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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停车难题

日本从源头堵住乱停车现象
美国芝加哥打造高效的停车管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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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的南海10件民生实事项
目其中之一就是要加大公共停车位
供给力度，新增公共停车位10000
个以上。

治理停车难，究竟该从
何处着手？一起来看看
国外一些城市的治理
经验。

泛车位资源

从源头堵住乱停现象

日本

日本是世界上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东京

圈是世界上最大的人口集中地区。“东京一极集中”也

被称为“东京问题”，停车场问题就是“东京问题”之一。

面对公共停车场空间资源匮乏问题，日本很早就

开启了依法建设与治理进程，最终实现了停车场的有

效治理，停车井然有序，促进了城市治理。日本不仅制

定了停车场法和车库法等静态交通法律严格治理停车

场秩序，同时还出台了一系列措施疏导停车难问题。

日本的停车产业非常发达，在东京、大阪、名古屋

等特大城市，虽然面积狭小、人口密度极高，但是公共

停车位供给充分，地下停车、地上高层塔库式立体停

车场等形式多种多样，停车业已经成长为成熟的静态

交通产业，有效提高了城市寸土寸金的土地利用效

率。政府采用特许经营的方式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停

车位的建设和运营，有效满足了停车需求。这些停车

场均已采用ETC、视频识别等智能技术管理，不再使

用传统刷卡、取票的出入口控制方式，大大提高了停

车位的使用效率和便捷性。

停车业成为静态交通产业

以东京为例，由于以23个市区为代表的大城市停

车费用高昂，人们大多采用驻车换乘的出行方式，即在

车站附近建有停车场，人们把车从郊外的住宅开到轨

道交通车站停车场停放，换乘公共轨道交通进城上

班。日本流行“ride and kiss”的说法，意思是家庭

主妇每天开车到轨道交通车站，亲吻送别丈夫上班。

这种始于北美和欧洲的通勤方式被日本拿来解决停车

空间不足问题，缓解了市区的停车位紧张状况。

而人们愿意驻车换乘的前提条件是发达的城市轨

道交通。日本大力发展高速、准时、舒适、安全的公共

交通，提高公共交通出行率。

理性的城市通勤交通结构

日本人具有强烈的遵守法律、崇尚信用的道德意

识。日本没有专门的交通警察，人们凭借公共意识自

觉遵守交通法规。

日本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汽车迅速普及过程中

也曾遭遇过严峻的停车难的问题，停车设施不足，个

人的停车需求与落后的停车资源供给形成了尖锐矛

盾。但是以1964年东京奥运会为契机，日本建立起

完善的停车法律体系，确立了“购车自备停车位”的基

本原则，同时对固定停车位、规划停车场和路侧停车

场制定了极其严格的法律规定。在从源头堵住乱停

车现象的同时，倒逼停车设施建设，以从中央到各级

地方自治体为主体，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发展停车技

术产业，推进停车产业的智能化。与此相并行大力发

展准时高效的公共轨道交通，与驻车换乘的绿色出行

方式相结合，成功破解了城市停车场不足的难题。

停车有严格的法律依据

借鉴日本的相关经验，我国的城市规划需要

加大力度适应快速发展的汽车社会，通过城市更

新确保充足的小区固定停车位和城市公共停车设

施，规范路侧停车场，弥补车位失衡缺口，在包括

主城区和郊区全市域范围内均衡配置停车资源。

实现这一目标一方面需要倒逼供给侧改革，强力

发展停车产业，利用智能技术手段提高有限的停

车空间的使用效率，另一方面需要加速发展轨道

交通，建立连接主城区与近郊的驻车换乘通勤方

式，减少主城区的停车需求。

停车场建设的根本目标是使个人层面的交

通出行需求和公共层面的良好停车秩序需求得

到高效调节，在满足居民驾车出行需求的同时实

现良好的静态交通环境。除了城市规划、产业与

技术手段之外，实现这一目标同样有赖于严格的

法律手段的运用和自觉遵守公共秩序的公众意

识的养成。

优化停车管理机制

芝加哥

美国第三大城市芝加哥道路基础设施建设不如

我国中型城市，路窄、弯多、环岛多、摄像头少、立交桥

几乎没有，但是违章停车现象很少，绝大多数汽车都

停放规范。相对落后的硬件条件却能有更高的使用

效率，这与其管理机制有很大的关系。

中心城区有偿停车全覆盖
市郊区域免费停车

美国是典型的中心城区土地高强度开发，外围区

域低密度蔓延城市发展特征，在中心城区，基本不会

提供免费停车的可能。一是信息告知精细化，市中心

各条街道，关于是否可以停车的标志都会高密度告

知，路侧能否停车信息非常明确，允许停车则配以咪

表，不能停车一定会设置禁停车标志，并强调这是罚

款或拖车区域。二是区域设置精细化，在芝加哥，会结

合交通需求特性规定停车时限，比如有些区域路侧在

高峰时段禁停，在周一到周五禁停等等，减少静态对动

态的干扰影响。三是执法力度精准化，超时停车，不缴

费停车，不按规定停车都会被贴上罚单，一般是60美
元。而在市郊，由于土地开发强度低，通常在购物中

心、超市等人员吸引点设置大面积的免费配建停车场，

路侧停车通常免费或收取较低价格的停车费。

中心城区实施高费率停车
停车资源供给充足

一是充分利用价格杠杆，美国中心城区的停车费

总体较高，芝加哥一般公共停车场第一小时20美元

起步，两小时26美元，停一天总共40美元。二是提

高停车资源利用率，路侧停车虽然每小时在5至7美
元，但最多只允许停2小时，超过时间未驶离或续费

也会被罚款或拖车，以此提高路侧泊位的周转率。三

是充分保障停车供给资源，虽然市中心土地价值寸土

寸金，但各大楼宇都配建地下停车场，或在旁边建有

多达七八层的停车楼，各类重点区域公建配建的停车

资源可有效保障停车需求。四是强化公交线网覆盖

率，地铁和地面公交相结合，形成零距离换乘的综合

公共交通网络，即便不开车，也有可靠的公交替代出

行方案。

开展多元化的停车服务
和培育社会共管体系

除了加大供给和严格管理之外，美国进一步优

化资源利用率，减少行政管理成本。一是开展线上停

车服务，诸如SpotHero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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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且能享受超过5折以上的优惠。二是培育专业停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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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通常费用比自己停放还要便宜很多。

下一步，我国应进一步加大停车行业市场

化发展程度，激发社会资本进入停车产业，通过

土地置换、土地再利用等方式加大停车资源供

给，确保停车资源不被挪作他用。同时要着重

推进停车管理精细化和停车执法精准化，科学

设置路内停车泊位，结合城市管理体制改革工

作，优化配置执法力量，强化重点区域管理，围

绕停车有据、停车有位、停车有序、违停有罚的

总体目标稳步推进。此外，要结合移动互联等

信息技术，消除供给和需求双方的信息壁垒，多

渠道提供停车资源信息平台共享服务，最大限

度利用好现有的宝贵停车资源，多措并举共创

良好的停车环境。

日本经验的可借鉴性

美国经验的可借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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