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日停车42058次，协同智管违停执法2077起，平
均周转率14.27车次，注册用户74.77万。”这组来自4月
9日 16点 55分后台大数据实时统计的数据，展示的正是
鄞州首创的“协同智管停车”模式创造的成绩。

管理成本下降，违停车辆明显减少，车位周转率大幅提高

鄞州首创的“协同智管停车”模式
正在全国推广

目前，“协同智管停车”模式已经在鄞
州区14300余个停车泊位上得到应用，并
开始向各乡镇进行延伸。预计2020年
底，这种停车模式将覆盖鄞州全区。

2018年5月，住建部以现场会形式把
鄞州“协同智管停车”模式作为“非接触性
执法”的样板向全国推广。

下一步，通过大数据分析，对部分使
用率低下或周边老小区确实存在停车需
要的停车泊位，有关单位将利用价格杠杆
进行调节，达到供需平衡。

“比如采用限时折扣，设置更合理的
错峰停放。这样能更好改善当前的停车
结构，真正把城市道路空间释放出来，合
理利用空间资源。”鄞州智慧停车项目负
责人说，这是他们最近正在推进的一项
工作。

边实践边完善，相信未来鄞州的“协
同智管停车”模式能够真正成为“有序停
车、资源共享、高效运营”的城市停车管理
新路子。

记者 戴晓燕

巡逻车正经过后庙路停车泊位。 记者 崔引 摄

有车一族发现，这两年，宁波有越来越多的道路设
置了收费泊位，尤其在鄞州区，商圈周边、小区周围、机
关单位附近，画着白线的收费停车位随处可见。

“我觉得很方便，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来办事情时，
找车位容易多了。”近日，记者在鄞州区惠风东路采访
时，恰好遇到市民朱女士，“前段时间因疫情道路泊位
暂停收费，我3月23日来这儿办事，发现车位全满，情
急之下，就将车停在了车位后面，结果出来时收到了一
张违停提醒单。那天，这条路两侧停满了车，好多车都
和我一样是违停的。今天你看，车位一下子就空了。
只要装一个APP，存好钱，停车过程都不需要再有什么
操作，真的很方便。”

听得出来，朱女士是收费泊位的拥护者，惠风东路正
是鄞州首批采用“协同智管停车”模式管理的道路之一。

不同于传统的“人工+手持收费终端”“咪表+人工
辅助”等道路停车收费服务模式，所谓“协同智管停车”
模式，就是多方协同发力，挖掘停车资源，然后依靠信
息技术，实现停车泊位、停车预约引导、车辆监管、交通
执法等智能化管理。

“我们最主要的创新在于，利用人工智能等先进技
术实现停车管理的同时，完成了城管、交警等部门的非
接触性执法，协同智管，这在全国属于首创。”鄞州智慧
停车项目负责人这样解释“协同智管停车”模式。

在鄞州万达商圈，记者现场感受了一回什么叫“协
同智管停车”模式。

位于万达广场北侧的后庙路，两侧小区、商铺林立，
但是路上的收费泊位，车辆停放井然有序，还有不少空
置车位。“这在车位改造以前是不可能的，因为这里是违
停的重点路段。”项目负责人指着设置在高空的摄像头
说，“我们现在是与交警、城管部门联动的，通过摄像头
为主、巡逻车为辅来监管违停车辆，形成完整的证据链，
实现信息共享，完成非接触式执法。一方面，管理成本
大大降低，同时也减轻了城管、交警部门的执法压力。”

说话间，一辆车顶安装了多个摄像头的白色巡逻
车开了过来，这辆巡逻车，管理着周边数百个停车泊
位，另外还有更灵活的电动车巡逻配合。

万达周边345个道路停车位的“协同智管”早在
2016年10月就开始试点，从鄞州区综合行政执法局的
统计数据看，试点期间最明显的变化是道路停车位日
均周转率从4.45车次提高到了15车次，大幅提高了公
共停车资源的利用率，僵尸车消失了，交通秩序改善，
违章停车大幅减少。但问题仍然不少，尽管相关部门
通过“摄像头+路面地感+人工巡查”的方式来进行管
理，依然有部分车主心存侥幸，有的未按照准停车型停
放车辆，有的索性一直不缴纳停车费。

2018年5月，为彻底解决万达周边区域的停车费
“跑滴漏”问题，鄞州区综合行政执法局使出行政处罚
“利剑”——依托智慧停车系统，将监控探头抓拍的现
场照片和平台停车计费信息等结合在一起，形成一条
完整的证据链，通过录入交通违法处理系统，对逾期不
缴纳停车费的车辆作出每次罚款100元的行政处罚。

同年，“协同智管停车”模式开始在鄞州推广，首批
完成了钟公庙街道1100个道路收费停车位的建设。

“停车过程、支付费用都不需要车主操作，只要安
装一个APP就可以自动完成。我们的停车泊位首创了
后付费模式，只要停车后7天内缴费都可以，逾期的和
车位以外违停的，才会录入交通违法处理系统。”项目
负责人介绍。

“协同智管停车”模式的创新意义不
仅仅在于解决道路停车泊位停车乱、停
车难的问题，在两年的应用实践中，通过
对公共停车场的改造和信息共享，“协同
智管停车”模式对于更好挖掘城市停车
资源，提高公共停车资源利用率发挥了
重要作用。

在鄞州都市森林小区外，原本属于物
业管理的沿街店铺前的“退红空间”经政
府牵头，社区、物业、业委会、技术公司、
运营公司联合，实施了改造，统一规划停
车位、行车路线、出入口后，也实现了“无人
值守、智能无感支付、快捷进出收费”，这样
一来，不仅实现了物业的增收，还改善了周
边的停车秩序。像这样的“退红空间”联合
改造，已经在鄞州多个小区得到应用。

而科技路临时停车场，则是脏乱差拆
迁空地、城市“边角料”的改造样板，采用

“绿地+停车场”的模式进行整合利用后，
既解决了周边美食城、东论篮球中心、小

区居民的停车问题，又通过环境美化改
造，在清晨停车场使用率较低的时段，为
周边居民提供一个健身娱乐场所，一举多
得。

华泰小学地下停车场除了解决学校
员工停车、上学放学家长接送停车外，在
白天为部分共享电瓶车提供停放便利，也
为周边停车配比较低的楼宇提供包月服
务，而夜间，停车场则是以包月模式，解决
周边如东湖馨园等小区住户车辆停放难
的问题，真正实现了一库多用、资源共享。

而能实现这些，完全得益于“协同智
管停车”模式的智能化优点。

项目负责人说：“这在人工管理的情
况下是很难实现的，但现在我们的模式，
不用人值守，可以不停车快速出入场，即
可不同场景进行应用，模式完全可以直接
复制。大数据分析，则帮助我们实现错峰
管理，分时段共享，比如实现医院周边的
停车位共享。”

更多停车资源被挖掘利用

鄞州模式开始走向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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鄞州首创一种新的停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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