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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rban transport system is composed of parking system and transit system. Urban parking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urban basic facilities, urban service and transport managemen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and mechanization in China, thousands of families have owned private cars which causes that 
urban parking becomes a serious problem and hot topic in urban transport management. By analyzing the suc-
cessful experience of urban transport management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China’s new-round spanning 
development of urban transport is explored from the aspects of the management, policy and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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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停车设施是城市交通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停车管理是城市交通管理的重要手段。目前，

中国正处于城镇化和汽车化的加速发展阶段，私人小汽车正在迅速涌入千家万户，随之产生的“停车

难”问题正成为城市交通管理的难点和热点。通过分析国内外停车管理的成功经验，针对中国城市停

车发展现状，从管理、政策、技术等方面探讨城市停车管理发展策略，以期为中国城市交通的新一轮

跨越式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关键词】城市交通；城市停车；停车管理策略 
 

1 引言 

中国正处于城镇化、汽车化的加速发展阶段，私

人小汽车迅速普及，停车供需矛盾日益凸显。目前，

中国城市停车普遍存在的布局不合理、设施不充足、

管理不规范直接导致了“停车难，乱停车”的恶性循

环，引发了出行不便、交通拥堵、事故频发、环境污

染等一系列问题，从而制约了机动化的健康发展、阻

碍了交通的高效运行、降低了居民的生活品质、影响

了城市的竞争实力。因此，如何破解城市停车难题，

构筑健康永续发展的城市交通，创造人车和谐的美好

家园成为值得关注的重要问题。 

2 中国城市停车发展现状问题 

中国城市机动车保有量经过改革开放 30 年来的

快速发展，停车规划、建设与管理的水平与人民期望

的差距越来越大，主要问题表现在以下方面。 

2.1 配建标准低，供需不平衡 

随着私家车数量的迅速增加，许多中国城市原有

的停车配建标准已不能满足需求，配建泊位不足现象

较为普遍。在停车配建标准中，诸如学校、图书馆等

性质的建筑物未纳入标准，该些建筑停车位普遍缺失。

多数建筑物业主不重视配建停车设施建设，对其低调

处理或故意回避，而设计单位为了迎合业主喜好，通

常采用配建标准下限进行建设。这些都使得城市停车

设施供不应求。 

2.2 规划布局少，发展不集约 

许多城市的停车设施没有经过总体规划，空间分

布不合理，公共停车场集中于城市中心区，其他地区，

特别是城市出入口则较少，难以做到“有车应有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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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停车场地没有经过专业设计，场地利用率偏低，

