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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and rapid growth of economic have led to the rapid increase of 
car ownership, however, the expans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the city parking facilities is difficult, 
which leads to the plight of urban parking. In this paper, the feasibility of parking space in resi-
dential area was investigated, which is based on the complementary characteristics of parking 
space in residential area and other types of buildings. In medium developed city, taking Tangshan 
as example, drivers in different places were inquired to understand their willingness of sharing 
residential parking area. The key problems to share residential parking area were discussed from 
planning, technology, management and ideological level, and the corresponding measures to solve 
the problems were put forward, which has certain guiding significance to alleviate the urban 
parking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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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城市化进程发展和经济快速增长导致汽车保有量迅速提高，然而城市停车设施改造、扩建难度大，从而

导致城市停车困难。为缓解城市停车难的问题，从居住区与其他类型建筑物停车位利用在时间上的互补

特性出发，考察居住区停车位对外共享的可行性。以中等发达城市唐山为例，对不同场所的驾驶员进行

了共享停车问卷调查，了解市民对居住区停车位共享的意愿；从规划、技术、管理和思想层面分析了实

施居住区停车位共享需解决的几个关键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对缓解城市停车难问题具有一

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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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加快以及机动车数量的剧增，停车难问题愈加突出。路内停车虽然能一定程度上缓

解停车位不足的问题，但却严重影响道路的通行能力[1]。我国许多停车矛盾非常突出的大城市，如北京、

上海、宁波、杭州等都纷纷尝试居住区错时停车方式[2]。刘斌[3]等人的研究成果表明居住用地与办公、商

业、科研院所、公园和医疗等用地具备停车需求高峰错时停车的基础。陈永茂[4] [5]等认为居住类配建车位

可共享的可能性较高，居住区开展停车位共享具有很大的优越性。李菲[6]从理论、技术、实施、管理和潜

在群体等角度对居住区参与停车共享的可行性进行了评述。国外学者 Jos [7]，Inga [8]和 Fred [9]等也分别对

居住区停车场利用情况和停车泊位共享问题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研究，冉江宇[10]等认为当驾驶员在面临违章

惩罚风险时，更多情况倾向于接受共享停车。Thompson 研究了停车泊位搜索算法[11]，讨论了诱导信息对

车辆共享停放选择的影响[12]；另外，实践方面，新加坡通过在居民区用地边缘地段修建多层立体停车库来

增加停车位；韩国首尔采取在较宽阔的居民区街道划分出停车场来满足周围商业的停车需求，并可以使社区

居民获得收益[13]；美国旧金山采用车位共享来解决停车难问题等[14]。因此，借鉴国内外停车共享实践，

在中等发达城市推行居住区共享停车成为缓解停车难问题的新思路。本文以典型城市唐山为例，对居住区停

车位共享问题进行了专项调查，了解与唐山类似的中等发达城市居民在停车共享问题上的认识程度，分析居

住区共享停车在我国中等城市推行需解决的关键问题和相关措施，为推进停车共享的实施提供数据基础。 

2. 居住区停车位类型与停车位共享 

停车位共享是一种通过使相邻土地使用者共用停车场地以降低每个土地使用者单独拥有停车场所提

供的停车位总量的手段；最大化的利用城市现有的停车位，缓解机动车辆增加带来的停车难问题，进而

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停车难带来的中心城区交通拥堵现象。 
从我国居住区类型和停车位归属关系，可以将居住区停车位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1) 早期的开放型居住区，大多没有私家停车位，采用地上停车方式，居民停车位共用，但是存在许

多私自安装车位锁情况。 
(2) 新建的开放型居住区，一般配建有地下停车场，采取出售或出租形式，物业公司统一负责对停车

位管理。 
(3) 封闭型居住区，地上、地下停车位大多是出租或出售，一般也是由物业公司统一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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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调研目的与方法 

本次调查的目的在于了解与唐山类似的中等发达城市居民在共享停车方面的意愿和想法，结合城市

规划和城市交通管理各方面存在的问题，从居民对共享停车的顾虑出发，总结实施居住区共享停车需解

决的关键问题，为实施居住区共享停车提供数据基础和理论依据。 
本次调查包括居住区实地调查和问卷调查两种形式。实地调查主要了解小区停车场规划和停车位基

本信息；问卷调查主要从停车共享收费标准、空闲时间、停车位管理，以及共享措施等居住区停车位共

享过程中关系居民切身利益的问题出发，对居民展开调查，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4. 调研活动及调研结果统计分析 

