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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年来，随着我市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机动车保有

量屡创新高，目前全市机动车保有量增长较大。相比机

动车数量的快速增长，全市停车设施供给相对不足，停

车难成为影响城市道路交通和群众日常生活的热点难点

问题。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解决停车难问题，加强组

织领导，完善政策举措，开展专项行动。

一、项目背景

1.社会背景

为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按照“智慧引领、空

间破局、多元融合、精准调控”的基本思路，以差别化

停车供给政策为导向，以满足刚性停车需求为根本，建

立以配建停车设施为主、公共停车为辅、路内停车为补

充的停车供应体系，各地区逐步建立合理的收费体制，

健全管理机制，推动停车发展的社会化、产业化，实现

城市停车设施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赤峰市中心城市

停车专项规划项目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对中心城区进行

停车设施进行改善提升并提出管理策略。

2.区域概况

赤峰，为“红山之意”，地处东北、华北地区结合

部，区位优越，交通便捷。对于中国大多数城市现状来

说，机动车数量增长迅速，但配建不足，城市停车矛盾

日益突出，同时缺乏有效的管理和引导。赤峰市也存在

同样问题，尤其是老旧小区、部分新建小区夜间停车矛

盾突出，医院、商场、学校等公建白天高峰时段供需紧

张。为符合赤峰市城市自身发展要求，也为了保障城市

社会经济、城市空间良性发展，需提前预控停车泊位。

二、研究与设计

1.规划对象分析

本次专项规划范围为赤峰市中心城区、元宝山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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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平庄城区（以上三个城区范围以正在编制的《赤峰

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0-2035年）》划定的城区范围

为准）及和美园区（以喀喇沁旗上报开发区四至范围为

准）区域范围及其周边控制范围所覆盖的区域，规划建

设用地面积207.98平方公里（图1）。

图1　规划范围示意图

对现场进行详细调研以及与各相关部门座谈后，我

们发现如下问题：①红山区存在停车信息孤岛，部分停

车场接入智能停车管理系统“任你停”，不能覆盖全区的

接入；停车不入位现象严重；文明意识不足；存在欠费

问题，欠费比例高达50%-60％，停车有偿暂未实现。②

松山区的老城区停车乱、停车难；现状大部分停车场免

费，收费标准与红山区不一致；拥有独立的停车管理系

统。

2.现状问题研究

针对赤峰市目前存在的停车问题，我们梳理了三大

问题识别，以问题为导向展开规划研究。

首先是停车规模大幅提升，但存在停车供需时空错

配的问题。依据《赤峰市城市建设统计年报》，赤峰市

区停车泊位数呈逐年增长态势，2020年较2019年泊位数

增长约20%，但同时2017-2021年机动车年均增长率为

9.6%（图2）。按此趋势，停车泊位缺口将越来越大，停

车问题将日趋严重，停车设施仍存在较大缺口。而老城

的停车饱和度偏高，重点片区停车供需矛盾突出：老旧

小区、老旧建筑配建泊位不足是我市停车难最主要的问

题，例如昭乌达小区体量大、住户多、无封闭管理、配

建停车设施先天不足；商业综合体（维多利、万达）、医

院（市医院、附属医院）也存在停车困难问题，其主要

原因是地下停车场未充分利用，车辆集中停放在地面，

交通组织混乱。应结合停车供需，合理布局，加强共享，

“平改立”等形式优化存量、实现精准化供给。

图2　赤峰市区停车泊位以及小汽车保有量增长情况

其次是停车结构逐步优化，但仍存在路内、路

边停车占比过大的问题。国家以及市区对停车供给结

构提出要求：配建停车占85%以上、公共停车控制在

10~15%、路内停车控制在5%以内（《城市停车规划规范

（GBT51149-2016）》）。《赤峰市中心城区静态交通整治实

施方案》也提出要构建“配建为主、公共为辅、道路为

补”的停车体系。目前现状配建停车87%、公共停车6%

（<10%）、路内停车7%（>5%）；红山区路内停车集中在

老城区，对次支路慢行交通产生影响；退红线区停车泊

位数约有7万个（约公共停车泊位数3倍），存在大量僵尸

车位；因管理不到位，导致人行空间被占用，与规划原则

相悖；公共停车场中地下停车场仅占8.5%，其余为地面

停车场。所以要持续优化停车设施结构，挖掘地下空间、

提升土地综合利用率，将人行空间归还与行人（图3）。

图3　退红线区因停车管理不到位影响步行空间

最后是停车管理不断适应调整，但仍需完善、并制

定全市统一的停车收费标准。目前参与赤峰市停车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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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执行的部门较多，协调难度大，红山区中智物联公

