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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报记者 刁静严

提起停车难，很多人都有
一肚子苦水。

“买车还不到一年，路边停
车已经被贴了五六次罚单，问
题是真的没地方停。”北京市民
兰女士吐槽道，她去路边商铺
吃早点停车半小时，没想到出
来就看到了罚单。第二次去的
时候，她停人行道上又被贴条
称占用了盲人道。

吴先生已经是有十多年驾
龄的老司机了，对于停车难也
有着同样的顾虑。“上个月，我
去北京北五环外的一座产业
园谈事情，中午到的时候已经
没地方停车了，车在门口停了
一排，我也停在了后面。傍晚
出来的时候，好家伙，我以为
车丢了。”吴先生感叹道，人生
第一次被拖车后，他是能不开
车就不开车，原因是环保、省
钱，更重要的是不用为停车难
操心。

的确，城市空间有限、车位
紧缺，路侧车位爆满，医院、学
校、写字楼、商场、住宅区车位
难求，商铺门前、背街小巷、人
行道上见缝插针。

停车难，苦了车主，扰了居
民，乱了城市交通秩序。

记者注意到，从去年底召
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
加强城市停车场建设，到今年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促进汽
车消费，大力解决停车难问
题”，国家层面已经着手缓解
停车难题，停车产业发展有望
再发力。

汽车保有量上升
加剧停车难

当前，汽车保有量的快速
增长加剧了城市停车的困难。
据公安部统计，截至今年6月，
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3.6亿辆，
其中汽车2.7亿辆。全国69个
城市汽车保有量超过 100 万
辆，北京、成都、上海等12个城
市超过300万辆。

记者查阅资料发现，北京
市的机动车泊位存在严重的供
需失衡：居住停车需求与居住
停车位比例应为1∶1，但实际
只有1∶0.63，缺口达129万个，
致使夜间停车供需矛盾突出。
而在 2015 年，北京市在制定
《北京市机动车停车条例》时，
曾提出“有位购车、停车入位、
停车付费、违停受罚”的基本思
路。由于各种原因，最终实施
的条例并没有将“有位购车”作
为强制要求。除北京市，其他
城市的停车问题也是“老大
难”。资料显示，目前我国停车
位缺口已达约8000万个。

典型停车难问题包括老
旧小区停车位不足、停车位产
权不清晰、违建违停执法不到
位、缺乏价格调节机制等，这
些都构成了城市停车管理的
难题。

这其中，老旧小区停车难
是历史遗留难题，可谓“难上加
难”。老旧小区多为20世纪末
21世纪初建设，往往建设时就
没有对公共停车区域进行合理
规划，引发了现在市政配套设
施老化、公共服务缺项较多的

问题。由此造成抢占车位矛
盾日益激化，甚至占用消防通
道停车带来严重的安全隐
患。各地上报的17万个老旧
小区既是发力重点，也是建设
难点。

北京海泊停车服务有限公
司总经理、“停车邦”创始人倪
仕水表示，老旧小区停车难的
原因主要源于三点：车位供给
不足、停车管理滞后，以及收费
价格混乱。“老旧小区广泛存在
的僵尸车，严重浪费了宝贵的
停车资源，也影响到停车难问
题的解决，在车位紧张的情况
下，汽车出去了回来很可能就
没有位置了，所以有些人就干
脆长时间停放不动。之所以产
生僵尸车，往往又伴随着低收
费甚至免费停车。很多建好的
车库没人去停，这就面临着‘免
费不可行，收费没人停’的窘
境，这才是停车难的要害所
在。”他说道。

运用调节价格机制
缓解停车难

“停车难”表面看是没地方
停车，多建停车场就可以解

决。而在倪仕
水看来，解决

“停车难”的关
键在于要让价
格起调节作用、
让执法起规范
作用。“停车难
的问题，不是
建个停车场就
能解决的，这
涉及到城市的
规划与治理。
如何让城市出
行更美好、交
通更便利，要
从实际问题入
手，吸引社会资
本、推进停车产
业化是解决城
市停车难问题
的重要途径。”