4.1. 居住区停车位空闲情况调查 

为了解居住区停车位利用情况，同时考虑样本的代表性和尽量避免外来车辆数据的干扰，选取位于

唐山市中心城区的两个封闭型中档小区—君瑞国际和鑫雅园作为调查样本，进行工作日全时段连续型停

车调查。调查员分别记录小区出入口车辆进出时间、车牌号信息。根据唐山市市民出行时间习惯，调查

时段选取定为早 6:00 至晚 20:00，同时由专门的调查员记录调查开始、结束时刻的停车场车辆车牌号信

息，用于分析调查时段不曾出行的车辆(定义为滞留车辆)情况。 
通过对车辆离开、返回时间信息的配对，以及对滞留车辆信息的统计，获取居住区停车位空闲时间

特性如图 1 所示。 
居住区停车位及其他相关数据信息统计如表 1。 
通过以上调查发现，由于居民早出晚归的生活习性，居住区停车位在工作时段有很大比率的空闲情

况，但是中午时段停车位空闲比率略有减低，使停车位整体空闲时间呈现出典型的驼峰型。从调研结果

看出，相对于医疗、商业、办公等场所的停车需求高峰情况，在管理到位的情况下，居住区停车位是最

佳的停车资源，是实施共性停车的最佳选择。 

4.2. 停车共享问卷调查 

本次问卷调查从 2015 年 7 月 4 日起至 2015 年 7 月 11 日止，共持续半个月时间。主要以唐山市大型

商场、办公楼、医院、公园、以及居住小区等停车场所的驾驶员为调查对象。调查内容包括车位拥有率

及车位属性、车位是否闲置及闲置时长、是否愿意与他人共享及期望收费标准、共享最担心的问题、是

否遇到停车难的问题以及是否想过利用闲置车位、日常出行中被困扰的停车问题、是否愿意付费停车及 
 

 
Figure 1. Unoccupied time characteristics of residential parking  
图 1. 居住区停车位空闲时间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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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Residential parking space and related information 
表 1. 居住区停车位及相关信息 

居住区 君瑞国际 鑫雅园 

停车位总数 769 230 

车辆总数 856 300 

停车位缺乏数量 87 70 

出行车辆数 695 243 

出行车辆比率 81.19% 81.00% 

滞留车辆比率 20.94% 24.78% 

户均车辆数 0.9106 0.8333 

居民平均收入(元/月) 4705.13 5083.33 

 
可接受的费用、对于共享型车位锁关心的问题、共享车位锁收费方式及管理方式、对居住区出入口处停

车问题的意见等问题。共获取调研问卷 420 份，其中有效问卷 385 份。 

4.3. 调查问卷数据统计分析 

4.3.1. 是否愿意对外共享车位 
在 385份有效问卷中，拥有停车位者 185份。其中当遇到停车难问题时，愿意共享别人车位的占 41%，

不愿意共享别人车位的占 59%；当自己车位空闲时，愿意将车位对外共享的占 58%，不愿意的占 42%；

在无车位的 200 份有效问卷中，当遇到停车难问题时愿意共享别人车位的占 58%，不愿意共享的占 42%。

由此可见，无论是否拥有车位，其共享意愿基本一致。但对拥有停车位的驾驶员调查中，不愿意将自己

的空闲车位对外共享的比率稍高，反映出停车位拥有者对停车位共享存在一些顾虑。 

4.3.2. 关于闲置时间 
关于私家车位闲置时间的 185 份有效回答中，闲置 0~4 h 的占 6%，闲置时长 4~8 h 占 51%，闲置时

长 8~12 h 占 35%，闲置 12 h 以上占 8% (图 2)。由统计结果知，大部分车位都有较长的闲置时间，为车

位共享提供了基本条件。 

4.3.3. 关于车位共享最担心的问题 
考虑到市民对停车位共享这个新型理念担心的问题比较多，本项调查设置了多项选择，图 3 是各选

项的调研结果。40%的市民担心车位共享会影响自己使用，其中许多人担心车位租用者恶意占用或有事

耽误，影响自己使用；28.16%的市民担心私家车位对外共享，外来车辆进入小区会影响小区安全；26.05%
的市民认为共享会比较麻烦；5%的市民认为如果收益太低，会不值得；0.79%的市民还担心一些其他的

问题，比如车位共享时的信息泄漏等等。 

4.3.4. 关于停车难的问题 
有效问卷中，有 299 人认为经常遭遇停车难的问题，其中 58 人有遭遇收费高的问题，且这种回答主

要出现在医院，因医院停车位有限，周边小区居民私自限制车位，并对停车位进行高收费，同时也常有

乱收费引发口角或冲突等情况发生；107 人遇到车被困出不来的情况；92 人遭遇随意停车导致车被刮伤

的问题。这些调查情况反应市民对于停车难问题的困惑，也反映出规范的共享停车管理存在较大的需求

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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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The idle time and its proportion 
图 2. 闲置时长及比例 

 

