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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根据对乌鲁木齐市主城区机动车停车状况调查结果，分析了目前主城区停车现状及存

在的问题；在总结国内外停车需求预测方法的基础上，根据乌鲁木齐市未来停车需求特征，确定了

停车需求预测方法并对主城区规划年停车需求进行了预测。结果表明未来乌鲁木齐市主城区停

车供需矛盾仍然突出，需采取停车控制策略，降低因停车泊位需求量过大所带来的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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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随着乌鲁木齐市机动车总量的飞速增

长，主城区交通压力愈发明显，停车需求与有限停车

设施供给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突出，并在一定程度上

制约了社会经济和城市交通的发展，尤其是老城区，

由于早期城市规划缺少对建筑物和住宅区配建机动

车位的考虑，停车位供应更加紧张。该文就乌鲁木齐

市主城区停车现状及停车需求预测展开研究，通过分

析停车现状掌握停车特征，在综合分析目前常用停车

需求预测方法的基础上确定乌鲁木齐市停车需求预

测方法并对规划年停车需求进行预测，为合理制订停

车设施建设方案和停车管理制度提供理论基础。

１　停车现状与问题分析

２０１５年３月５—１０日对乌鲁木齐市主城区停

车状况进行调查，调查范围为乌鲁木齐市中心区和

外围区。

１．１　停车现状特征

１．１．１　停车供应

根据调查结果，乌鲁木齐市主城区现有社会停车

位共计２９．３３万个，其中配建停车位２８．７２万个，公共

停车位０．２３万个，路内停车位０．３７万个，分别占总社

会停车位的９８％、０．８％和１．２％，夜间共有４６万辆车

停放在主城区，由此得车均车位数为０．６４个／辆。

１．１．２　停车需求

根据调查结果，乌鲁木齐市主城区现有总停车

缺口２５．９万个，其中居住类建筑停车缺口为１９．１万

个，非居住类建筑停车缺口为６．８万个，居住、非居

住停车需求分别占总需求的７４％和２６％。

１．１．３　停车管理

乌鲁木齐市政市容设施有偿使用管理办公室为

停车主管部门，负责市政市容设施有偿使用费的征

收管理，研究提出公共停车场建设规划，完善停车场

建设指标体系，并对停车场进行规范化管理。

近几年乌鲁木齐针对停车问题出台了一些规章

制度，包括《关于城市停车设施建设及管理的指导意

见》、《关于加强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相关问题

的通知》、《乌鲁木齐市临时占道停车场管理办法》及

《乌鲁木齐市机动车停车场管理办法》。

目前，乌鲁木齐公共停车场收费以占道停车场

收费为主，其他类型收费公共停车场只有文化路立

体停车楼。２０１１年８月对占道停车场收费标准进

行了分区，实行差别化收费，其中一、二类区的占道

停车收费由１．５元／ｈ分别提升到３．０、２．０元／ｈ。

１．２　存在的问题

１．２．１　停车供给严重不足

近几年乌鲁木齐市主城区社会性停车位虽然增

长迅速，共计２８．７万个，但夜间停放车辆达到４６万

辆，车均车位数仅为０．６４个／辆，远未达到“一车一

位”的刚性需求，仅满足需求的６３％。停车设施不

足主要集中在经开区、米东区和水磨沟区。

１．２．２　停车配建标准低

从配建停车场的配建水平方面来看，居住平均

配建水平为０．１６个／户，非居住平均配建水平为

０．１６个／（１００ｍ２），各类设施平均配建水平偏低，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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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现行标准的１／６。

