作提供更完善的服务。系统以学校内网为载体进行建设管理，
是集校园内各种应用场所消费、身份识别认证、考务管理、图
书借阅、校内就医为一体的新型数字化校园

核心应用项目。它不仅是数字化校园建设非常重要的组
成部分之一，也是教育信息化建设的基本立足点之一，更是提
升学校 "数字化校园 "建设水平的切入点。

2 校园一卡通的演变与发展
高校一卡通的发展演变过程可以追溯到早期的食堂收费

系统，那时候各个系统是独立使用的，校园内存在多种卡，如
饭卡、上机卡、图书卡、就医卡等。后来，随着统一结算与统
一身份认证的不同服务业务的发展，校园卡平台系统逐渐形成。

接下来的阶段是校园一卡通的建设阶段，也就是统一集
成的应用阶段。在这个阶段，校园卡系统不仅应用于食堂消费，
还逐渐应用于校园内的各种场所，如考试身份识别、图书馆、
机房、门禁等。同时，校园卡系统也开始与银行对接，实现银
校一卡通。

再接下来的阶段是校园一卡通的拓展提升阶段，也就是
面向全校服务的实施应用阶段。在这个阶段里，校园卡系统更
加强调对学校人、财、物的资源共享和整合，更加注重对学校

管理者和终端持卡人服务价值的体现。校园卡应用已经扩展到
学校教务、科研、人事管理等各项领域，用户对校园卡系统的
人性化、智能化、多样化应用提出了新的需求。

目前，校园一卡通系统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智能化的综合
管理平台，可以为学生提供全面的生活服务保障，为教师提供
便捷的教学服务，为行政人员提供高效的管理服务。同时，校
园一卡通系统还在不断发展和完善中，未来的发展趋势可能会
包括更加便捷的移动化应用、更加智能化的数据分析、更加完
善的安全保障措施等。

3 实体校园卡的应用场景
校园实体卡替代了校内生活中所使用的各种身份证明和

现金交易手段，以及高校之前的管理模式，通过一张小小的智
能 IC 卡，实现学籍信息管理、校内生活刷卡消费等多种使用
功能。

校园一卡通可以实现以下多种功能：
（1）消费功能：学生可以在校园内使用校园卡进行各种

消费，如食堂就餐、超市购物、购买图书、购买药品等。
（2）门禁管理：校园卡可以作为进入校园、宿舍、图书

馆等公共场所的通行证，提高了安全性和便捷性。
（3）医疗保健功能：持卡人可以在校园医院享受一定的

就医优惠，同时也可以用卡购买药品等。
（4）图书借阅：持卡人可以在图书馆里借阅图书，查询

学习资料等。
（5）考勤管理：教工的会议考勤以及学生的上课出勤统

计等。
通过校园一卡通系统建设，可以实现统一身份识别、人事、

学工等 MIS 应用系统的应用解决方案，避免资源浪费，加快信
息化建设，为系统与系统之间的资源共享打下良好的扎实基础。
同时，该系统的应用也方便了学校对师生员工的管理，提高了
校园的信息化水平。

4 校园一卡通的变革与革新
随着科技技术的不断发展和进步，高校一卡通系统也在

不断地变革与革新。早期的高校一卡通采用磁条卡技术，但磁
条卡的安全性较低，容易复制和盗用。后来，随着智能卡技术
的发展，高校开始将磁条卡升级为智能卡，提高了卡的安全性
和可靠性。

高校一卡通系统也逐渐与其他第三方系统进行集成，如
与校园 OA 系统、教务系统、学工系统等实现数据共享和信息
交互，提高了学校管理的整体效率。

近年来，我国随着移动通信技术和移动支付的发展变化
与普及，全新的消费模式也随之而来，我们均可以利用微信、
支付宝扫码以及下载银行 APP 等各类移动支付方式解决自己的
吃穿住行，极大地提高了我们的生活水平质量。这时高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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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管理也相继发生变化。各高校一卡通系统也逐渐转向虚拟化
方向发展，陆续推出虚拟校园卡，它可通过手机等移动设备代
替实体校园卡进行身份认证、刷脸消费、图书借阅、门禁出入
等多种操作。

毋庸置疑的是，虚拟校园卡的到来必将成为校园信息化
建设的又一次重大革新。它提高了使用的便捷性和灵活性，增
加了师生使用校园一卡通的体验感，促进了高校信息化的建设
与发展。

5 校园虚拟卡的诞生
虚拟校园卡的存在，既为学校教学提供了方便，同时从

学校体制管理模式的整体上来看，也都大大提高了学校各个部
门的管理效率，也便利了学校人事管理、教务管理和学生管理
等工作。

校园虚拟卡是以移动客户端为载体，集校内移动支付和
身份认证等功能为一体的非介质卡片。凭借二维码技术，能够
自动生成使用用户信息的二维码，并通过扫码识别方式完成校
园消费、图书借阅、身份认证、门禁识别等功能。

尽管虚拟校园卡使用更为方便，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实
体校园卡与虚拟校园卡仍将同时存在。

6 实体卡与虚拟卡的优缺点对比
实体校园卡的优点：
（1）实体校园卡印有人员照片、姓名、学工号等信息，

可作为身份证明证件使用，相对虚拟卡的身份证明更具有可信
度，增加了交易的安全性。

（2）便于携带：实体卡可以随身携带，方便学生在校内
进行消费、门禁进出等操作。

（3）操作简单：实体卡的使用只需要进行刷卡操作，简
单易懂，学生可以快速上手使用。

（4）在脱网的特殊情况下，仍可刷卡消费，由 POS 机暂
时存储消费记录，网络恢复后上传到一卡通服务器记账。

高校一卡通实体卡缺点：
（1）容易丢失或损坏，需要频繁更换和补办，增加了管

理和运营成本。
（2）安全风险较高，实体卡容易被盗刷或复制，增加了

学校的管理负担。
（3）实体卡的使用需要额外的硬件设备，如读卡器等，

增加了投资和维护成本。
相对于实体卡，虚拟卡具有方便、安全、快速等优势，

因此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采用一卡通虚拟卡方案。
虚拟校园卡的优点：
（1）实用性：虚拟校园卡发卡零成本，发卡没有上限，