 
Figure 3. The concern about private parking space sharing 
图 3. 私家车位共享担心的问题 

4.3.5. 关于共享停车的费用 
101 人表示不愿意接受付费共享停车，他们表示宁愿在路边找空地停靠，也不会使用收费的停车场。

这一现象反应唐山市停车管理存在一定的问题，即对居住区出入口以及道路两侧这些所谓的“空地”违 
规停车缺乏相关的管理政策和处罚措施。284 人表示愿意付费共享停车；其中有 57%可接受 2 元/小时标

准(唐山公共停车场的收费标准)，37%可接受 2~5 元/小时，6%可接受 5 元/小时以上。分析发现，愿意付

费停车人数与上面遇到停车难的人数的比率比较接近，说明居民是否愿意付费共享停车与城市停车难易

程度密切相关，当经常遭遇停车难的问题时，居民更容易接受付费共享停车，一般可接受的付费标准为

公共停车场的收费标准。 

4.3.6. 关于共享智能车位锁问题 
为提高私家车位利用率，可利用专利技术[15]实施私家车位对外共享。被受访者中有 30.39%关心车

位锁价格，如果价格太高，投资回收期太长，市民则难以接受。另外，市民对车位共享车位可接受收费

标准基本在市场价范围浮动；32.99%关心车位锁的操作难易，其中大多为年长者，担心车位锁的操作会

太麻烦；50.13%更关心车位实行共享后其管理方式；29.09%关心其收费方式，见图 4。 
针对车位锁收费方式的调查，24.94%接受投币，43.64%可接受刷卡，38.70%可接受刷手机。部分市

民表示，刷手机虽然方便，但手机需要依赖网络，一旦手机没有信号就无法付款；而投币和刷卡相对比

较麻烦；三种方式各有利弊。因此，智能车位锁收费方式应该结合具体情况而定，不同的地区可以采取

不同的方式组合。比如青年人较多地区可以刷手机为主，其他两种方式为辅；中老年人较多地区采用投

币和刷卡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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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Citizens’ common concern about shared parking lock 
图 4. 市民对共享车位锁最关心的问题 

 
对于共享车位锁管理方式有 62.60%认为物业代为管理比较好，这样出问题时，方便处理。还有 35.58%

认为个人管理比较方便，因为现在很多小区的物业管理并不尽人意。 

4.3.7. 关于小区出入口停车问题的解决办法 
有 35.84%的受访者希望小区出入口附近停放的车辆能够利用小区空闲车位停车，有 59.22%的希望政

府出台相关法令法规对违规停靠车辆进行处理。有 3.64%认为两种方式都有自身的局限性。因此，管理

中可以将两种方法结合起来，在加强相关法令法规监管车辆的同时，能够利用空闲车位来停放车辆，既

解决了小区门口交通堵塞问题，也充分利用了停车资源。 

4.4. 调研总结 

调查发现，大部分车主对车位共享的理念比较认同。在价位合理、操作方便的情况下，绝大多数市

民在自己车位闲置时愿意对外共享车位，并且在遇到停车难时也希望能够共享别人的车位。因此，调查

表明，在这种共享意愿的驱使下，居住区车位共享是大势所趋。 
当然，居住区车位共享是一种新鲜事物，在车位共享的同时不可避免的会出现一些问题。所以针对

市民最关心的问题，为车位共享的顺利实施，务必解决好一些关键问题。 

5. 居住区停车位共享需解决的关键问题 

由于居住区车位的特殊属性，共享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出现利益冲突，为尽量避免这些冲突的发生，

至少应解决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关键问题。 

5.1. 规划层面 

根据走访调研发现，唐山地区一些停车需求大的场所在高峰时期确实存在“停车难”问题，并且由

于出入停车场的车辆拥挤进而影响动态交通，造成了局部路段交通堵塞。但很多现状小区的规划却存在

着许多不利于解决这种交通堵塞的问题。很多开发商在开发住宅小区时，只考虑小区内部安全，将小区

设计为全封闭式，没有考虑到小区在解决城市交通拥堵时的临时性交通疏散作用。因此，未来小区规划

时，可以在容易产生交通拥堵的路段设计开放式小区，或将小区部分区域规划为封闭式供居民休闲活动，

其余区域适量设计通道，作为城市交通支线，可以起到缓解该路段交通压力的作用。 
另外，市民比较担心的问题是车位共享时对居住区的安全问题。为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应从设计层

面实现“两个分流”：一是人车分流，即小区行人和机动车在进入小区时应实现分流，互不影响；二是

外来人员与小区内业主的分流问题，即为业主设计专门的安全识别通道。业主必须经过身份识别进入小

区内部，建议可以将小区停车场出入口设置面向道路，单独设计业主进出小区与停车场的通道，建议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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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二次刷卡制度，这样保证外来共享车位车主停车后直接离开车场，不需进入小区内部；而小区业主可

