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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经济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升，重庆市主城区机动车保有量呈增

长趋势，私人汽车的普及带来了交通拥堵问题，“停车难”、“停车乱”等并发症，对城市管理提出了

挑战。通过对重庆市停车管理现状的调查研究，发现重庆市停车管理存在的问题并对产生上述问题的原

因进行分析。在治理理论的视角下，本文提出了相应的优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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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urbanization,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urban economy, and the increas-
ing living standard of people, this led to an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motor vehicles in the 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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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y of Chongqing. The popularity of private cars has caused traffic congestion problems: “difficult 
parking”, “parking chaos”, which poses a challenge to urban management. Through the research 
on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parking management in Chongqing, it is found the problems of parking 
management in Chongqing and analyses the reasons for the above problem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overnance theory,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corresponding optimization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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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城市是工业化与现代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形成的聚落，是人类社会文明和文化发展的重要标志。据国

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2019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公报》显示，2019 年末全国大陆总人口

140,005 万人，比上年末增加 467 万人，其中城镇常住人口 84,843 万人，占总人口比重为 60.60%。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社会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私人汽车保有量迅猛增长，截至 2019 年底，

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 3.48 亿。但城市化也给社会发展带了某些问题，如私家车的普及带来了乱停乱放、

交通拥堵、空气污染、环境污染等问题，使道路通行能力降低，影响交通安全及城市形象，也给城市居

民的日常生活出行造成了不便。 
停车管理作为静态的城市交通管理系统，对于现代城市发展具有战略性价值，直接影响到城市交通

功能的发挥。静态交通管理成功的关键在于妥善处理各个静态交通系统要素之间的关系，如车、人、停

车位，按照系统的方法和观点，以静态交通管理的具体内容为基础，对城市静态交通系统要素进行分析，

加强城市停车管理与基础设施建设，合理确定城市静态交通发展战略。 
本研究以重庆市为例，在治理理论视角下对城市停车管理的问题及对策进行研究，运用治理理论框

架讨论停车管理问题，并针对问题提出对策。 

2. 文献综述 

2.1. 停车管理研究 

美国政府实地调查研究了多个城市的停车现状，发布了《Parking Guide for Cities》[1]等报告；1981
年 Michael D. Meyer 和 Tanaka J. [2]采取了实地调查的做法，关注城市静态交通管理机制、管理措施、管

理策略，对其所产生影响的差异也进行了探究；Michael D. Meyer 和 James Sheldon dean [3]研究了 Boston
当地政府停车管理的主管部门和停车管理措施执行程度；英国 Feneye [4]分析研究从 1980 年到 1990 年十

年内公民个体出行选择和停放位置的偏好以及停车管理措施对个体出行以及停车产生的影响。董苏华、

张超汉(1999) [5]对美国、日本、新加坡、香港、台湾等地对停车问题的政策、研究方法、解决措施及最

新动向进行了研究；于春全、李国兵(2000) [6]、葛党桥(2009) [7]、刘婵娟、蔡晓禹(2017) [8]以北京市、

杭州市、郑州市、习水县和瑞丽市等城市为例，对城市停车问题进行了研究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解决

对策，温兆康[9] (2010)从城市规划管理角度去研究了城市停车管理存在的问题并具有针对性的提出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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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停车管理政策研究 

Meyer 和 NourEldin (1981) [10]二人研究了埃及首都开罗的停车政策，提出了改善城市交通系统的压

力可以通过控制城市中心区的停车设施供给的策略；英国牛津大学(1986) [11]和英国约克郡(1989) [12]通
过构建模型对城市交通停车管理进行了相关分析和研究，对个体停车地点和出行方式的选择、停车设施

的供给、停车政策等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Haworth 和 Hilton [13]对停车收费价格进行了研究，探讨弹

