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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调查

［阅读提示］

近年来，随着机动车保有量
的快速增长，在许多城市，停车
位供不应求，停车难已然成为大
部分城市“成长的烦恼”。停车
体验，也成了关系人们出行幸福
感的一大关键指标。

治理停车难，究竟该从何处
着手？

前不久，全省城市道路交通
综合治理电视电话会议召开，再
次聚焦城市停车难。会议提出
从增加泊位供给和创新停车服
务“硬”“软”两方面着手，通过明
确停车管理机构，增建停车设
施，推动智慧停车系统建设，促
进“互联网+停车”融合发展，推
动地下停车场和立体停车库等
集约化停车设施建设，鼓励单位
内部停车场对外开放等方式，缓
解停车难。

顺着这一思路，政府、企业
及各类相关社会组织都在努力
寻找和尝试治理停车难更具实
操性的办法。这些办法效果如
何？又面临哪些问题？为此，记
者进行了调查。

扩容、共享、智能：

治理城市停车难如何破局
□记者 李冬云

有车没位，停车排队。生活
在城市的有车一族，大多早已习
惯停车难。

据近日河北省公安交管局公
布的数据，截至 2017 年底，全省
机动车保有量为 1880 万辆，居全
国第五位。近三年河北省机动车
保有量保持持续增长态势，预计
今年年底全省机动车保有量将达
到2000万辆。

城市出现停车难问题，主要
原因是停车需求与供给之间的不
平衡。扩容，自然成为缓解停车
难的一条路径。但在用地越来越
紧张的城市，要满足更多停车需
求，土地从哪来？

2 月 28 日上午，在位于唐山
丰润区经济开发区的唐山通宝停
车设备有限公司厂区，记者看
到 一 座 高 66 米 的 33 层 立 体 车
库。这座占地面积仅相当于 3 辆
汽车大小的立体车库，能停放 60
辆汽车。

“设备运行速度每分钟 120
米，将车从最高层 33 层取下大概
只需要50秒左右。”通宝停车董事
长助理李晓庆介绍。

目前，通宝停车的订单主要
来自北上广等一线城市的商业企
业、机关单位、高端社区。位于北
京潘家园古玩交易市场的大型立
体车库，就是由通宝停车生产建
造，它是北京首个五层大型立体
车库。

“整个立体车库车位数量500
个，车辆由通宝自动停车机器人
搬运，平均取车时间小于120秒。”
李晓庆说。北京潘家园古玩交易
市场紧邻东三环，2008 年立体车
库投入运营后，大大缓解了交通
压力。

近年来，能够充分利用城市
空间的立体停车场进入大众视
野。目前，仅我省具有机械停车
设 备 生 产 资 质 的 企 业 就 有 30
余家。

在石家庄，也有一座车位数
量约 500 个的立体停车场——北
国商城立体停车场。3 月 2 日上
午 10 时，记者开车驶入北国商城
立体停车场。恰逢元宵节，前来
北国商城购物的顾客比平常更
多，但从驶入停车场到停好车只
用了大约3分钟，停车场还有空余
车位。

这座为解决北国商城停车难
建立的大型钢结构立体停车场，
2005 年投入使用，已经运营了 13
年，是目前石家庄市区规模最大、
建设最早的一座立体停车场。地
下 1 层，地上 9 层，车道为螺旋式
连续坡道，从上至下贯穿大楼内
部，车位分布在车道两侧，每层约
有50个车位。

“北国立体停车场所占空间
原为一个只有50多个车位的小型
停车场。在当时，一下变身近500
个车位的大型停车场，大大缓解
了商场停车难。”石家庄市规划局

建筑评审专家刘晔说。
但与一线城市纷纷引入大型

立体停车场项目不同，在许多二、
三线城市，立体停车场的建造推
广并不像想象中顺利。

在 北 国 商 城 立 体 停 车 场 之
后，石家庄市区便很少再有成规
模的立体停车场建造，在保定、唐
山等城市也是如此。

建设和运营维护成本较高，
是立体停车场在许多二、三线城
市难以快速推广的主要原因。

省会一家批发市场曾考虑建
设立体停车场，但一算成本账，觉
得不划算。

“一次性投资太大，我们想建
一个 200 个车位的机械式立体停
车场，要 600 多万元，均摊到每个
车位建设成本至少需要3万元，在
维护保养方面，包括人工和材料
费，每个车位每月需要至少 100
元，建成后还有管理人员的工资、
电费、消防设施等费用，短期内很

难收回成本。”该批发市场管委会
负责人告诉记者。

不过，业内人士也表示，随着
城市现有停车泊位日趋饱和，停
车成本势必上升，立体停车场的
建造，从长远来看仍是缓解停车
难的重要方案。

除了建设立体停车场，集约
化停车设施建设的另一个方向是
地下停车场。

同在北国商圈，2012年，勒泰
中心开业，其拥有 2760 个停车位
的“超级停车场”一时成为亮点，
紧接着，2015年，北国商城新楼投
入运营，再增地下停车场，加上原
有 立 体 停 车 场 ，车 位 达 1200
余个。