不符合集约化原则。市区道路路内停车多，设置不规

范，降低道路通行能力，引发道路秩序混乱，容易造

成交通事故。 

2.3 法制观念差，执法不到位 

市民合法停车观念不强，停车主要从方便考虑，

或者不愿意停到付费停车场。使得乱停车现象时有发

生，停车侵占道路、人行道、绿化带，既阻碍交通运

行效率，又影城市形象品质。管理部门“有法可依，

有法必依”执行也不到位。建筑物配建不足、路内违

章停车等处罚措施不力；路内停车缺乏统一规划、配

建停车场挪作它用等不能及时纠正。 

2.4 职能部门多，管理不统一 

许多中国城市停车管理尚未形成全面、系统、协

调发展的局面，缺乏专门的机构协调整个城市的停车

发展。按现行的城市运行体制，停车发展所涉及各个

层面的相关管理分散至不同的职能部门，如路外停车

场、机动车道停车场地由交警部门管理，人行道停车

泊位由城管部门管理，部分设置在街头绿地上的停车

场则由园林部门建设和管理。这样对城市停车系统总

体发展不利。 

2.5 收费制度乱，价格不合理 

许多中国城市停车收费制度不合理，表现在：路

内停车收费标准低于路外停车场，停车者更愿意进行

占道停车，使得路外停车场使用效率不高；停车收费

与停车时间没有密切关系，部分社会停车场甚至没有

时间限制，使得停车泊位的周转率偏低；小区内部停

车泊位租与售的价格没有经过研究，导致售价偏高，

出售困难。停车收费价格不合理，造成停车秩序混乱、

路外停车设施经营亏损及设施闲置，其作用难以发挥，

也抑制了公共停车设施建设市场的形成。 

3 国内外停车管理经验 

城市交通的正确发展和设施的合理规划将对城市

发展起到重要的支持和引导作用。中国城市应当充分

吸收和借鉴发达城市在停车规划、建设与管理上行之

有效的经验与方法，以更好地指导自身停车发展策略

的制定和实施[1]。 

3.1 美国——过量供给转向控制供给 

20 世纪 70 年代以前，美国以增建路外停车场为

主，实行停车位上限控制，造成供给相对过量。职工

上班停车费用多由业主支付，加剧了对小汽车使用的

依赖，并使城市土地开发密度进一步降低。 

1970 年以后，对停车场的态度转向控制和管理，

提出征收就业地点停车税方案，实施包括停车管理在

内的“聪明”增长战略，部分城市实施“业主现金支

付停车费来代替其他的任何停车津贴”方案等，以减

少交通拥挤，增加公交出行量。 

3.2 欧洲——停车需求管理 

停车管理作为交通需求管理的重要部分，主要政

策包括： 

（1）实行居民停车许可制度，鼓励居民把车停在

家里而使用其他交通方式，并减少路上停车与行车的

空间需求。 

（2）提出办公地点停车税计划，即办公地点停车

位的提供者应向地方当局申请许可，并对停放于办公

地点的上班、业务目的的停车进行征税。该计划的实

施要求有良好的公交服务，相应加强路内停车的管理，

并考虑对城市经济活动的影响。 

3.3 日本——推行“购车自备车位”政策 

（1）法令制度完善。日本涉及停车场建设和管理

的相关法规有停车场法、城市规划法、道路法、道路

交通法、消防法、建筑基准法和确保自行车保管场所

的有关法律等。大力推广与鼓励路外停车场的兴建，

提高路外停车场的停车需求，促进民间投资兴建路外

停车场。通过推行“购车自备车位”政策，培养人们

合理的用车习惯，逐步取消路边停车，抑制小汽车使

用，成为合理交通结构的调剂杠杆。 

（2）制定吸引民间投资的政策措施。主要有三个

方面：一是停车场的税收制度，给予民间投资在所得

税、地价税、固定资产税等方面的特别优惠。二是停

车场建设的补助制度，对建设公共停车场的民间企业

给予停车场规划费、建设费等的补助。三是融资贷款

制度，实行鼓励性融资政策，简化手续，提高效率，

为投资者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3）1970 年以来，为削减交通量，缓解市中心

交通拥堵，采取提高市中心停车收费，累时加倍收费

等办法。 

（4）将现代电子技术运用在停车管理中。区域停

车场的计算机实现了联网，通过动态停车信息诱导系

统显示附近停车场有无泊位、进行路径引导，或通过

通讯手段预约停车位，以充分利用现有停车泊位。 

3.4 香港——停车系统低水平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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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停车管理对策与提高私人小汽车使用费用