性价格机制是否可行，能否有效的对停车需求进行控制和管理。 

3. 研究现状 

3.1. 重庆市主城区人口与车辆增长状况 

根据重庆市人民政府重庆市市情数据显示，重庆市 2019 年的常住人口 3124.32 万人[14]，且重庆市

主城区的常住人口保持持续增长态势，再加上外来务工人口增多，重庆市人口数量非常庞大，对停车设

施的需求较大。且重庆统计年鉴(2019)显示重庆市主城区 2018 年人口有 687.49 万，主城区涵盖范围有江

北、渝北、渝中、沙坪坝、大渡口、九龙坡、南岸、北碚以及巴南区九个区级行政单位[15]。 
而根据 2019 年重庆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16]，截至 2019 年底，全市民用车辆拥

有量 653.95 万辆，私人汽车拥有量 403.20 万辆，与去年相比增长 3.5%和 11.0%。民用轿车拥有量 236.01
万辆，私人轿车 215.24 万辆，与去年相比增长 11.0%和 10.6%，其中主城区机动车保有量 188.84 万辆，

其中小汽车保有量突破 166 万辆，重庆市人口与停车设施配建标准低于其他经济发达城市的标准，需要

提高停车设施供给的质量。 

3.2. 重庆市车辆增长与管理状况 

根据重庆市城市管理委员会信息公开网站上公开的《我市主城区停车场车位变动情况最新统计数据》

信息可以得到[17]：截至 2020 年 2 月 28 日，重庆市主城区已经登记在案的 5555 个停车场，停车位总量

178.67 万个。其中：备案登记停车场 4977 个，比去年同期增加 378 个，增幅 8.21%；车位总数 174.57
万个，同比增加 24.51 万个，增幅 16.30%。路内停车点 578 个，同比减少 14 个，停车泊位 41,051 个，

同比减少 1156 个。 
到 2019 年 10 月 31 日，重庆市主城区机动车保有量为 188.84 万辆，以国际通行标准，一个车需要

1.2 个停车位来计算，目前，重庆的车位缺口达到了 30 万个，停车位缺口相当严重。而且重庆市作为一

个直辖城市，旅游胜地，在国际国内久负盛名，外来旅游、务工人口和车辆的增多也对停车管理提出了

更严格的要求，据当地居民的反映，重庆市交通拥堵，特别是早晚高峰期和节假日时期，私家车出行十

分困难，而停车位的缺失则导致了许多违法乱停乱放的现象出现，更加剧了交通的拥堵。 

4. 停车管理存在的问题 

经济社会高速发展，世界上各大城市都曾经历过停车难的问题，从治理理论视角看，重庆市主城区

停车管理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4.1. 停车设施供应不足，供需矛盾尖锐 

重庆市政府规划部门对城市静态交通问题的重视程度不够，公共部门提供资源配置的效率不高。城

市经济高速发展，然而公共部门提供产品的效率和质量没有随之提升，停车位配置标准设置落后，建筑

物配建停车场和公共停车场车位供应数量少，导致停车设施的供给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机动车数量和停

车需求，停车供需矛盾尖锐。且某些专用停车场不对外开放，拒绝外来车辆进入停车场，这使得单位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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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场、小区停车场在某些时段空余较多，利用率不高，也造成停车资源的严重浪费。 

4.2. 停车场布局不合理，利用率较低 

重庆市主城区的停车设施供应量相对滞后于城市经济发展速度，在交通吸引量和停车需求很大的城

市中心区设置的停车场及停车位数量相对于需求而言较少，而在其他交通吸引量较小的地区，停车设施

资源丰富，由于停车设施无法移动，不能调配，因此产生停车设施虽多，却不能满足停车需求的现象，

这是由于重庆市政府规划局未能提前做好规划而导致的，停车场布局的不合理导致了资源的浪费和流失。 

4.3. 非法停车现象突出 

政府整治力度不大，城市社会治理思想滞后，对公民思想素质教育不到位，且缺乏有力的惩治措施，

导致市民的停车意识淡薄，停车管理难以进行。如某些车主为了自身的方便将车沿街停放在不允许停放

的路段，影响了城市的交通和形象，给其他公民的出行也造成了困扰。 

4.4. 企业进入停车管理领域政策不明确 

停车管理仅靠政府自身的力量是不够的，因为政府用来建设公共交通基础设施的财政资金有限，停

车设施的特性导致资金回流较慢。但是政府对引入私人部门进入停车管理的政策规定并不健全，私人部

门进入停车管理产业动力不足。 

5. 停车管理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5.1. 停车管理主体：政府单一管理，企业无法进入 