１．２．３　停车利用率不足

由于停车管理、专有专用、收费等因素的影响，

现有配建停车位利用率不足，配建停车场平均利用

率仅为７０％，尤其是地下停车位利用率，居住区与

非居住区均仅为５０％。

１．２．４　违章停车严重影响交通秩序

由于配建停车缺口高达２６万个，现状路内划线

车位仅为３７０４个，白天高峰路内停车达到２．７万

辆，夜间路内停车达到２．４万辆，无论白天和夜间均

出现大量违章路内停车，违章停车对动态交通的影

响较大。

１．２．５　停车管理相关法律体系及政策有待完善

（１）未形成权威的管理机构，严重影响全市统

一的停车管理法规的建设与出台，停车管理法规难

以统一掌握，也很难实现指导、监督、检查的功能。

（２）现行停车配建标准缺少区域差别化；建筑

的分类存在一定缺陷，住宅、商业和医院等的分类不

够细致。

（３）停车差别化定价引导不强，现行停车收费

标准偏低，对道路停车收费缺少累进式收费相关政

策，不利于发挥道路短时停车的功能。

２　停车需求预测

２．１　常用停车需求预测方法

２．１．１　停车生成率模型

停车生成率模型是建立在停车需求与土地利用

性质关系基础上的回归模型，其中停车生成率定义

为某种性质用地功能指标（如单位土地面积或单位

建筑面积）所产生的全日停放车辆数。

２．１．２　用地与交通影响分析模型

该模型主要是根据不同土地利用特性所产生的

停车需求量和交通影响函数推算机动车停车需求

量，其预测的高峰停车需求量与用地特性密切相关，

在空间分布上可信度较高，适宜于短期预测。

２．１．３　多元回归分析预测模型

通过建立停车需求与城市经济活动及土地使用

变量之间的函数关系进行预测，该方法需标定多个

系数，方法复杂，调查工作量大，实用性不强，预测年

限较短。

２．１．４　机动车ＯＤ预测法

其基本思路是停车需求与地区出行吸引量（ＯＤ

量）有直接关系，如果获得地区的出行吸引量，则根

据出行方式比例可换算成实际到达的车辆数，再根

据高峰小时系数和机动车平均停车率可得到高峰小

时机动车停车需求量。其关键是通过调查确定交通

方式的分担比例和车辆承载量。

２．１．５　交通量－停车需求模型

根据地区吸引交通流量推算机动车停车需求

量，其基本思想是任何地区的停车需求必然是到达

该地区行驶车辆被吸引的结果，停车需求泊位数为

通过该地区流量的某一百分比。该方法只适于范围

较小、用地性质较简单的地区，且预测年限较短。

２．１．６　静态交通发生率模型

停车需求计算可采用研究区域内用地性质相

近、规模相当、用地功能比例相对独立的组合大样本

作为建模抽样的基础，对研究区域不仅可得到总停

车需求，还能按土地使用功能计算出每块土地使用

的停车需求，适用性很强。

２．２　乌鲁木齐市停车需求预测

停车需求是一个复杂的多因素影响的结果，其

中对停车需求预测影响较显著的因素包括土地开发

与利用强度、汽车的增长、车辆出行水平、交通调控

政策、泊位的周转率和机动车出行目的。

停车需求预测中，根据车辆出行特征将停车需

求划分为两类：一是居住类停车需求；二是满足上

班、业务、生活娱乐等目的的非居住类停车需求。１）

居住类停车需求主要指汽车的夜间停放需求。随着

私家车拥有量的增长及公车改革，远期汽车的夜间

停车需求基本发生在居住地，其分布主要与人口分

布有关。居住类停车需求基本与车辆拥有量相当，

只需掌握研究区域内车辆注册数即可得出夜间停车

需求量；当该数据无法获得时，可通过分析研究区域

内居民区单位用地面积的停车需求量，并调查居民

区的某类性质土地使用面积获得。２）非居住类车

位主要用于解决上班、业务及各种公共活动等出行

目的的停车需求。小货车的停车需求原则上也由非

居住类车位解决。

根据城市主城区停车现状调查结果和对现有预

测模型的比较分析，结合乌鲁木齐市实际情况和国

内外大城市经验，从停车需求与土地利用和车辆出

行特征两角度，采用交通量－停车需求预测模型及

静态交通发生率模型进行停车需求预测，并对参数

进行标定，取其平均值。

在现有交通量－停车需求预测模型的基础上进

行修正，乘以相应的影响因子得到停车需求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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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见式（１）。该预测模型考虑了规划年限的交通

政策、机动车拥有量、出行情况、土地开发利用情况、

停放特征等，其特点是静态交通需求预测同动态交

通规划紧密结合。

狆犼ｎｈ＝犇犼×α／β×δ （１）

式中：狆犼ｎｈ为第犼小区非居住类停车需求；犇犼 为第犼

小区客车和货车出行吸引量；α为社会出行目的所

占比重；β为车位周转率；δ为道路容量调整系数，

根据区域道路条件和交通状况而定，主城区一般取

０．８～０．９。

静态交通发生率模型的计算公式为：

犘犼＝犳（犔犻犼）＝∑α犻·犔犻犼 （２）

式中：犘犼 为预测年第犼小区基本日停车需求量；犔犻犼

为预测年第犼小区犻类土地利用单位指标（如职工

就业岗位数）；α犻 为第犻类用地的静态交通发生率。

规划年机动车停车需求预测值 犘＝（犘犼ｎｈ＋

犘犼）／２。根据 《乌鲁木齐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对乌鲁木齐市主城区的交通划分（见

