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路侧停车， 还有一些车
主表示收费标准不透明 、 不统
一， 存在着不少乱象。 “现在，
路边停车管理的企业不少。 虽然
路边都竖着停车收费标准的牌
子， 但是还是存在着人为定价的
现象。” 市民张北说。

张北表示， 很多地方并没有
按照规定来收费。 “比如， 仅在
我家门口收费标准就不统一。 家
门口有个超市， 路侧停车是一小
时4元。 我问收费员价格的时候，
他说没啥标准不标准的， 反正老
板定的就是这个价， 爱停不停。”

对路侧停车怨声载道的还有家
住通州的吴先生， “上周六， 我和
女朋友在通州一个商场逛街， 车
停在路边。 也就一两个小时， 居然
走出商场交停车费时发现要16元。
我和收费员理论收费标准， 他却
说没标准， 都是这个价。”

今年年初召开的北京市 “两
会” 上， 北京市交通委主任周正
宇在答复市人大代表和市政协委
员停车乱象问题时， 明确表示今
年内北京将实现停车电子缴费。
临近年底， 市交通委如期公布这
一好消息， 年内本市城六区和通
州区将拿出近4000个路侧车位试
点路侧停车电子收费， 如果试点
顺利， 路侧停车电子收费将推广
到全市。

事实上 ， 伴随着城市停车
难， 停车收费管理早已凸显出不
少弊端和漏洞。 这一试点， 正是
对粗放型停车管理模式向规范
化、 精细化的转变。

此前， 政协委员朱良就向市
政协提交过一份关于推行电子收
费停车的提案。 朱良认为， 这是
城市停车管理的发展方向， 也是
堵住停车收费漏洞的重要手段。
电子收费停车既可以准确计时收
费， 又可以减少人工干预， 有效
维护车主利益。

朱良还提到， 大力推行路侧
停车电子计时和收费的管理模
式，有利于规范停车收费的管理，
还有利于停车费的公开透明。

同样， 安建军委员也早就提
出了对路边停车利益链的质疑。
他对路边停车费用的问题持续关
注了十年， 他的提案揭开了路边
停车的利益链， 提出收取费用的
去向不明， 而且市民的车在路边
停放时是没有保障的。 这种占用
公共资源停车还收费的情况， 不
仅车辆没有保障， 而且收取的费
用对财政贡献却非常小。

安建军表示， 有关方面从来
没有公开过北京到底有多少路边
停车场是经过批准的、 路边停车

场的收费标准是多少、 停车率是
多少等等这些情况说明。

委员们认为， 电子停车收费
试点一旦成功， 将逐步实现中心
城区道路停车电子收费。 建议在
相 关 网 站 上 统 一 公 示 所 有 道
路 停 车收费数据 。 按照停车的
时间和地点， 任何人都可以查阅
收费情况。 即只要在网上输入停
车位的统一编码、 曾经停车的日
期和时间， 都可以显示出当时收
费的金额。 这样车主自己可以事
后监督缴纳的停车费是否进入财
政账户。

同时朱良还提出， 目前路侧
停 车 远 不 止 是 收 费 这 一 个 乱
象 需 要治理 ，还有 ，有的路段收
费，有的路段不收费，这就很容易
造成不收费的路段扎堆乱停车，
而收费的路段则冷冷清清 。停
车场“吃不饱”，而路侧又车满为
患， 这些问题同样也是造成停车
乱象的一个原因。 相关部门还需
继续结合城市特点， 不断创新管
理方法， 大力提升城市停车收费
的管理水平。

此外， 委员们还建议建立统
一的停车收费管理体系。 目前全
市负责停车管理的机构非常多，
看似职能清晰， 但却缺乏协调管
理。 当老百姓真正遇到问题时，
很难准确判断出这个问题具体归
哪个部门管， 投诉时容易被支来
支去， 最终投诉无门， 投诉的问
题大部分也很难得到解决。

委员们建议， 由交通委牵头
成立一个机构或者建立一个协调
机制来统一处理目前的停车乱象
和停车收费问题， 这样市民投诉
时只需面对一个机构， 问题处理
起来也更及时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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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盛丽 孙艳 于彧

【现状】

车位有限 小区停车基本靠抢

【破解】

居民区挖潜建设停车位 满足车主需求

试点电子收费 变粗放型停车管理模式为精细化

因为小区车位有限， 不少车
主想到将车停在小区周边的路
侧。 而随意乱停车的现象， 也让
道路变得有些混乱。 私家车主杨
阳每天回家就会将车停在路边，
对此， 他也很无奈： “我也不想
为在小区找车位的事费神， 车都
停在路边。 从我们停车的地方走
到地铁站口， 街边基本都停满车