（包括停车费用、燃油费用等，不限制私家车购买）

的整体政策导向密切关联。停车设施过多的话，在交

通繁忙地区由于鼓励私人汽车的使用会使交通堵塞更

加恶化。另一方面，过低的交通停车设施量会引起由

于机动车在路上寻找停车空间而产生的交通堵塞并增

加非法停车。因此，香港停车管理的目标是：在提供

停车设施方面达到一种低水平的平衡。 

（1）在停车管理上，由政府对全市所有道路停车

位开发进行宏观调控，并授权专营企业对路边停车进

行收费管理。对于私人兴建的按物业进行管理；对于

政府兴建的由私人公司承包，采用“商业原则”经营。

政府的多层停车库和路边停车收费咪表采取招标承包

方式；政府从经营者变为对承包者的监控，保留对收

费价格、利润率调节的控制权。政府对经营方式不乱

加干涉，也不给予补贴，在利润税收政策上给予优惠。 

（2）通过立法规定，要求各类建筑物根据不同的

用途和建在不同的地点而提供一定数量的停车位。都

会区与沙田新市镇的公共住宅小区，每 17 至 22 个单

位提供一个停车位；非都会区，每 22 至 27 个单位提

供一个；低标准的私人住宅每 4 至 7 个单位提供一个

车位。 

（3）非居住区的停车位总数控制。非居住区的私

家车及小型货车停车位总数与相应登记车辆的比例大

致保持在 1：4，但限制繁忙地区的停车设施供给。同

时政府多层停车场及路边停车位以适当的收费保持一

定的空位可供使用，以免因停车位短缺造成交通堵塞

等问题。 

（4）停车位配建标准的修订。香港政府通常每 3

年进行一次停车需求与管理的系统性研究，以此为基

础进行科学决策，避免因某些停车问题而仓促兴建多

层停车场。 

4 中国城市停车管理策略 

在机动化水平迅速提高，小汽车逐步进入家庭，

城市土地资源短缺，管理体制不完善的背景之下，中

国城市停车供求矛盾已非常尖锐。解决城市停车问题

已成为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2]，

未来城市停车交通的发展要按照“停车有位、停车有

法、停车有序”的目标要求，采取如下战略性对策。 

4.1 管理法制化 

4.1.1 改革停车管理体制 
规划是龙头，建设是主体，管理是灵魂。建立一

体化的管理体制，多头管理向统一管理过渡，是大势

所趋。较理想的停车管理体制是在城市交通运输管理

部门（或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内成立一个专门的停车

管理职能机构，负责制定城市停车政策和地方性停车

法规以及路内、路外停车设施的规划、筹资、建设、

管理、监督等。 

4.1.2 完善路边停车政策 
停车管理部门应当积极推进并完善路边停车政

策，并严格执法、加强管理监督。 

路边停车场的设立应保证以城市道路通畅和交通

秩序良好为前提条件，不得随意设置，对违章停车者

应严格处罚； 

按车型的不同和停车时间的长短，科学安排车辆

停靠，控制停车时间。这里的控制停车时间有两方面

含义，一是指限制一次停车的时间，这要视不同区域

和地段而定，如中心区限制在 1 小时之内，在银行、

邮局等地限制在 15-30 分钟之内，其他地区限制在 2

小时之内等；二是指在某些交通量大的路段设置的路

边停车点，可以在高峰时段禁止停车。 

4.1.3 严守停车配建标准 
应当随着城市发展定期制订新的停车配建标准，

做到正式出台，严格执行。配建指标应具有一定的前

瞻性和超前性，提高配建指标的系统性和可操作性，

体现配建指标的区域差别化，配建指标的执行应与交

通需求管理密切协调。 

对于没有达到配建标准的建筑，则需要按照停车

泊位的差额来缴纳“停车场建设基金”，由建设部门

统筹管理，在附近建设公共停车泊位。 

鼓励相邻的建筑项目联合建设一个或者几个停车

场，建成的停车场为周边的建筑项目共同提供停车服

务，但停车场的规模不得低于各项目所需停车泊位的

总和。 

4.2 技术信息化 

4.2.1 机械式立体停车库 
配建停车设施可以依附于某个建筑物，也可以设

置在其 200 米范围内，可由几家联合配建。应鼓励停

车设施向占地少、安全性能好、存取方便的立体停车

库形式发展。同时，要见缝插针、因地制宜，不一定

要追求规划很大的集中停车设施，可以灵活多样、总

量控制、分散布局。 

4.2.2 停车咪表技术 
为解决由于路边停车规划不当、管理不力而引起

的交通堵塞，道路通行能力下降，交通事故增多，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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辆失窃等问题，引进先进的停车咪表技术取代目前落