市政府主管部门建设提供停车公共设施，然而由于政府财政资金有限，且政府单一部门管理力量薄

弱，导致停车设施所得的经济效益不高，无法有充足的资金保障停车设施的运行，而且效率低下、供不

应求的情况仍然存在，政府部门没能找到停车设施供需平衡的一个点，一味地提高停车设施的供给数量

和限制停车数量的供给都是不可行的。 
且停车场是城市基础公共设施，是准公共物品，具有公共性，可以采取政府和市场共同分担的原则。

但由于政府观念的落后，私人部门进入停车管理的政策仍在制定之中，而且缺乏相应完善的停车法律法

规，无法科学管理停车收费、停车位建设标准等问题。从而导致公共停车设施的建设经营盈利较小，无

法吸引企业和社会资金。 

5.2. 停车管理手段：法律体系不健全 

重庆市政府颁布了许多管理办法与标准细则，如 2013 年 12 月为切实缓解主城停车难的问题，市规

划局委托市交通规划研究院开展了《主城区“停车难”问题化解及五大商圈机械停车库方案规划研究》

工作；2015 年 12 月 23 日市人民政府第 113 次常务会议通过了《重庆市停车场管理办法》；2017 年重庆

市人民政府发表了关于加强主城区公共停车场建设管理的通知；2018 年主城区停车专项规划修编及近期

建设规划方案公示。近年来重庆市越来越关注停车管理的法律法规建设，但是真正实施过程中效果如何

仍待有待考证，需要法律的手段来保证这些规划办法的实施，且自从 2006 年《建设项目配建停车位标准

细则》发布之后，未曾对标准细则进行更新，没有做到与时俱进。 

5.3. 停车管理机制：政府、公民、社会企业意识淡薄 

重庆市自从直辖以来，社会经济高速发展，但是经济生活的富裕并没有同步带来政府能力、社会和

市民自身素质的提升。首先政府自身并没有对停车管理产生足够的重视，没有在城市规划的同时对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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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态交通系统进行深入考虑。 
其次政府没有做好市民教育的工作，市民停车意识依旧淡薄，不愿意付费享受公共物品，习惯于无

偿使用公共资源，导致某些市民乱停乱放，妨碍其他公民的正常出行，影响市容市貌，加剧停车问题的

恶化，导致城市停车管理难度加大。 
最后政府对于吸引社会企业进入停车管理的态度不明确，由于政策的缺失等原因，导致社会企业没

有进入停车管理，无法同政府一起治理城市停车管理，缓解城市交通压力。 

5.4. 停车管理功能：停车管理的技术水平有限 

重庆市停车设施建设提供效率低下，政府应该准确把握供需之间的关系，提供适量高效的停车设施。 
重庆市主城区诱导系统仍在完善之中，技术信息化有待提升，只有少数停车场建立了诱导系统，在

城市道路上诱导需要停车的车辆是小部分现象，大部分停车场还是依靠最原始的标注指示牌来吸引车主，

且有些停车场标志牌的设置不科学，没有起到引导车辆停放的作用。 
重庆市的换乘系统也仍在建设之中，停车换乘系统指的是在城市中心区以外人流量较大的公交地铁

站以及高速公路旁设置停车换乘场地，低价或免费为私人汽车提供停放地点，再加上相对便宜的公共交

通收费，引导乘客使用公共交通，缓解中心区域交通压力。 

6. 对策及建议 

6.1. 停车管理主体：实现多元主体共同管理 

首先明确分管部门，厘清政府职能。停车场规划由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主管；市政主管部门主管停车

