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寒地城市停车困境分析及解决对策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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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为寒地城市的代表,结合齐齐哈尔市发展实际、停车设施现状容

量和停车特征调研资料,剖析政策法规、设施使用、设施建设方面造成停车问题的原因;借鉴国内

外发达城市停车治理经验,基于齐齐哈尔市的社会经济现状、小汽车发展环境、停车发展态势及寒

地城市停车特征,从盘活存量、做大增量、整合停车资源３个角度出发,从政策法规、运营管理、规

划建设３个层面提出解决措施,为齐齐哈尔市及寒地城市停车治理提供解决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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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寒地城市因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其交通出行特

征、停车特征有别于其他城市.地处黑龙江省西部

的齐齐哈尔市,位于松嫩平原的东缘,嫩江由北往南

贯穿全境.包括七区、八县、一县级市,市辖区中铁

锋区、龙沙区、建华区组成中心城区.截至２０１６年

底,齐齐哈尔市区人口达到１３４．３万人,中心城区人

口达到８１．４８万人.该文以该市为寒地城市的代

表,根据其停车设施发展现状分析停车难现象的产

生原因,提出寒地城市停车问题解决对策.

１　齐齐哈尔市机动化水平及停车现状

１．１　城市机动化水平

截至２０１６年,齐齐哈尔市机动车拥有总量为

５１．８７万辆,其中小汽车共３２．８９万辆(见图１).千

人机动车拥有量为９５．４辆,千人小汽车保有量为５１
辆.据公安部道路交通安全研究中心统计,２０１５年

全国平均千人机动车保有量为１９６辆,千人小汽车

保有量为１２６辆.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齐齐哈尔

市机动化水平较低,处于快速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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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齐齐哈尔市区机动车保有量

　　截至２０１６年底,齐齐哈尔市中心城区机动车保

有量约２５万辆,其中小汽车１４．７万辆,户均小汽车

０．４２辆.近５年机动车年平均增长率为１６．５％,小
汽车年均增长率达２５．５％.同时小汽车占机动车总

量的比重持续上升,至２０１６年达到６０％.

１．２　停车设施现状

(１)停车位总量.截至２０１７年１０月,齐齐哈

尔市中心城区已建在用停车位８４２７４个,车均停车

位仅０．３４个,距国家规范要求的车均停车位１．１~
１．３个有较大差距.停车位供给量尚未达到停车位

需求量的５０％,停车供需矛盾十分突出.
(２)停车供应结构.齐齐哈尔市中心城区建筑

物配建停车位５４０１９个,占全部停车位的６４．３％;
公共停车场用地严重缺乏,无路外公共停车场;路内

停车位３０２５１个,占３５．７％,多利用道路两侧慢行

空间施划,主要占用人行道和非机动车道.根据

GB/T５１１４９－２０１６«城市停车规划规范»,建筑物配

建停车位应占停车位供给总量的８５％以上,公共停

车场停车位应占供给总量的 １０％ ~１５％.根据

GA/T８５０－２００９«城市道路路内停车位设置规范»,
中等城市路内停车泊位设置率不高于１２％.如图２
所示,齐齐哈尔市现状停车供应结构不合理,路内停

车位在公共停车设施中本应起补充作用,实际却发

挥着主导作用.且路内停车位在总量上可观,但其

分布缺乏合理性,设施增加对停车问题缓解的效果

不明显.

