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展公共交通是解决城市交
通问题、缓解城市病的重要对策。
近年来，我市积极落实公交优先
发展战略，公共交通实现跨越式
发展。截至 2016 年 10 月，轨道交
通已建成 74.5 公里运营线路。常
规公交运力 4741 辆，万人公交保
有量达 18.4 标台，服务线路 463
条，市区公共交通客运量（除出租
汽车）从 2012 年日均 124 万提高
到 171 万，公共自行车累计投放
3.5 万辆，建成标准服务网点 1400
余个，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减少
了私家车出行比例。

尽管获得了长足发展，我市
公共交通出行吸引力依然偏弱。
截至 2016 年底，我市主城区公共
交通分担率（非步行）为 28.8%，上
海、北京公共交通分担率（非步
行）在 2014 年就已经达到 50%和

48%，而国际先进城市这一比例一
般在60%左右。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提
出，要进一步实施公共交通优先
发展战略，优化公交线路，推进轨
道交通建设，积极打造路权优先
有保障、线网层次更丰富、设施规
模更充足、运营服务更可靠的公
交服务体系，提高公共交通出行
品质。在轨道交通站点周边同步
配套公交停靠站、公共自行车网
点、P+R换乘停车场等接驳设施，
引导市民公交出行。

鼓励停车产业发展同样应该
作为政策引导的一个方向。市人
大常委会在调研中发现，我市地
方性法规中虽然规定“鼓励单位
和个人采取多种投资方式建设公
共停车场，利用自用场地建设临
时停车场，鼓励推广立体停车场

位建设”，但从现状看，鼓励措施
较为简单，效果有限，中心城区停
车位目前租金回报率较低，社会
资本进入停车产业积极性不高。

要改变这种状况，就需要加
强管理，创新停车管理方式，使社
会资源得到高效利用。目前我市
与停车相关的行政部门有交通、
交警、规划、消防、城建、国土、城
管等等，在停车管理中存在分散
现象，体制多头，难以形成合力。
代表建议，要转变中心城区停车
管理模式，由被动地适应性管理，
转向主动地引导性管理。通过显
著的差异化收费政策和收费落
实，提高中心城区小汽车的使用
成本；通过提高收费标准和智能
化的停车诱导，提高中心城区停
车泊位的周转率和使用率；通过
取消影响主次干道通行的路面停
车位和对重点区域“乱行、乱停、
乱占”现象的治理，“赶车入库”，
提高公共停车场收益。

鄞州万达片区道路停车试点
工程就是一个成功的案例。管理
部门利用互联网技术及 PPP 模
式，通过车辆号牌自动识别、停车
占用状态识别、手机 APP 实时查
询与支付、城市停车收费管理服
务平台等智能技术的开发与应
用，积极发展智能停车系统。自
2016 年 10 月 8 日试运营以来，道
路停车日均泊位周转率从 4.5 次
提升到 8.5次，道路违法停车数从
日均 300 辆下降到 100 辆左右，片
区内交通秩序大为改善，附近停
车场使用率也有所提高。

注重引导 强化管理
实施公交优先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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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车如何才不难？
市人大常委会专题监督寻良策市人大常委会专题监督寻良策
本报记者 陈飞

根据市人大常委会调研，近年
来我市汽车保有量以年均 13%-15%
的速度增长，最近五年全市每年增
长的汽车保有量平均约 20万辆，按
每辆 6 米，头尾排队停放足足有
1185.9 公里长，相当于 1 年增长的
汽车数可以从宁波排至天津。

汽车保有量迅猛增加的同时，
车子“无家可归”的现象越来越突
出：出门办事无处停车，只好在路
边违停；晚上回家，小区里车满为
患，只能一圈圈地兜圈等待，或者
在绿化地里“见缝插针”。停车难的
无奈，既困扰了市民日常生活，甚
至引发邻里间的不和谐，也影响到
城市形象和交通秩序。

“车多位少”是导致停车难的主
要原因。从统计数据来看，2012 年
市原老三区汽车保有量为 29.7 万
辆，三区的合法停车位仅有约 15.3
万个，这意味着平均每两辆汽车要
抢一个停车位。到了 2016年底，市
原老三区汽车保有量增加到 45 万
辆，而停车位增加到 17.5 万个，每
年增加的专属车位数远远低于汽车
增 长 数 ， 停 车 位 缺 口 率 增 加 至
61%，变成近每三辆车抢一个停车
位。

停车位缺口如此巨大，历史地
看是房地产开发中配建指标过低造
成的，也一定程度说明行政管理部
门和行业指导单位对居民消费能力
与私家车消费需求认识不足、准备
不够。我市中心城区的城市格局，
基本上形成于汽车进入家庭之前，
以目前中心城区高密度的土地利
用，无论是道路通行条件还是建筑
物停车配建标准，均无法满足小汽
车主导的交通出行方式。以老旧小
区为例，1999 年之前宁波市普通住
宅不执行强制的停车位配建标准，
多数小区未配建停车位，使得这部
分老旧小区停车矛盾十分突出。同
样的状况在同期建设的商业、公建
地块均有所体现。