司负责停车场管理及运营，而松山区计划由区政府管理

运营；红山区智能停车项目较为成熟，已建立“智能停

车管理平台”，推出“任你停APP”，可实现出行诱导、

违停抓拍、交通综合执法等，松山区智慧停车综合管理云

平台系统已建设完成。所以相关部门应建立统筹协调推进

机制，以规划作为停车资源优化配置的工具和抓手，而两

系统需尽快融合、信息共享、实现一城一平台（图4）。

图4　管理机制的主要问题

3.规划策略研究

（1）总体发展战略

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按照“智慧引领、空间

破局、多元融合、精准调控”的基本思路，以差别化停

车供给政策为导向，以满足刚性停车需求为根本，建立

以配建停车设施为主、公共停车为辅、路内停车为补充

的停车供应体系。逐步建立合理的收费体制，健全管理

机制，推动停车发展的社会化、产业化，实现城市停车

设施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

（2）停车规划策略

策略一：分区控制。将赤峰市停车分区分为两级，

一级分区为基本满足区，该区域内城市建设用地有限，

停车供需不平衡，尤其是老旧小区，需在满足基本停车

需求的基础上，控制停车泊位的供给；二级分区为协调

发展区，该区域城市建设用地相对较为宽松，停车供需

矛盾不明显，可相应的提高停车设施供给，并大力推进

停车产业化（图5）。

图5　赤峰市停车分区示意图

策略二：挖潜增效。1）停车场立体化改造，提高泊

位供给量。2）规范路内停车，加强管理。3）推行停车

设施共享：临近单位、居住区、公共停车场之间的停车

泊位共享；公交夜间停车与小汽车停车换乘泊位的共享。

策略三：需求调节。1）增加路外停车泊位，减少路

内停车。2）差别化路内、路外停车收费标准。3）引导

外围小汽车停车换乘出行（图6）。

图6　停车换乘模式示意图

策略四：智能诱导。1）停车泊位信息动态发布系

统。2）智能停车场管理系统（图7）。

图7　一级、二级、三级停车诱导系统

4.停车管理政策研究

（1）停车设施收费价格机制

停车收费是影响车辆消费使用的重要因素，并间接

影响城市的车辆拥有与空间分布。停车收费机制决定影

响的主体包括停车设施的供应方、使用方和管理机构，

也最终影响停车秩序和环境。同时，停车收费价格机制

是否完善将是停车产业化发展成败的关键因素之一。

停车收费体现区域差别性，提高中心区的停车收费，

收费体系由内向外逐级递减，形成显著的收费水平级差

关系，用经济手段调节停车的需求和供给。通过停车收

费的调节，可以更合理地配置道路资源，实现以静制动

调节。利用价格杠杆，实现不同区域、不同位置停车泊

位的合理利用。

位于市中心或商业区的路外公共停车场，采用计时

累进方式收费。民营路外公共停车场收费标准与收费方

式，由停车场经营业主拟定，报请主管机关审查。路边

停车场采用累进收费方式或限制停车时间，停车收费方

式灵活多样，有卖车位、全年租用、季卡、月卡和临时

停车现金收费等方式。针对具体问题和特殊地区，对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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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性建筑停车场与换乘停车场，政府宜出台硬性定价，

采用强制性价格政策。

差别化停车收费大致可分为三类：地域差别化、类

型差别化、时间差别化。

（2）停车管理协调机制

停车制度建立与执法力度，会直接影响停车政策的

落实和实施，为政策的落实可行提供有效保证。停车的

管理不仅仅是管理制度简单地落实，是一项集规划、建

设、运营、管理等多层次为一体的协调工作，需要多个

部门的共同参与。停车管理协调机制主要包括四方面：

建立健全停车管理体制、加强停车法规及规范建设、强

化法治并严格执法、加强停车信息化建设与管理。

（3）停车智能化与信息化

通过智能化、信息化的手段可以最大限度地使停车

设施得到高效利用，减少在寻找车位过程中增加的无效

道路交通量，降低人工管理成本，透明化收费行为。

赤峰市智慧停车已经走在国内前列，但仍需要优化

完善。在下一阶段，赤峰停车智能化、信息化发展，应

按照“智慧引领、空间破局、多元融合、精准调控”的

基本思路，由政府企业携手构建智慧停车顶层平台，以

停车调查数据为支撑，以差别化停车供给政策为导向，

以满足刚性停车需求为根本，从设施挖潜、智慧联网、

投融资等方面着手，实现停车产业智慧升级，同时加强

与其他城市服务、商业服务跨界融合，筑牢智慧城市建

设发展基石。

遵循“完善顶层设计、实现智慧升级”的发展目标，

按照“一个信息平台、一个运营主体、一套技术标准、

一套服务体系和管理规范”的工作思路，坚持差别化供

给、用者自付的原则，进一步优化以配建停车为主体、

路外公共停车为辅助、路边停车为补充的停车供给结构，

进一步形成布局合理、规模适度、运行高效、与道路容

量相协调的停车供给体系。坚持管理体制平台化、配套

政策多元化、停车供给差别化、停车设施立体化、停车

充电一体化、停车产业智慧化6大发展策略，推动赤峰

市智慧停车产业发展

三、结语

赤峰市中心城市停车专项规划项目针对北方地区城

市停车规划管理进行了研究。研究过程中首先对规划对

象的现状进行问题分析，其次借鉴总结国内外经验对规

划对象进行分类研究，找出具体的、具有针对性的改善

要点，最后根据停车需求预测制定停车规划方案，并提

出停车规划管理建议，优化整个城市停车环境。

图片来源：

图2来源于《赤峰市城市建设统计年报》，图7来源

于网络，其他图片均为作者自摄或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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