了， 这都是附近小区业主的车。”
杨阳所指的这条停满私家车

的道路， 大概有两公里。 记者观
察， 杨阳家楼下的四车道由于路
两边常年停满车辆， 已经被挤成
两车道了。 “车多的时候， 甚至
被挤占成 ‘单行道’。 一到晚高
峰这条路就堵， 有时候在家门口
能堵个半小时。” 杨阳说。

“这片儿有很多小区 ， 还有
菜市场、 学校什么的， 过几年那
边医院再建起来 ， 只能更堵 。”
杨阳无奈地说， “我车小， 技术
也还行 ， 只要有个空就能钻进
去 ， 实在不行我就停在主路边
上， 在车窗上留个电话， 过一天
算一天吧， 要不怎么办呢？ 只能
这样混乱着停。”

关于小区停车难的问题， 困
扰着不少车主和物业。 怎么破解
这一难题？ 对此， 不少人也表达
着自己的想法。 牛磊说： “老旧
小区还是根据现状合理的规划和
开发更多资源， 建设多种形式的
停车场 。 比如 ， 建设立体停车

位。 而对于新小区， 应根据小区
的建设规模合理规划车位， 明确
配建标准。”

据了解， 为鼓励老旧居住区
挖潜建设停车位 ， 相关部门表
示， 将研究采取 “区主市配” 的
方式， 由各区对居住区停车设施

挖潜建设进行补助， 市财政予以
配套奖励， 继续推进城六区居住
区停车设施挖潜工作。

截至2015年底， 城六区一共
完成老旧居住区停车设施挖潜
75596个。 今年，本市将新增建设8
个停车管理示范小区， 积极推广

调查中， 记者发现对于老旧
小区停车难的问题， 多是由于建
设时间较早，车位并没有做规划，
导致停车位的数量有限无法满足
业主需求。对此，家住西南三环某
老小区的业主牛磊很有感触。 每
天下班在小区里找车位， 成了他
的一个心结。

“这个小区住户有400户， 停
车位满打满算不到150个。 而且
车位基本被老业主占满了， 像我
们这种新业主根本无法找到固定
车位 。” 牛磊两年前搬入小区 ，

由于没有固定停车位， 他没少找
物业理论。 “物业说要想有固定
停车位只能登记， 如果有业主卖
房， 腾出来的固定车位按照业主
登记时间排队租赁。” 牛磊说。

“不 知 道 什 么 时 候 才 能 排
上。” 牛磊介绍， 他只能选择租
赁小区里的临时车位。 虽然临时
车位一年1600元并不算贵， 但是
车实在太多了。 “下班晚了， 有
时候绕好几圈都找不到车位。 想
要停车真是得靠抢车位啊 ！ 其
实， 每天下班挺愉快的， 不过一

想起来到家停车， 情绪一下子不
好了。 这车真是开也不是， 不开
也不是。”

根 据 数 字 显 示 ，1994 年 至
2004年，本市开始进行配建车位，
一般是0.1车位/户；2004年以后，
普通居住区按照三环内0.3车位/
户、 三环外0.5车位/户的标准进
行配建。

去年，全市新建、改建居住类
配建停车位指标再次调整， 按照
0.3车位/户至1.3车位/户的新标
准提高了居住区停车配建指标。

占道乱停 路边停车也混乱

【建议】

随着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升、 汽车保有量的不断增加， 城市的交通压力和停车压力与日俱增， 停车难成了
让人头疼的大问题： 停车花费越来越贵， 常常花钱都找不到停车位。 在北京， 相关部门曾陆续出台机关单位错
时停车以及限时停车等办法， 但是停车位依旧 “一位难求”。 乱停车现象不仅阻碍交通影响市容， 也会带来许多
隐患。 为破解关于停车难的各种问题， 相关部门也在积极推进解决。

停车位“一位难求”能否破解？
挖潜建停车位 错时停车 路侧电子缴费

收费不透明 停车人为要价多

错时停车，引导、协调有条件的单
位大院、 商业设施和写字楼等向
周边居民错时开放， 促进停车资
源的充分整合、有效利用。

对于路侧停车收费问题， 本
市也有新动作。 今年内， 本市将

在东城、 西城、 朝阳、 海淀、 丰
台 、 石景山等城六区以及通州
区， 拿出近4000个路侧车位， 进
行电子停车收费试点。 届时， 车
主将不直接交现金， 而是通过刷
卡或者手机支付的方式付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