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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报记者 张阿嫱文图

“晚上回家，再也不用为找
停车位犯愁了！”家住北京东四
环边上的居民王先生日前感慨
地说，小区终于解决了困扰他
许久的停车难问题。

记者了解到，这得益于北
京市停车管理中心、朝阳区交
通委和八里庄街道办事处联手
推出的“有偿错时共享停车”方
案。通过重新盘活停车资源，
辖内小区新增了约7000个停
车位，像王先生这样的夜间错
时居民，每月仅需支付300元
的停车费。

“共享停车”具体如何实
施？城市居住停车特别是老旧
小区还有哪些堵点？对于城市
停车补短板，专家还有哪些建
议？对此，中国城市报记者进
行了采访。

新增万余个共享停车位
白天、夜间车主各拿一把钥匙

事实上，实施共享停车，北
京谋划已久。

早在去年11月25日，北京
交通委就发布了《关于推进本
市停车设施有偿错时共享的指
导意见》，提出实行有偿错时共
享，缓解居住停车难。

朝阳区八里庄街道是先行
探索的样本区域之一。一方
面，附近写字楼（住邦2000）地
下停车场夜间空闲率较高，另
一方面却是相邻小区车位供给
严重不足。于是该地区率先尝
试了车位错时共享，开放了
200个写字楼地下车位供周边
居民使用。

事实上，共享停车已提出
许久，但未能广泛铺开，其中安
全、管理成本是首要因素。车
主一旦发生人身危险、车辆出
现车祸、剐蹭，停车场将面临不
小压力，相较于较少的停车收
入，企业往往望而却步。

八里庄街道首创的“白加
黑”模式，或可避免这一困扰。

据了解，共享车位的遥控
地锁配有两把钥匙，白天、夜间
车主各拿一把，分时停车互不
影响。居民与企业签订停车共
享协议后，需按约定停放，如每
晚5点至6点驶入，第二天早8
点离开，不给白天共享车主带
来不便；如果确实遇到急事，居
民会把钥匙留下，由管理员代
为挪车，暂时放在临时停车位，
按临停车辆收费。

同时，停车场加装了加密
监控设备，添置了遥控地锁，增
加出入场车牌识别闸杆，支持
错时共享车辆优惠计价和限行
日停放。

然而，有偿停车才是共享
停车的前提和可持续的基础。
具体应如何收费？

记者了解到，住邦2000写

字楼采取了“把车位按时段拆
分打折”的策略，根据居民需求
划分为夜间错时和全天共享，
其中，夜间错时居民可以享受
300元/月的优惠价格，白天固
定车位车主也可以享受从每月
1000元至600元的减免。

如此一来，小区停车难解
决了，也给写字楼带来了“薄利
多销”的好处。物业负责人表
示，住邦2000写字楼空置的停
车位已进一步减少，仅今年上
半年就增收20余万元。

截至10月底，记者从北京
市交通委获悉，北京城六区和
通州区已协调“有偿错时共享
停车位”共10000余个。

而除了写字楼，可以共享
车位的方法还有很多，比如密
云区协调机关单位向居民开放
错时共享停车，已有近百户居
民的车辆停放在区人民政府、
区大剧院、区图书馆等单位停
车场，实现了机关大院与居民
的错时共享；丰台区还尝试“将
车位上网”，在企业开发的手机
APP和信息平台上发布错时共
享信息。

摸清家底，
停车数据普查是关键

针对小区内的居住停车
难问题，目前主要解决方法有
哪些？

对此，北京交通委负责人
表示，首先是通过居住小区配
建停车设施或小区内业主共有
停车泊位解决；如果小区里实
在停不下，则是通过有偿错时
共享停车、闲置场所和路外公
共空间挖潜、新建停车设施等
方式解决。

然而，以前在规划建设停
车设施的时候，由于缺少基础
数据，立项很难通过。因此前
期摸清停车资源底数，分析停
车痛点，是解决“停车难”的
基础。

这就要求与规划、建设等
系统实现互通互联，建立一个
统一的停车设施空间数据库。
因此，北京形成了区、街道、社
区、地块四级地块底图，制定
待登记地块清单台账。随后
街道组织停车设施设置单位
在地块上逐一标注停车场信
息，使其能与地块上建筑物楼
栋数、居民户数、常停放车辆
数对比。

如此一来，就能对停车矛
盾突出区域精准发力。比如北
京市交通委发现，特别是一些
老旧小区，实际拥车比例并不
高，当达到户均0.4个车位配比
时，基本能满足停车需求。

朝阳区八里庄街道甘露园
1号院就是一个例子。摸底后，
小区户数为1652户，总泊位数
677个，户均配比0.43，通过收
费管理挤出外来车辆后，就能

基本实现小区车位平衡。
再比如一些原本没有物业

的老旧小区，以八里庄街道红
庙社区的机二委小区为例，采
取了“先尝后买”的方式引入物
业收费管理：小区固定车位每
月150元，非固定车位每月50
元，还可享受每月4次探亲免
费停车，基本实现了车位供需
平衡。

未来，城市停车数据普查
还将进一步完善。记者获悉，
到2021年，北京市16个区和
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都将全面组
织开展停车设施信息报送工
作。届时，全市的道路停车、公
共停车场和专用停车场的停车
设施都将录入到全市统一的停
车资源平台。