通过二次刷卡从车库进入小区内部。这样既实现了小区内人车分流，保证了小区安全，又可以在周边停

车位紧张时，将小区停车位对外共享。 

5.2. 技术层面 

技术层面至少应解决好三个问题：(1) 智能共享车位锁的安全问题和操作方便性问题；(2) 业主与外

来人员分流的安全刷卡通过技术问题；(3) 车位信息查询与信息安全问题，共享平台的稳定性、可靠性问

题。 
对于第一个问题，当前还处于尝试初期，共享技术需进一步完善，但随着物联网技术的发展，并不

是桎梏车位共享的瓶颈；第二个问题只需在现状的情况下稍加改造，加装普通的门禁装置即可；关键是

第三个问题，车位共享需在首先解决人们理念之后才能更好地推行，因为人们的可接受程度直接影响空

闲车位的信息量。 
车位共享目前在美国旧金山已经有过尝试[16]，而且开展的很成功，通过网络数据共享以及云平台，

目前已经可以做到动态实时记录车位利用情况，我们可以利用手机客户端对需要车位的车主发布实时信

息，并通过交通诱导系统，引导驾驶员停车，这样既可以避免驾驶员聚集一处停车，出现局部交通拥堵，

又可以通过诱导系统使车主规范停车，从而减少占用机动车道乱停乱放的现象。在这一平台发展的基础

上，居住区参与的车位共享技术也是必然的趋势。 

5.3. 管理层面 

现行的停车收费标准和管理政策的制定大多从建设成本角度出发，忽略了驾驶员停车选择的动机和

心理因素以及城市整体停车的效果。主要有以下几方面：①为收回地下停车场的建设成本，只对地下停

车收费，而地上停车大多免费；②地下停车场进出不方便，技术稍差的驾驶员不愿选择地下停车；③路

内停车免费或不计时收费；④违章处罚力度不够。基于以上原因，导致很多车主为了减少停车费用支出

或进出停车场方便性、安全性等而选择地上停车。有些车主在地上停车场找不到车位时，为了逃避停车

费而选择在道路两侧停车，甚至非法占用非机动车道停车，带来很大的安全隐患。究其原因，主要是现

状停车政策制定和停车管理不善。 
通过分析，可以采取以下几点措施改善停车现状：(1) 收费定价不能一味从建设成本考虑，而应当兼

顾城市交通整体管理的效果，可以转变管理思路，尝试地下免费、地上收费的逆向方式，对地下采取一

定的补偿措施来解决地下停车场的建设成本问题。例如根据地下停车场利用率或者停车数量给予适当补

贴，这样停车场管理者必然想尽办法吸引停车，其结果必然是减少地上停车和违章停车；(2) 加大执法力

度，甚至可以效仿国外，不惜提高违章惩罚标准或者从立法角度加大违章停车治理。(3) 制定灵活的收费

政策和标准，例如采用阶梯式计时收费标准。针对市民最为关心的担心私家车位共享后会影响自己使用

的问题，建议也可以采用这种阶梯式收费来约束人们的行为，可以对所有使用智能共享车位锁的人建立

信用评价来划分等级进行梯度收费。对那些信用良好、没有出现过差评的用户可以给予一定的优惠停车

费用，而对于信用不好的用户，可以提高其收费标准或不提供其共享车位进而来约束人们的行为。 

5.4. 思想层面 

调查发现，许多市民出于对自己方便性和安全性考虑，不愿意将车位对外共享。因此应解决好人们

的思想问题，积极宣传推广车位共享理念，从城市交通环境协调发展，双赢关系角度出发鼓励宣传推广

共享停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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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论 

为了充分利用停车资源，缓解与像唐山一样的中等发达城市在城市发展进程中遇到的“停车难”问

题，开展对唐山市典型小区停车位数量、停车位利用情况、停车需求以及市民对停车共享意愿的调查，

调查显示，唐山典型小区在工作日的车辆出行率能达到 80%多，并且 51%的车位空闲可以高达 4~8 小时，

约 58%的市民愿意接受车位共享，说明车位共享在与唐山类似的中等发达城市有确实可行的前景，但是

还有几个方面的问题需要解决，才能消除市民对于共享停车的顾虑。首先是如何在车位共享中保证车主

的利益和方便性，其次是如何保证车位对外共享时不给小区带来安全隐患，这些问题我们也都给予了建

议性的解决措施。此外还有智能车位锁技术的完善性以及共享车位管理等一系列问题有待解决。随着对

外共享车位的不断探索以及智能技术的发展，这个问题也会被逐渐解决。居住区车位共享将作为一种全

新的理念渗透到唐山这类的中等城市会有效的缓解城市停车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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