１．３　停车特征调查

为了解停车设施使用特征,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１７—

１９日,对齐齐哈尔市中心城区典型建筑物配建停车

７４
　　　　　公　路　与　汽　运　　　　

　总第１９７期　　　　　　　Highways &AutomotiveApplications　　　　　　　　　　



(a) TT	��('�D��3�

F�U�64%

C�U�36%

(b) >8>!�D��3�

F�U�85%

C����U
�15%

图２　齐齐哈尔市现状停车供应结构与规范要求对比

场、重点路段路内停车位进行１２h(８:００—２０:００)
连续停放调查,获取停车位周转率、利用率、停放时

间等指标.结果如下:
(１)建筑物配建停车场利用率低于路内停车

位.目前,齐齐哈尔市中心城区建筑物配建停车场

除高峰时段利用率达到９０％外,其余时段利用率不

高,其原因为各建筑物配建停车场２００m 范围内均

有免费的路内停车位.路内停车位周转率仅３ 车

次/d,与规范要求(７~９车次/d)相比较低.路内停

车位利用率高,而周转率低,主要是由于路内停车位

大多被用作通勤车位,停放时间较长(３１％的车辆停

车时间超过２h).
(２)对停车后步行距离较敏感.针对“您停车

后步行时间通常在什么范围”这一问题,５１．８％的人

选择２min以内,２１．５％选择２~５min.居民能接

受的停车场与目的地最远距离主要集中在５min之

内,空间可接受停车后最远步行距离为２００~３００
m,可以说距离是影响居民停车的主要因素.公共

停车场规划布局时应参考该范围确定其服务半径.
(３)冬季地下停车库利用率高于地面停车设

施.齐齐哈尔市等寒地城市冬季室外气温极低,出
行者希望车辆就近停放以减少步行距离,故对路内

停车位的使用意愿更强.在冬季,若停放时间超过

２h,相比于地面停车设施,地下停车库的使用率更

高.主要是由于冬季室外气温较低,熄火状态下机

动车内温度迅速下降,车主希望使用地下停车库以

尽量减少车内热量流失.
(４)冬季停车难问题更严重.低温、降雪、结冰

是冬季寒地城市的标志性特征.出于对舒适度的考

虑,居民更倾向于选择机动车出行,致使道路交通量

增加;寒地城市天亮晚、天黑早,家长接送孩子的出

行量高于其他季节;加之道路表面积雪、结冰,开车

不安全系数极高,各种交通出行方式的运行速度均

受到影响,导致整个道路交通系统的服务水平降低.
因此,冬季交通拥堵、停车难问题更严重,尤其在人

流量和车流量集中地段,如医疗、商业、中小学校等

区域.

２　停车问题剖析

当前,齐齐哈尔市处于“停车难”的初期阶段,停
车矛盾主要集中于局部地区、高峰时段,停车基础设

施薄弱与管理缺位是应重点解决的问题.通过实地

踏勘与停车调查,齐齐哈尔市的停车症结主要体现

在停车政策法规、停车设施使用、停车设施建设和供

应三方面.

２．１　停车政策法规方面

(１)政策体系不完善.２０１７年１０月,齐齐哈尔

市城乡规划局开始组织编制«齐齐哈尔市中心城区

停车场专项规划(２０１７—２０２０)».在该规划编制以

前,齐齐哈尔市未开展过停车方面的相关研究,也未

根据实际情况出台建筑物停车配建标准,对违章停

车处罚、公共停车场建设鼓励等缺乏相关政策规定.
(２)违章处罚力度不足.２０１５年８月,齐齐哈

尔市政府发布«齐齐哈尔市中心城区停车场管理办

法»,提出了停车管理方法.但停车管理体制方面仍

存在不足,仅对重点路段、片区停车监管较严格,忽
略了对多数小巷的停车监管,管理覆盖存在盲区,整
体违章处罚力度不够.

２．２　停车设施使用方面

(１)建筑物配建停车设施建设和使用不合理.
由于对城市停车场建成后的监管力度不足,许多建

筑没有规划预留停车位或预留用地被挪作他用(主
要体现在商业用地),导致未被满足的停车需求转向

公共道路资源寻求满足,多以路边停车为主,造成乱

停乱放现象剧增.商业用地等多是供不应求,而新

建小区恰恰相反.近年来新建小区大多同时建造预

留了地下停车区域,不过多数楼盘对于地下停车场

的车位都只售不租.在夜间,小区内部停车场利用

率极低,５０％以上的停车位处于闲置状态,而小区周

围非机动车道、人行道车满为患.
(２)路外停车场利用率低.２０１５年１２月,齐齐

哈尔市物价管理局出台«齐齐哈尔市中心城区机动

车停放服务收费规定»,对全市停车场采取计时收费

策略.但在该规定中,路外停车场与部分占用公共

道路资源的路内停车位收费一致,且近８５％的路内

停车位免费使用,由于距离目的地近、方便、免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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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路内停车位利用率达９０％以上,而路外停车

场利用率低,公共停车位的功能未得到有效发挥.

２．３　停车设施建设、供应方面

(１)缺乏针对性、指导性的停车规划.目前,除
在编的 «齐 齐 哈 尔 市 中 心 城 区 停 车 场 专 项 规 划

(２０１７—２０２０)»外,齐齐哈尔市有两项规划涉及停车

场规划布局:１)«齐齐哈尔市城市总体规划(２０１１—

２０２０年)»规划公共停车场１８处,其中占地面积１．５
万 m２以上的８处,停车场规模较大,缺乏科学、合理

的规划设计.２)«齐齐哈尔市城市综合交通规划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规划的公共停车场完全遵循总体规