“城市建筑高度不断攀升，人口
居住密度不断提高，相应的城市建
设标准和人们生活方式转变相对滞
后，造成了诸如‘停车难’等城市
病。”市人大常委会城建环资工委有
关负责人认为，治本的办法是优化
城市空间布局，增加公共空间，疏
散过于集中的公共服务功能，降低
生产生活密度，市民群众理性使用

各类交通工具。治标而言，则要破
解停车位的供需矛盾。

市人大常委会调研报告认为，
现行土地供应制度，决定了停车设
施的建设属非充分竞争的市场产
品，停车泊位 （除了医院、机场、
车站等公共场所） 的产权可以是私
人的，但规划建设方面，特别是规
划布局方面，私人领域难以有效作
为。因而，在停车位建设的规划实
施上，政府应发挥主导作用，对由
历史政策叠加影响所致的停车设施
结构性矛盾和总数不足，予以积极
的政策纠偏。在城市总体规划、分
区规划和详细规划阶段都要对停车
问题做专题研究，像重视道路建设
一样重视停车场地建设，特别是详
细规划阶段，对场地选择、规模、
出入口的交通组织以及停车方式、
方法等都要进行充分的研究、论
证。规划建设使用的评估机制也需
要健全，要定期评估停车政策效
用，翔实掌握现状，科学预测车
辆、道路、经济、人口变化情况，
及时评估建设工程停车配建指标实
施情况，综合居民户数、家庭结
构、居住面积、人流情况等因素，
适度超前设置配建指标，分区域分
功能实行指标控制。

为此，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
要求，加大公共财政投入，加快停
车设施建设，尽快扭转汽车数增加
量高于专属停车位增加量的趋势。
近三年，我市城建资金投入1.2亿元
用于老旧小区停车位改造，增加
9400 多个车位，取得了积极效果。
下一步应花更大力气，逐年填补老
旧小区的专属停车位缺口，遵循谁
得利谁出资原则，辅以财政配套，
加大力度，加快速度，深化推广

“五个一批”模式，通过绿化补偿、
拓宽道路、单向通行等方式挖潜小
区内部和周边资源。综合停车需
求，借危旧房改造、三改一拆、城
市双修试点等政策契机，借人大立
法修改绿化条例之际，推进跨江桥
梁、学校、公园绿地、公交场站、
闲置用地、临时用地和待开发土地
的挖潜，加大向上向下要空间力
度，鼓励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地下停
车库和立体机械式停车库建设。探
索基层机关单位向周边居民实名申
报登记停车制度，推动错时停车、
共享停车。

强化规划 增加供给
补齐停车设施建设短板

“买了车就能开，就能停”、
“开车就是图方便，就要门对门”，
在不少人的心目中，这样的观念
根深蒂固。由于当前市区道路停
车位中免费停车位数量较多，违
停处罚力度不足等，造成了驾驶
人对道路停车供给的心理期望高
涨，助长了不少有车族不愿承担
社会责任的意愿，形成停车需求
完全应由政府提供供给并得到无
条件满足的错误观念。市民的文
明意识、依法停车的观念相对薄
弱，加大了停车难问题解决难度。

部分人大代表认为，目前我
市对机动车违法停放主要予以口
头警告，或处以 50 元到 150 元的
罚款，不计分，不扣证，整体违停
成本较低，缺乏威慑力。同时，在
人力执法成本、处罚力度受限制

和违停取证困难等因素的影响
下，对违法停车的严格执法难以
有效落实，使部分驾驶人存在侥
幸心理。以咪表停车情况为例，有
关部门抽查咪表管理区域路段情
况显示，老三区 2016 年上半年车
辆 抄 告 15963 起 ，综 合 抄 告 率
32.2%，2016年全年咪表停车刷卡
率仅为77.8%。

对此，市人大常委会提出具
体意见，要求加强依法停车、文明
停车法治教育，依法行政严格执法，
合力构建文明有序的停车环境。

一是要确保法律法规和规划
落到实处。近年来，我市相继出台
一系列与“停车”密切相关的地方
性法规，如 2011 年市人大修改通
过的《宁波市停车场规划建设和
管理条例》对完善公共配套停车

场等，都制定了明确条款。政府应
进一步强化法治意识、刚性观念，
完善规划，强化执行，有力保证法
律法规和配套规划等规范性文件
贯彻实施。

二 是 要 依 法 纠 正“ 随 意 停
车”“把道路公共空间当成私人专
属停车场”等错误观念，对违法停
车行为进行严格执法管理。文明
停车的宣传就是一场市民生活教
育——任何自由，以不伤害社会
自由为前提。有关部门要紧抓重
点部位、重点路段、重点时段，大
力整治乱停车。加强科技应用，深
化停车信息诱导和违法信息数据
应用，提高违停查处力度。还可以
借鉴上海等地做法，研究提高道
路违停处罚标准，提高中心城区
小汽车违法停车成本。