日后也不会随着系统容量问题反复升级。
（2）方便性：虚拟一卡通不需要携带实体卡，只需在手

机上使用移动应用或服务即可进行消费、门禁进出等操作，方
便快捷。

（3）安全性：虚拟一卡通采用密码或指纹识别等安全认
证方式，有效保障了学生的个人信息和资金安全，降低了风险。

（4）灵活性：虚拟一卡通可以在不同的场景下使用，比
如在线缴费、图书馆借阅、校内超市购物等，适应于不同的需求。

（5）可持续性：虚拟一卡通可以通过互联网或校园网进
行管理和监控，方便对卡片的交易记录和状态进行查询和统计，
为学校的管理提供了更加可持续的解决方案。

虚拟校园卡的缺点：
（1）需要依赖互联网或校园网，如果网络不稳定或中断，

虚拟卡将无法使用。
（2）在进行大额消费或特殊场景下，虚拟卡可能存在被

盗刷或复制的风险。
（3）虚拟卡的使用需要下载和注册相应的移动应用或服

务，对于一些不熟悉操作的学生可能会造成不便。
（4）虚拟卡的使用需要一定的智能手机或其他移动设备

的支持，对于没有智能手机或网络连接的学生可能会造成困难。
尽管虚拟卡存在一些缺点，但相对于校园实体卡，虚拟

校园卡具有更方便、更安全、更快速等优势，并且随着科技技

术的发展和普及，虚拟卡的使用将会被广泛应用。

7 实体校园卡与虚拟校园卡存在关系
目前高校的虚拟校园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代替实体校园

卡，但并不能完全取代实体校园卡。一些高校采用“双卡并行”
模式，即同时使用实体卡和虚拟卡，以满足不同用户者们的需
求。

对于高校一卡通实体校园卡，也具有其自身的优势和价
值，其优点在于可以在校园内任意一台POS机上进行刷卡消费，
对于一些年纪较大的用户来说操作相对简单。而且它可作为身
份证明的凭证、具有纪念意义。但是，实体卡容易丢失或损坏，
需要及时更换和补办，增加了管理和运营成本。此外，实体卡
的使用也需要一定的硬件设备加持，比如读卡器、pos 机等，
对于一些设备不足，设备老旧，频繁出现故障的场景也可能无
法使用。

对于高校一卡通虚拟卡，其优点在于无需携带实体卡，
只需一部智能手机即可实现各类应用，方便快捷，用户体验较
好。但是，虚拟卡存在账户问题，需要绑定个人信息和银行卡，
存在一定的安全风险。同时，虚拟卡也需要依赖互联网或校园
网，如果网络不稳定或中断，虚拟卡将无法使用。

8 实体校园卡与虚拟校园卡的发展趋势与展望
未来高校一卡通实体卡和虚拟卡的发展将取决于多种因

素，包括技术发展、用户需求、学校管理需求等。
综合以上分析，未来高校一卡通实体卡和虚拟卡的发展

可能会呈现以下趋势：
（1）实体卡和虚拟卡融合发展：随着技术的进步，实体

卡和虚拟卡将逐渐融合，实现优势互补。未来，高校可能会采
用“双卡并行”的模式，即同时使用实体卡和虚拟卡，发挥各
自的优势。例如，在校园内消费时可以采用实体卡进行刷卡消
费，而在其他场景中则可以使用虚拟卡进行操作，方便快捷。

（2）虚拟校园卡的推广和应用：随着移动支付和移动通
信技术的普及，虚拟校园卡将会得到更广泛的应用和推广，逐
渐取代传统的实体校园卡，成为校园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3）技术升级和优化：随着卡片应用技术的逐渐成熟和
各个学校卡系统的应用情况，未来高校一卡通系统将不断进行
技术升级和优化，以提高系统的稳定性和安全性，更好地适应
学校的管理需求。

（4）拓展高校应用场景：未来，高校一卡通虚拟卡的应
用场景可能会进一步拓展应用场景，将一卡通的应用范围扩大
到其他领域。例如在图书馆、实验室、体育馆、自助打印机服
务窗口、宿舍、公共交通等场景下的应用，以及与校园各种服
务系统的深度融合。

（5）加强校内网络安全保障：虚拟卡的使用存在一定的
安全风险，如被盗用或复刻等。未来，高校可能会加强校内网
络安全保障措施，采用更加先进的技术和加密技术算法，以确
保师生们的个人信息和资金安全。

（6）移动化趋势：随着移动设备的普及和移动支付技术
的发展，未来高校一卡通虚拟卡的使用将更加便捷和移动化，
用户可以通过手机等设备随时随地进行操作，增强师生们对校
园一卡通的体验感。

（7）与教育信息化深度融合：虚拟校园卡和实体校园卡
将会与教育信息化深度融合，支持在线教育、电子书包、数字
化资源等应用，推动教育信息化的发展。

9 结束语
总之，未来高校一卡通实体卡和虚拟卡的发展将是一个

动态的长期过程，需要高校根据切身实际情况和各方面需求进
行不断的调整和优化改进。同时，高校也需要密切关注智慧化
信息技术的发展趋势和用户需求的变化，以制定更加符合高校
实际需求的发展策略，来实现更好的用户体验和管理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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