向空间要车位，
智慧化改造任重道远

停车数据普查的背后，目
的是能“把车位搬到网上来运
营”。在采访中记者发现，发
展智慧停车被普遍认为是目
前解决停车难问题的重要思
路之一。

11月5日，在2020年中国
国际城市停车产业博览会上，
住建部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
心绿色建材部品处处长刘敬
疆透露，“智慧停车”已将要纳
入智慧住建的队列；同时停车
领域属于新基建，涉及到的土
地、规划部门等都会为新基建
让路。

在这个过程中，刘敬疆认
为，停车强调的是“新”，即“智
慧”，而非基建。

据赛文交通网统计，2019
年我国城市智能交通市场过亿
元项目共计29个，其中城市智
慧停车类项目有10个。从项
目数量看，智慧停车项目占到
三分之一左右，比重之大，前所
未有。

“在原来停车空间的基础
上，现在的发展趋势是，向空间
要车位。”深圳怡丰自动
化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段新锋对中国城市报
记者说。他和团队主要
研究如何通过停车机器
人和立体化手段增加停
车位，此前已对北京积
水潭医院等实施过类似
改造。

老旧小区的缺点是
没有设计建设地下空间，
但他认为，优点是容积率
比较低。因此在改造时，
应首选可几何倍数地创
造增量的立体式停车，实
践中有两部分空间可以
利用：楼顶和绿化面积。

段新锋告诉记者，传
统停车场平均一个车位
需占地30平方米，而立
体式停车库可以做到50

平方米停下50辆车，即平均1
平方米就能停一辆车。

我国自2000年起就已经
开始引入立体式的机械车库，
发展已有约20年，现阶段有何
创新？

智能化，在段新锋看来是
大势所趋。比如通过机器人，
车主只需要站在停车场外的指
定区域内，将停入车位、车辆出
库的所有动作全部交给机器
人，“傻瓜式”停车即可。这样
不仅方便车主，还可节省存取
车时间——整个过程将不超过
90秒钟。

市场化收费是大势所趋？

停车位“一位难求”已在全
国范围内成为新的城市病。

根据公安部交管局数据统
计，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机动
车保有量达3.6亿辆，其中汽车
2.7亿辆；机动车驾驶人4.4亿
人，其中汽车驾驶人 4亿人。
仅2020年上半年，机动车新注
册登记就有1414万辆。

为此，从中央到地方，都在
尝试多措并举破解停车难。

今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
出台了《关于全面推进城镇老
旧小区改造工作的指导意见》，
吹响了城市发展方式转型和城
镇老旧小区改造的号角，提出
今年将新开工改造老旧小区
3.9万个，而停车库（场）是重点
改造对象。

不少城市也为盘活存量纷
纷出招，比如江苏省苏州市宣
布今年上半年新增停车位5万
余个，利用“大数据”错时共享
商圈资源；陕西省西安市首批
投用300个“海绵停车位”，白
天释放车辆、夜间吸收车辆；山
东省青岛市北老城区除增加
1500个停车泊位，还将再建12
处停车场，缓解老城区停车难
题，受到市民点赞。

特别是像北京这样的超大
城市，如何蹚出破解“停车难”
的样本经验，备受关注。

目前北京还面临哪些停车
堵点？北京静态交通投资运营
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必民认为，
目前北京停车产业还呈现着

“小、散、乱”的特征。比如北京
地区备案的停车场有5000余
家，而相关的停车管理公司就
有3700多家，从业人员超过8
万人。

同时，整个停车产业也面
临一定发展瓶颈。比如停车费
收回投资需要10年甚至更长，
而相关融资租赁期限一般为3
年，不超过5年；同时，单个项
目融资金额一般在千万元左
右，项目周期长，且操作停车类
项目收益偏低。

另一方面，停车企业平台
过多，也容易造成数据接口不
统一，百姓使用混乱。张必民
透露，目前北京仅停车类的
APP已超过了100个。

但不可否认的是，相比于
路侧、公共建筑等，多位专家均
指出，当前城市居住区的停车
治理难度最大。

记者日前在北京朝阳区的
红庙社区走访发现，今年下半
年已陆续引入物业公司对老旧
小区实施付费停车改造。虽然
指示牌标注可面向社会车辆临
停，但工作人员表示本小区车
位依旧“一位难求”。

“特别是在老旧小区改造
中，最难解决的就是居住停
车。”国家发改委综合运输所
城市交通运输中心主任程世
东表示，当务之急是形成可复
制、可推广的老旧小区基本停
车模式。尤其在对停车观念的
认识上，亟待根本性转变。一
方面在政府层面，应认识到“停
车难”已经是非常紧迫、需要创
新管理手段的一项重要任务；
另一方面，公众也要意识到这
是非公共产品，要为停车付费。

发挥价格杠杆作用也很关
键。张必民对此表示认同。具
体涉及到居住区，他的建议是
多方“共治”，即政府补一点、居
民掏一点、企业让一点。

共享停车：破解城市停车难的新药方？

在2020年中国国际城市停车产业博览会上，智慧化的立体停车库受到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