记者实地
走访调查了北
京朝阳区和海
淀区的一些小
区，发现地下停

车库未满的情况下，小区附近
区域地面道路上停满车辆的现
象普遍存在。

“小区周边有免费的地上
停车位，但是很紧缺，回来晚的
话就很难有停车位了。疫情期
间，周边老旧小区不让车进，附
近的停车位就更少了。”家住北
京东五环的姚女士说道，她也
曾考虑过办一个停车位，但是
小区地下停车库一年4800元，
公司停车位也是4800元，昂贵
的停车费用让她望而却步。

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些地
区价格贵的同时，仍有很多地
方停车是免费的，这也加剧了
乱停车、违法停车的现象。矛
盾点就在这里，如果将免费车
位改成收费车位，很多车主难
以负担或不愿意负担额外的停
车费用。

倪仕水认为，完善的价格
体系是制度建设中的重要部
分，它是促进设施供给、抑制停
车需求的杠杆。据了解，香港
部分地区停车泊位的平均价格
超过200万港币，伦敦中心区
的停车费超过了600英镑/月，
占到人均收入的20%以上。反
观国内，很多地方停车泊位仍
处于一种“免费福利”的状态，
这样挤压收费停车泊位的生存
空间，长此以往会造成停车市
场愈发低迷。

“停车难的痛点并不在于
车位少，而是价格机制没有发
挥应有的调节作用。”倪仕水介
绍道，目前北京按区域划分停
车费用已经有所差异，二环内
和热点地区收费比较贵，但大
环境还是没有改变。“只有在建
立完善的法律体系、有效的价
格机制以及良好的执法环境基
础上，城市‘停车难’才能得到
妥善解决。”

共享停车泊位
为何难以落实

为提升市民出行及停车便
利体验，日前，各城市纷纷推出
举措，为停车资源发展增量、盘
活存量。其中，苏州上半年新
增停车位5万余个，利用“大数
据”错时共享商圈资源；西安首
批投用300个“海绵停车位”，

白天释放车辆、夜间吸收车辆；
青岛市北老城区增加1500个
停车泊位，再建12处停车场，
缓解老城区停车难题，受到市
民点赞。

早在2015年，国家发改委
等7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
城市停车设施建设的指导意
见》，成为推动城市停车产业
发展的重要标志。《意见》中提
出，要充分发挥价格杠杆的作
用，逐步缩小政府定价范围，
全面放开社会资本全额投资
新建停车设施收费。而去年

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提出了要加强城市停车场建

设，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促进汽车消费，大力解决停

车难问题”，其实，国家层面早

已意识到了城市停车难问题，

并陆续出台一系列政策鼓励

停车产业发展。

有人认为共享停车泊位能

够解决城市停车难。对此，北

京交通发展研究院院长郭继孚

在中国城市智能交通创新发展

论坛上曾表示，理论上停车泊

位是可以共享的，也有相应的

资源，但是推进起来较难。

据了解，目前北京公共建

筑夜间停车泊位的闲置率非常

高，平均利用率只有 39%，大

约有 89.7 万个停车泊位处于

闲置状态，且均位于居住区周
边，距离居住区500米内占比
80%，1000米内占比96%。与
此同时，居住区夜间停车泊位
却拥挤得一塌糊涂。之所以

会出现这种矛盾，一是因为共
享停车缺乏动力，个人很难利
用公共建筑里的闲置停车泊
位；二是停车信息化不充分，
共享停车缺乏传播讯息的有效
渠道。

针对城市停车难，业内人
士建议，基于调整出行结构的
思路，可采取更多行政手段，
例如通过鼓励开发商配建一
定比例公交场站和公共自行
车停车位，来置换一些上限之
外的停车位数量。这样规划
建设管理部门可以用更多的
手段，来调节和管理城市交通
出行结构，预测未来的城市交
通流量，更有力地发挥宏观引
导调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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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停车难题该如何破解城市停车难题该如何破解

春节前最后一个双休日，有济南“金街”之称的泉城路上，来自全省各地购买

年货的汽车停得满满当当，连慢行道上也不例外，使济南的有车一族实实在在感

到了停车难。 人民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