严格执法 强化宣传
构建文明有序停车环境

在美国纽约，立体式停车场随处
可见，其占地少、单位面积车位多的优
势极其明显。事实上，美国很多城市已
经意识到停车位的数量永远不可能得
到满足，它们从被动增加停车位已经
逐渐发展到主动引导上，通过改善土
地开发强度和公共交通规划来控制用
车、停车需求，收效十分明显。

德国作为汽车王国，不仅对汽车
制造美学有着近乎苛刻的追求，对城
市停车场的规划也是匠心独运。路边
停车场是大部分德国人出行停车的首
选，即便是德国的繁华大都市，绝大部
分的马路两边也都可以停车。为充分、
有效利用空间，市政管理部门按交通
流量情况，分时间和地段，规划有限时
和不限时、收费和免费等形式不一的
停车地段。对于市中心、火车站和机场
等人口稠密地区，显然路边停车非常
不方便出行，于是地下停车场、楼顶停
车场以及单独建筑的停车楼成为解决
方案。这些室内停车的位置规划也非
常合理，甚至直接连通高速公路。在规
模上，许多停车楼竟然比写字楼还高。

日本首都东京集中了全国十分之
一以上的人口、拥有各类机动车约
450多万辆，但在道路和小区内，很少
看到乱停车的现象，无论多狭窄的胡
同，都不会被乱停车堵死。在日本买车
需要提供有停车位的证明，再加上优
质的管理和公交出行理念的深入人
心，车位问题似乎并不会带来太大的
困扰。

在日本上下班主要是坐公交，一
个原因就是工作地点附近没有那么多
的停车场，就算有停车场，停车费用也
是不小的花销，从每小时十几元人民
币到三十人民币不等，节假日在城市
里购物娱乐，选择坐公交的人也是大
多数，所以开车出去找车位也不是件
非常头疼的事情。 （陈 飞）

年份

停车位

汽车

缺口

缺口率

2012年

23190

46303

-23113

-49.92%

2013年

20277

41043

-20766

-50.60%

2014年

17236

25269

-8033

-31.79%

2015年

18434

42739

-24305

-56.87%

2016年

14304

40999

-26695

-65.11%

累计

93441

196353

-102912

-52.41%

城市

伦敦

阿姆斯特丹

巴黎

慕尼黑

旧金山

南京

深圳

上海

高雄

成都

杭州

广州

宁波

郑州

价格
(元/小时)

44

40

24

20

19

16

15

15

11

10

10

10

8

4

实行时间

2011年6月

2011年4月

2011年4月

2012年7月

2011年7月

2014年6月

2012年7月

2014年1月

2012年7月

2012年3月

2014年6月

2014年5月

2014年11月

2012年12月

“停车难”是世界上各大城市普
遍面临的难题，困扰着城市居民日
常生活，也影响了城市形象和社会
和谐。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我市也与其他城市一样日益成为

“车轮上的城市”，中心城区“停车
难”问题愈加突出。如何改善停车
环境，解决停车难，提高市民群众
生活品质，既是积极回应市民群众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期盼，也是早
日跻身全国大城市第一方队，建设

“名城名都”的应有之义。
换届不到一月,新一届市人大常

委会在梳理代表群众关心的要事实
事时，把推动缓解“停车难”工作
作为今年市人大常委会关注民生、
维护民利的重要议题。5月10日举
行的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主
任会议，听取我市缓解中心城区停
车难情况汇报，制定推进停车难治
理工作视察活动方案。同时，市人

大常委会有关工委组织代表对缓解
停车难问题开展了深入调研，先后
实地察看了海曙区联丰玫瑰苑停车
设施改造项目、马园路停车场改造
工程、鄞州万达片区道路停车收费
服务试点项目和鄞州区德培小学地
下停车接送系统，分别听取了各项
目实施及运行情况汇报，并进行了
座谈。在此基础上，市人大常委会
召开会议专题研究，形成调研报
告，提出了缓解停车难的对策建议。

调研报告提出，要缓解停车矛
盾，需要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共
同发力。一方面，政府在规划建设
上应适度超前设置停车位配建指
标，加大公共财政投入，加快停车
设施建设，增加停车位的供给。另
一方面，要大力实施公共交通优先
发展战略，并通过市场价格手段从
紧抑制小汽车出行，营造依法停
车、文明停车的良好氛围。

2012-2016年宁波市老三区专属停车位与汽车增加情况表

国内外城市中心区
路内停车收费标准表
（由高到低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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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视察、座谈缓解“停车难”工作。 （尹继群 摄）

鄞州万达片区的咪表车位可通过手机APP实时查询与支付停车费。 （陈飞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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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如何解决国外如何解决 停车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