“建设集约化停车设施是缓
解停车难的重要方式，政府应当
探索申报、审批、建设程序和运营
模式，对适合建设集约化停车设
施的项目给予适当政策支持。”刘
晔表示。

缓解停车难，除了增加绝对
数量，还要善于挖掘共享现有停
车资源。为盘活空闲车位资源，
省内许多地方做了创新尝试。

在刚刚过去的春节假期，推
行共享停车、将县域内所有停车
场免费开放的石家庄正定，迎来
了一次人流、车流高峰的考验。

“正月初五上午，我开车带全
家去正定逛庙会，停车没有预想
中困难，人多但是停车位也很多，
停车场还有交警指挥，在正定南
门附近的停车场不到十分钟就停
好了车。”一位石家庄市民游客
说。

去年7月起，古城正定将所有
机关事业单位院门打开，社会车辆
可自由免费停放机关单位院内；同
时，县城所有停车场实行免费开

放，马路牙子全部抹平，以方便居
民、游客路边停车。目前，县城全
部免费停车位达到22277个。

这一举措获得许多到访游客
好评。

同样的做法，也出现在石家
庄市鹿泉区。鹿泉区免费开放了
城区包括沿街单位在内的36处停
车场，提供了约 1600 个免费停车
位，同时给新建的免费停车场安
装监控、警务亭等相关设施，停车
场由专人24小时值守，保证安全。

“将封闭性公共资源与民众共
享的城市管理理念，值得提倡。但
现实情况中，许多单位也存在顾
虑：一来担心内部人员车辆停车不
便，二来管理成本上升、安全风险
加大。”河北师范大学法政与公共
管理学院副院长王春城说。

这种共享车位的办法，在实
际操作中的确遇到一些麻烦。

“我们单位有一段时间也开
放让附近小区的居民免费停车，
结果，因为免费，好多车停在最好
的位置，几天都不走，后来单位没
办法，把社会车辆都请了出去，也
停止了对外开放。”在保定一家事
业单位工作的齐先生说。

“如果将开放时间安排在下
班之后和双休日，将全时开放改
为错时开放，同时对停车不遵守
规则，赖着不走、随便停放的车辆
列入禁停黑名单加以管理，或许
更具可操作性。”王春城建议。

除了政府机关单位公共停车
场存在可利用的闲置车位，在许
多居民社区和商业区，也普遍存
在由于人们上班、下班流动造成

的潮汐性车位闲置。
在石家庄裕华区小马新村周

边记者看到，一到夜间，小马新
村、金域蓝湾社区地下、地上停车
场及附近谈固西街道路上都停满
车，但附近鑫科国际广场、金源商
务广场的停车场却空荡荡，到了
白天，两个社区地下停车场车位
大量闲置，附近商业广场却停满
车辆。

据石家庄市公安交管局的统
计数据，截至目前，省会机动车保
有量已超过257万辆，但省会公共
停车位仅有50余万个。如果能将
社区与周边商业区的停车资源打
通共享，平衡各方成本、收益，停
车难问题将大为缓解。

“目前物业为了安全和不增
加管理成本的考虑，大多没有开

放社区共享停车位的动力。”王春
城说，要真正促成各方的合作，还
需要设计一套能保障安全，同时
车位所有者、物业管理方、车位临
时使用者多方得利的方案。

缓解停车难，除了提升车位
数量上的供给、盘活闲置车位资
源，还有一个关键举措，消除车
位供给和需求双方的信息壁垒，
多渠道提供实时停车资源信息共
享。

空 余 车 位 就 在 附 近 却 不 知
道，只能在路上一处一处挨个
找。这是许多市民停车面对的又
一烦恼。

如何在去往目的地之前，就
实时了解周边区域的停车余位信
息甚至预约车位、线上缴费，这
是当前许多“互联网+停车”项
目要为用户解决的核心问题。简
单说，就是给用户提供一张车位
信息的实时电子地图。

很多互联网公司开始进军智
能停车市场，这个领域被视为一
片新蓝海。目前，石家庄、邯郸
等地，均已有从事智能停车的互
联网公司整合城市公共停车场车
位资源，唐山也在前不久提出建
设城市智能停车系统的规划。

“从 2 月 14 日零时 （腊月廿

九） 到2月21日 （正月初六） 24
时，共8天，石家庄所有智慧停车
场实行免费停车。”这则消息春节
期间在石家庄市民朋友圈中被大量
转发。

石家庄智慧停车场的运营始
于去年 7 月。为了统筹管理石家
庄公共停车场、治理停车乱收
费，石家庄将公共道路资源停车
场全部收回，在石家庄市政府的
主导下，由石家庄智慧泊车有限
公司和智慧互通科技有限公司联
合组建石家庄爱泊车科技有限公
司，负责石家庄全部公共停车场
统筹管理。

