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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扰】
社区停车管理太过老套

“社区停车绝不仅仅是抬杆
进、 抬杆出这么简单。” 市民李
哲住在丰台区南三环某小区， 一
年前他摇上车号开始开车上下
班， 也开始了为停车而烦恼的日
子 。 李哲居住的小区为老旧小
区， 小区中有6层板楼和22层塔
楼共15栋。 “居民不少， 开车的
人也很多。 固定车位却有限， 大
部分车主还是要每天找临时车位
来停车。” 李哲观察， 小区的停
车管理存在着很多亟待解决的问
题。

“每次在商场或者一些单位
停车时， 在入口处都会有自动识
别功能， 然后杆子就会抬起。 停
车场内外也会有车位空余的提
示， 但是我住的这个小区停车出
入口都是人工管理。 管理员不管
小区里还有没有车位， 只要有车
进就抬杆放行。 有时候， 本小区
的居民都没地方停车了， 访客的
车还在往里开， 造成车辆拥堵。”
李哲对记者吐槽起来。

记者了解到， 李哲遇到的烦
心事在一些老旧小区中都存在。
社区停车缺少科技元素的引入，
让本就困难的车位问题， 雪上加
霜。 “不只是小区， 一些医院或
者公园的停车管理中， 也缺乏智
慧元素。” 市民张先生说。

几天前， 张先生到一家三甲
医院看病， 因为停车和管理员发
生了不愉快。 “车开到入口， 管
理员就给了一张计时卡。 我以为
放行就肯定有车位， 就顺着提示
标志往里开。” 张先生介绍， 路
很窄， 七拐八拐后还是没找到车
位。 “最可气的是， 还有逆行的
车， 几辆车堵在一起， 差点发生
剐蹭。 停车管理还是需要辅助一
定的科技手段， 只凭人工管理是
远远不够的。”

近些年， 相关部门对于停车
的问题也在积极探索解决方法。
比如， 在路侧停车上就加入不少
智慧元素。 去年， 为缓解交通拥
堵、 治理路侧停车秩序和规范路
侧停车收费， 按照 “停车入位、
规范收费 、 人钱分离 、 违停受
罚” 的思路， 北京城六区和通州
区共计37条试点路段4086个路侧
停车位安装了路侧停车电子收费
设备。

那么， 这次停车试点的智慧
元素体现在哪儿？ 据了解， 本次
试点采用视频桩、 地磁及高位视
频三种车位检测设备， 感应车辆
进出、 留存车辆图片， 并将相关
信息实时传输至市级平台， 统一
计算停车时间和费用， 实现全市
统一电子计时收费。

“社区和景点等场所的停车
还是要多动动脑子， 特别是在空
余车位统计上对于小区， 特别是
老旧小区真得很重要， 还希望相
关部门和社区、 物业联合起来，
一起来解决相关问题， 让社区停
车也跟上科技的脚步。” 张先生
建议。

【改善】
停车诱导系统在家找车位

如何让停车难的问题得以顺
畅解决？ 景区以及社 区 车 位 紧
张的现象怎么才能得到有效缓
解？ 调查中， 记者发现一些智慧
停车的身影已在人们的生活中出
现了。

比如， 在4月3日， 香山地区
智能停车场道路交通诱导系统上
线。 游客不但可以提前查询停车
空位， 还可以使用手机APP进行
便捷支付。 据了解， 这是北京海
淀区首家景区停车诱导系统。

据了解， 每逢桃花节、 红叶
节 ， 停车是香山地区最大的难
题。 很多游客因为不知道景区停
车场已满， 仍盲目开车前往， 导
致堵在中途。 “停简单” 相关负

责人表示， 香山街道引入停车场
智能停车诱导信息系统， 通过最
先进的大数据处理等技术对地区
的停车场进行升级改造， 使停车
位实现数据采集、 数据共享， 并
第一时间将数据传送到网络平
台、 “停简单” 手机APP上， 游
客在家中就可查询香山地区停车
场车位剩余情况。

改造后的停车场出入口采用
“车牌识别免取卡” 方式， 并可
通过支付宝、 微信、 银行卡、 现
金等支付方式。 游客还可选择到
家后再支付， 以实现快速通行、
快速支付， 减少出入口、 车场内
部、 周边道路拥堵。

此外， 香山停车系统网络平
台也同步上线， 通过精准数据采
集、 大数据分析结合， 实时查看
车场空位余车位与高峰低谷， 实
现远程监控区域停车指数与交通
拥堵指数， 并实时调配保安、 保
洁人员到人流密集处进行服务。

“我们打算在五环接近香山
的位置设置大型电子屏幕， 实时
显示香山地区的停车空位， 以便
游客提前规划路线。” 此举将在
今年红叶节期间实现， 香山街道
安全生产办公室主任蒋虹表示。