后的人工管理来科学化管理中心区路边停车，是大势

所趋。城市停车电子收费管理系统有利于规范停车行

为，保障交通秩序；有利于提高停车经营管理水平，

增加城市财政收；有利于提高区域停车系统效率；有

利于通过停车需求管理改善城市交通状况。 

4.2.3 停车场自动收费系统 
该系统的主要作用是对进出停车场的车辆进行智

能计费与报表整理输出，并可以增强停车场安全防范

能力。它具有如下优点：○1 全部自动化操作、降低劳

动强度和劳动成本；○2 无需现金交易、杜绝停车费用

流失；○3 对人工收费和自动收费统一管理和统计，随

时掌握停车场动态。 

4.2.4 停车诱导系统 
停车诱导系统是智能交通系统在停车领域的应

用。它通过路边可变信息板为驾车者提供停车泊位的

信息，使其迅速找到当时当地 合适的停车位置。当

附近无空余的停车泊位时，帮助驾驶者选择较远处的

停车场地或做出在便于停车之地更换交通方式的正确

决策，从而改善停车难的状况，提高市中心区交通系

统的效率与功能。 

4.3 目标导向化 

4.4.1 鼓励配建停车场（库）向社会开放 
在目前城市公共停车设施供应普遍不足，配建停

车场（库）又大都使用率不高的情况下，鼓励配建停

车场库向社会开放（包括本建筑所属车辆配建车位和

专用配建停车场（库）的车位在空闲时向社会开放），

既可以有效缓解停车供需矛盾，又有助于提高配建停

车位使用率和它的经济效益，可谓一举两得。 

4.4.2 制定合理的路内、路外停车收费差价 
停车收费政策的核心是制定合理的停车费率。费

率是调节市场供需 直接、 有效的手段之一。中国

城市由于停车费受物价部门的控制，不能随空间、时

间变化，未起到优化交通流及停车活动的目标。长期

以来，路内、路外停车收费的差价不合理，路内停车

收费低于路外停车收费，造成非法停车和占路停车情

况严重，建设路外停车设施无利可图，客观上影响了

社会对路外停车设施的投资兴趣。因此，急需制定合

理的路内、路外停车差价。 

4.4.3 制定建筑物配建车位的“增配”与“差额”费政

策 
制定政策鼓励超额增设配建停车位，如保证其获

得不低于房地产的正常利润，放宽容积率、高度比、

深度比和贷款支持，鼓励建筑物超额增设配建停车位，

并向社会开放。 

制定详细的“配建车位建设差额费征收管理办

法”，并严格执行。对配建车位不足（包括老建筑）、

改变停车位使用性质或因特殊原因，需部分或全部拆

除停车场（库）得到城市规划管理部门批准，而又无

法补建的，应征收停车场建设差额费或组织有关业主

合资兴建停车场，或由政府或开发商对该建筑群统一

进行配建停车场建设。 

4.4.4 合理调整停车收费，制定中心区停车收费政策 
停车收费是停车管理的一项关键措施，它并不仅

仅是一个成本效益的问题，而是一种交通需求管理极

为有效的调节手段，它要能明确反映政府的态度和政

策导向，即鼓励什么、反对什么。中心区停车收费政

策的总体思路：鼓励路边短时停车，限制长时停车；

鼓励路外停车，限制路边停车；鼓励城区外停车，限

制城区内部停车；考虑群众的承受能力，分步提高收

费标准；针对问题对症下药。 

5 结语 

在中国城镇化、机动化快速发展，土地资源稀缺，

交通压力加剧的背景下，应当充分考虑并发挥停车对

道路交通的影响作用，结合城市发展和交通管理要求，

以“静”制“动”，以“停”促“行”，革新管理体

制，完善政策法规，引进先进技术，鼓励公私协作，

创造出功能明确、结构合理、供需均衡、永续发展的

现代化城市交通体系，使居民出行成为一种享受，使

城市真正成为人民生活的美好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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