此 次 “ 春 节 八 天 免 费 停
车”，便是石家庄爱泊车科技有
限公司对其 APP“石家庄智慧泊
车”的一次用户推广。

目前石家庄智慧停车场已达
320 个，停车位超过 2 万个。一
部分停车场已安装高位视频智能
监管设备，可通过识别车牌号和
车辆入场、出场时间，对车辆实
行自动计时计费管理，用户可通

过 APP 查询车场实时泊位余量，
并通过手机APP自助缴费。

除了城市公共停车场的智能
升级，许多商业停车场也进行了
智能化改造。

3 月 2 日上午，在北国商城
立体停车场，记者就体验了一次
智能停车缴费。车辆进场时直接
驶入，无横杆拦截，准备离场
前，通过手机微信自助缴费，缴
费后出口闸机自动放行，此前车
辆在停车场出口排长队缴费的情
形不见了。这样的智能停车系统
已经在省会多家城市综合体的停
车场上线。

不过，当互联网的触角伸向
停车行业，停车就变得不再“单
纯”。如今，全国智能停车类APP
数量达百余个，但直到现在，行
业仍未出现龙头老大，早期的开
拓者，很多已在烧钱模式失败后
黯然离场。

失败原因之一在于，停车市
场远比想象的要封闭、复杂，智
能停车软件的盈利模式也不够

清晰。
“‘自营’类停车场经营者

可以对自家停车场进行智能化改
造，成本不高，且盈利可观。但
智能停车软件必须整合大范围城
市停车资源，才能维系用户长期
使用，显然，许多‘自营’停车
场并不愿意被整合。如果用户规
模、黏性无法提高，智能停车软
件很难吸引商家广告，仅靠停车
收费分成难以为继。”长期关注

“互联网+”应用市场的互联网领
域创业者赵子侃，在他看来，这
是当下绝大多数智能停车 APP 的
共同难题。

不过，互联网在诸多领域的
创新发展都超出人们预想。

“也许用不了几年，智能停
车软件的一些瓶颈被突破，整个
城市停车资源就能实现整合和共
享。到时市民出行，通过一个
APP 就可查询整个城市的车位资
源，并实现便捷的线上支付。从
长远来看，这样的场景令人期
待。”赵子侃说。

治理停车难一直是世界性难题，让我们
看看世界各地人口密集的大城市，是如何缓
解停车难的。

东京

日本已经形成了较完善的停车场产业。
在日本东京，停车场几乎全部实现智能

化，不再依赖人工。规模大的停车场设有入
口、出口，使用者在入口从机器上取卡，在出
口机器上付款出库。规模小的停车场连出入
口都没有，只在每个车位上设立一个自动起
降的小装置，在附近设一台付款机，使用者停
车后小装置自动升起，卡住车轮，付款后则降
下去，车主即可开车离开。

而且，根据日本法律规定，个人或单位在
买车时都必须出具拥有固定车位的证明，这
种固定车位既可是自有的也可以是长期租借
的，车位必须在离单位或住所500米至2000
米的范围之内，否则交管部门将拒绝给新车
上牌照。这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车辆和车位
配比的平衡。

伦敦

在英国伦敦，利用网站或者手机应用提
前安排停车已经是不少人的习惯了。“共享车
位”的模式让停车位的资源提供和停车需求
之间得到了共享和信息对称，存量得以有效
盘活。

拥有城中固定私家车位的居民区的业
主，可以将其车位的地理位置和可以短暂租
借的时间发布在网上，通过闲置的停车位资
源获得一点经济收益。于是，车主们只需通
过网络支付，即可按时段、按日、按月或是按
过夜不过夜等多种组合，预约到机场、车站以
及指定地点附近的车位。

纽约

在美国纽约，停车服务体系相对完善。
多家互联网停车企业提供移动互联线

上预定停车服务，通过APP可以提前预订
支付中心城区95%以上的公共停车场泊位，
并且能享受5折以上的优惠，而且培育了
专业停车队伍。不少企业提供代客泊车服
务，驾驶人只需将车停放路边，代泊员会
将车辆停放至附近合作停车场内，待取车
时间到后，代泊员又将车开回取车点交还
车辆。由于和停车场有合作关系，代泊公
司拥有停车场月票，所以通常费用比车主
停放要便宜很多。

整理/记者 李冬云

■他山之石

缓解停车难

国外城市如何出招

探索集约停车方案扩容

盘活闲置停车资源共享

升级停车信息服务智能

石家庄北国商城立体停车
场入口，司机可以通过智能停
车软件自助停车缴费。

记者 李冬云摄

一位车主在出发前往目的
地 前 ，使 用 石 家 庄 智 慧 泊 车
APP 查询实时停车场泊位信
息。 记者 李冬云摄

唐山通宝停车设备有限公司承建的唐山通宝停车设备有限公司承建的
北京一居民社区停车场北京一居民社区停车场双层机械停车项双层机械停车项
目目。。 唐山通宝停车设备有限公司供图唐山通宝停车设备有限公司供图

正定县财政局车位对外开放。记者 史晟全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