此外， 蒋虹表示， 在香山道
路交通诱导系统上线后 ， 下一
步， 将通过对车场本地的实时空
余车位、 出入车场车流、 高峰低
谷数据的精准采集， 从而分析出
车场可供错峰通车的时间段， 缓
解周边居民夜间或是低谷停车难
题。 “居民可凭居委会证明， 夜

间把就近车停到停车场。” 预计
今年上半年即可实现。

【建议】
设立共享车位平台实现双赢

去年底， 来自ETCP智慧停
车产业研究院与第一财经商业数
据中心联合推出的 《2017中国智
慧停车行业大数据报告》 指出，
根据调研， 30%的拥堵问题由停
车难造成； 日常48%的车辆须在
车场排队， 通行效率低下。 这一
调查结果， 得到了北京市政协委
员的关注， 正在兴起的智慧停车
可以帮助车辆快速进出停车场，
节约大量社会时间成本， 从而改
善停车难， 进一步帮助城市缓解
交通拥堵问题。

北京市政协委员、 中国联通
市场部副总经理杜永红指出， 智
慧城市是利用信息化和电子化的
手段将城市各方面统揽， 进行精
细化管理和治理。 根据目前的各
地的试点、 先行， 共享 “潮汐”
车位可有效缓解北京停车难问
题。 调查发现， 在北京CBD的商
业综合体使用智慧停车APP， 平
均每辆车入场寻找车位可以节省
5分钟的时间。 按照周末19点晚
高峰入场车次68915辆来算 ， 仅
这一小时， 因使用智慧停车入场
找车位可累计节约的社会时间成
本， 就达到239天， 这还没有算
上因交通拥堵得以缓解而节约的
社会时间。

智慧停车是如何节约时间

的 ？ 智慧停车APP具备 “引流 ”
作用， 基于目的地定位搜索， 智
慧停车可以监控周边车场的闲忙
情况， 向车主推荐最优停车选择
和导航路线， 帮助节约车主在场
外找车位的时间。 此外， 智慧停
车通过电子支付、 自助缴费、 牌
照识别、 自动放行等手段实现快
速流通离场， 减少离场时间； 通
过停车位引导、 反向寻车诱导等
手段 ， 减少场内找车与徘徊时
间、 加快停车与找车速度。

通过这几个方面的优化， 智
慧停车全面节约车主在停车环节
花费的时间成本， 并减少车辆在
道路和车场内部徘徊逗留的时
长， 从而起到改善交通拥堵的作
用， 进一步节约人们耗费在路上
的时间成本。

《报告》 同时指出， 目前智
慧停车仍处于行业发展初期， 截
止到2017年8月， 全国84%的城市
智慧停车场覆盖率不足1%， 其
余16%的城市智慧停车覆盖率也
不过1%～6%。 距离智慧停车这一
项利民惠民工程的大范围普及 ，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针对目前北京的情况， 杜永
红指出， 北京许多单位和居民小
区存在停车难的问题， 但车位实
际上没有得到充分利用。 比如，
有些小区中的车位， 晚上很满，
白天却空置， 同时， 小区附近的
单位和公司没有足够车位， 上班
族在白天难以找到合适的车位。

杜永红提出， 如果将这些空
置的车位共享， 将有效缓解停车
难。 她建议， 开发一个 “共享车
位” 的平台， 在每个共享车位里
设置智能锁， 市民寻找车位时，
用手机扫码打开智能锁， 用完车
位后关闭智能锁。 提供车位的居
民在系统中设置空置时间， 使用
者在规定时间内停放， 交给居民
一部分停车费， 实现双赢。

市政协委员， 农工党北京市
委专职副主委李亚兰提出， 面对
当前新能源汽车、 网约车、 共享
汽车、 共享单车及快速公交、 定
制公交和顺风车等不断涌现的交
通发展新形势， 建议尽快编制完
善本市静态交通发展规划、 全市
停车设施专项规划， 不断完善停
车管理法规政策， 全面做好顶层
设计， 为本市静态交通科学、 健
康、 持续发展提供基础和保障。

李亚兰建议， 按照分区分类
管控要求， 采取差别化的停车供
给及需求管理政策。 充分发挥信
息技术在静态交通发展中的引领
作用。 统筹建立全市层面的公共
停车信息平台， 加快实施全市停
车信息全面联网， 尽快实现停车
收费全面电子化和智能化。

诱导系统 共享车位 智慧停车

没有电子
设备、 限于人
工 传 统 管 理
……停车问题
一直以来困扰
着不少车主 。
正在兴起的智
慧 停 车 帮 助
车辆快速进出
停车场， 节约
大量社会时间
成 本 ， 从 而
改 善 停车难 。
调查中， 不论
对于路侧停车
还是社区、 景
区等地方的停
车， 很多人都
提及停车还应
引入更多智慧
元素。

互联网+让停车“停简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