图１、表１），按上述方法对规划年（２０２０年）机动车

停车需求进行预测，结果见表２。

图１　乌鲁木齐市主城区交通地带和大区分布示意图

表１　乌鲁木齐市主城区交通地带及大区划分

区域
地带

名称 编号
范围

交通大

区编号

中心区
南核心区 １ 外环以内区域 １１～１５

北核心区 ８ 苏州北路－河滩路－规划辽源街－机场高速公路围合区域 ９，１０

外围区

水磨沟北片区 ２ 水磨沟区在苏州路东延伸以北的区域 ４

东南片区 ３ 苏州路东延段以南、外环东段以东、河滩路以东 ５

西南片区 ４ 苏州路西延伸以南、外环西段以西、河滩路以西 ６，７

西北片区 ５ 苏州路西延伸以北、外环路－机场高速公路以西、规划辽源街以北 ８，１

北部片区 ６ 辽源街以北、河滩路以西、安宁渠路以东 ２

东北片区 ７ 河滩路以东的米东区范围 ３

表２　２０２０年乌鲁木齐市交通大区停车需求预测值 个

交通大区

　交通量－停车需求模型预测值 　 　 静态交通发生率模型预测值 　 　　　　　最终预测值　　　　　

居住停

车需求

非居住

停车需求

总停车

需求

居住

停车需求

非居住

停车需求

总停车

需求

居住停

车需求

非居住

停车需求

总停车

需求

１ ５０９００ １９８００ ７０７００ ５６０００ ２１８００ ７７８００ ５３４５０ ２０８００ ７４２５０

２ １６５００ １３０００ ２９５００ １９６００ １５４００ ３５０００ １８０５０ １４２００ ３２２５０

３ ６０７００ ２５８００ ８６５００ ７５８００ ３２２００ １０８０００ ６８２５０ ２９０００ ９７２５０

４ ５３８００ ２２９００ ７６７００ ５２０００ ２２１００ ７４１００ ５２９００ ２２５００ ７５４００

５ ７９８００ ２４６００ １０４４００ ９０２００ ２７８００ １１８０００ ８５０００ ２６２００ １１１２００

６ ５０５００ １１３００ ６１８００ ５７８００ １２９００ ７０７００ ５４１５０ １２１００ ６６２５０

７ ５２５００ ３０５００ ８３０００ ６２７００ ３６４００ ９９１００ ５７６００ ３３４５０ ９１０５０

８ ３９６００ ２９９００ ６９５００ ３８６００ ２９２００ ６７８００ ３９１００ ２９５５０ ６８６５０

９ ４８２００ １７２００ ６５４００ ５２８００ １８８００ ７１６００ ５０５００ １８０００ ６８５００

１０ ３９４００ ３３０００ ７２４００ ４７９００ ４０２００ ８８１００ ４３６５０ ３６６００ ８０２５０

１１ ３０６００ １２４００ ４３０００ ３７３００ １５１００ ５２４００ ３３９５０ １３７５０ ４７７００

１２ １１８００ １１０００ ２２８００ １３６００ １２７００ ２６３００ １２７００ １１８５０ ２４５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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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２

交通大区

　交通量－停车需求模型预测值 　 　 静态交通发生率模型预测值 　 　　　　　最终预测值　　　　　

居住停

车需求

非居住

停车需求

总停车

需求

居住

停车需求

非居住

停车需求

总停车

需求

居住停

车需求

非居住

停车需求

总停车

需求

１３ １９９００ １５０００ ３４９００ ２２５００ １７０００ ３９５００ ２１２００ １６０００ ３７２００

１４ １２９００ １７７００ ３０６００ １５２００ ２０８００ ３６０００ １４０５０ １９２５０ ３３３００

１５ １８２００ ２４４００ ４２６００ ２０９００ ２８１００ ４９０００ １９５５０ ２６２５０ ４５８００

合计 ５８５３００ ３０８５００ ８９３８００ ６６２９００ ３５０５００ １０１３４００ ６２４１００ ３２９５００ ９５３６００

　　根据停车需求预测结果，规划年（２０２０年）乌鲁

木齐市主城区机动车停车泊位需求总量约为９５万

个，居住类需求、非居住类需求分别约为６２、３３万

个，占总量的６５％、３５％。根据国外经验，综合城市

发展规划、汽车保有量水平、车辆出行特征、停放特

征等，合理的车位与车辆之比应为１．２～１．４个／辆。

从乌鲁木齐市用地条件、经济水平、城市环境及现状

停车设施供应状况来看，到２０２０年车位与车辆之比

约为０．９５个／辆，未达到要求的下限（１．２个／辆）。

为缓解主城区停车压力，抑制过大的停车需求，

必须采取停车措施，包括：提高停车收费，控制需求；

结合老城区改造，严格执行配建标准；建设占地少的

立体停车库和地下停车场；错时利用现有配建停车

场；适度增加夜间路内停车供应规模；建立停车信息

化系统，提高车位利用率。

３　结语

通过对乌鲁木齐市主城区停车现状的调查与分

析，掌握了其停车特征及问题所在；在分析国内外停

车需求预测方法的基础上，组合交通量－停车需求

预测法和静态交通发生率法预测了乌鲁木齐市主城

区未来年停车需求量，为进一步进行停车规划和管

理奠定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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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深度挖掘电子警察运行产生的各种数据，开展

交通违法数据统计、关联分析和评估，可指导电子警

察在布局定点、智能化方向、执法模式等方面的发展

策略制定。该文所提出的电子警察执法异常分析方

法，能进一步强化设备管理，提高设备的可靠性、执

法的合理性及相关设施设置的科学性，使电子警察

发挥更大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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