划中预留的交通场站用地,没有按照停车需求和发

展趋势对停车场布局进行总体规划设计.
(２)现行建筑物配建标准不合理.２０１６年,齐

齐哈尔市城乡规划局出台«齐齐哈尔市建筑工程规

划管理技术暂行规定»和«齐齐哈尔市南苑新城建筑

工程规划管理技术补充暂行规定»,这两项规定均存

在以下问题:建筑类别覆盖面不足,公园类、医院类

等建筑未覆盖;建筑物的分类精细化程度不足,未体

现不同类别建筑物在停车供需方面的差别.
(３)老旧小区停车位缺口大.２０世纪９０年代

建设的居住小区主要按照 GBS０１８０－９３«城市居住

区规划设计规范»的要求配建停车位,但该规范对住

宅区内停车位指标未作强制性规定.１９８８年建设

部和交通部制订的«停车场规划设计规则»也未提出

机动车停车位在二类住宅中的配置要求.２００３年

黑龙江省建设厅和质量技术监督局发布 DB２３/

T７４４－２００４«黑龙江省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规范»,
要求“按照«城市停车设施规划导则»配建停车泊位,
大中城市在此基础上可上浮”,但其中并无统一的建

筑物配建标准.因此,２０世纪末及２１世纪初,齐齐

哈尔市对居住区停车配建未给予重视,导致那个时

期建设的大部分居住区没有配建停车位或仅配建少

量停车位.以青云小区为例,该小区建于１９９９年,

４４９９户居民居住于此,小区内部停车位共３９０个,
其中地面划线车位３００个、地下９０个,户均车位不

足０．１个.
(４)公共停车场建设滞后.公共停车场包括建

筑物代建的非独占空间停车场及道路红线以外独占

空间的为公众提供服务的停车场.由于缺乏稳定的

建设计划与基金支撑,加上对公共停车场的性质缺

乏明确的认识,目前,齐齐哈尔市中心城区无公共停

车场.为缓解停车难题,在人行道和非机动车道上

施划３万多个停车位,其中８０％以上车位供机动车

免费停放,对社会资本投资建设公共停车场的积极

性造成不利影响,形成安全隐患.同时,车辆停入、
驶出路内停车位的过程对行人和非机动车通行造成

不利影响.随着机动车保有量的持续增长,人行道、
非机动车道等慢行空间的回归,再无空间施划停车

位,而公共停车场的建设依旧停滞,齐齐哈尔市停车

难的问题将继续恶化.

３　停车困境解决对策

如图３所示,借鉴国内外城市停车发展经验,基
于齐齐哈尔市等寒地城市当前的现实条件,现阶段

停车治理的首要对策是盘活存量停车场资源,即考

虑到政府财政能力的约束,转变为以管理的角度来

控制停车设施需求量,最大限度地发挥当前停车设

施的利用效率;其次是做大增量停车资源,提高停

车设施的供应,重视公共停车场建设;最后是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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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停车系统总体改善框架 (下转第８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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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施工质量检测

橡胶沥青混合料面层施工完成后,钻芯取样进

行施工质量分析.ZK５７０＋６８—ZK５７１＋０００路段

的检测结果见表１１.按沥青路面质量评定标准,面
层的各项性能指标均符合要求.

表１１　ARAC－１３橡胶沥青混合料面层检测结果

检测项目 检测结果 检测项目 检测结果

压实度/％ ９６．０ 流值/mm ２．６１

厚度/mm ５１．２ 构造深度/mm ０．８９

空隙率/％ ５．１ 实测密度/(gcm－３) ２．２９

饱和度/％ ７０．９ 渗水系数/(mLmin－１) ９８

稳定度/kN ８．７４

５　结语

结合新疆地区吐乌大高速公路幸福路口至甘河

子段路面试验路段橡胶沥青路面施工,对高温差条

件下橡胶沥青混合料配合比进行优化设计,确定橡

胶粉细度为４０目、用量为１８％,油石比为７．３％.
同时分析橡胶沥青混合料的路用性能,结果显示:与

SBS改性沥青混合料相比,ARAC－１３橡胶沥青混

合料的高温稳定性更优;低温弯拉应变提高１８．１％,
低温抗裂性较好;在行车荷载作用下的疲劳寿命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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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停车资源.

４　结语

当前,齐齐哈尔市停车位缺口供需比例超过

５０％,停车供需之间的矛盾较严重.造成停车难困

境的原因复杂,其解决对策也是多角度、多层次、多
维度的.该文从政策法规引导、科学规划控制、市场

手段调整、经济杠杆调节、科学化信息化管理等多层

面出发提出缓解城市停车难的解决思路,可为寒地

城市停车困境治理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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