场的管理工作，负责重庆市主城区内停车场管理工作的指导协调、监督检查；日常管理工作由停车场管

理机构承担，规范停车管理。 
其次，政府还应该做好城市规划工作，对城市静态交通和动态交通一视同仁，将停车设施的建设规

划纳入到城市规划中去，而且停车设施的建设规划应符合城市发展的大方向，加大停车设施建设的管控

力度。 
在多元主体管理中，政府要转变观念，引导民间资本和社会非营利组织等参与到停车管理之中，和

企业、社会共同参与停车设施的建设和停车管理活动，引导小区业主和事业单位参与到停车管理中，按

类型给予公共停车场项目一定的专项补助资金，鼓励企业事业单位、居民小区的停车场在满足相关规范

要求的前提下对外开放并取得一定收入。 
最后，政府应该让公民自己参与到停车管理之中来，使公民的停车意识得到提升，从而减少乱停乱

放现象的出现，且市民应该树立城市共同荣誉意识，为把城市建设更美更文明而努力，对乱停乱放现象

进行监督和举报，并且积极思考提出停车管理问题的对策。 
形成一个政府主导，社会各界和公众都参与的停车管理局面，从而对停车管理实现多元主体共同治

理。 

6.2. 停车管理手段：建立健全法律法规 

重庆市主城区出台了《停车专项规划》，未来主城规划公共停车场 1329 处，提供 31.8 万个车位。

在 3 年内计划建设 245 个公共停车场，提供车位约 8.2 万个。依据《主城区综合交通规划评估及优化》

对 2030 年机动车保有量的预测结果，并在此基础上考虑未来停车位需求的增长，预测主城区总停车位需

求规模为 340 万至 400 万泊位。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法律法规的建设应更加完善，停车管理活动

应该以法律为指导，城市配建停车设施指标也应该与时俱进，满足当下的停车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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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应该简化停车场经营手续流程，对停车收费政策进行完善，制定科学的收费政策，使由于停车

费高昂而不进入停车场的现象减少。同时加大停车设施供给的力度，加强规划控制，科学划分区域，优

化设施布局，完善配套设施，综合利用社会各界资源和地上地下土地空间使停车设施的信息化提高，从

而提升使用率，同时应完善公共交通出行，扩大公共交通的供给能力，让公共交通更具有方便快捷性，

减少私人小汽车的出行。 

6.3. 停车管理机制：加强停车管理意识，政府企业合作 

首先，政府自身加强对静态交通的认识，意识到停车管理的重要性，把停车管理系统纳入城市规划

之中，政府还应该加快公共交通系统的建设，完善公共交通的普及，使市民出行更加便利。 
其次，政府由于建设资金的短缺，可以将停车场事业外包给企业，建立激励机制，鼓励社会资本通

过特许经营等方式参与公共停车场的投资建设运行，按类型给予公共停车场项目一定的专项补助资金，

鼓励企业事业单位、居民小区的停车场在满足相关规范要求的前提下对外开放并取得一定收入，从而减

轻政府负担，企业也应该承担起企业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对城市管理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最后，政府还应加强对公民的素质教育，倡导低碳绿色出行，加强法律法规的宣传，加大乱停乱放

的惩治措施，减少违规停车的现象，从而规范停车管理，公民应该自觉规范停车，并对乱停乱放现象进

行监督举报。 
基于协商民主，实现政府、企业与社会各界的多方互动，形成合作局面，共同进行停车管理活动。 

6.4. 停车管理功能：提高停车管理的供给和信息技术水平 

政府应该提高停车设施建设提供的效率，准确地把握停车需求与供给之间的平衡关系，而且对停车

设施的建设应该多样化，如地上停车楼和地下停车库等，在有限的土地资源上建设更多的停车设施，实

现停车管理的有序性，保证停车设施公共物品和服务的有效供给。 
政府在完善公共交通系统出行的同时，也要发展城市换乘系统的建设，在市中心以外的地区建立换

乘系统，缓解城市中心的交通压力和停车难问题。通过对公交车站、地铁站、轻轨站等地理位置的合理

思考，在适当的地方建立换成系统，同时设置相对便宜合理的收费政策和换乘优惠政策，减少去往市中

心的车辆数量，减少交通的负担。 
加快停车场信息化和城市停车诱导系统的建设，在城市道路上对需要停车的车辆进行诱导，在停车

场的各个出入口对进出车辆进行数据采集，使需要停车的车辆能够迅速知道这个停车场是否有停车位空

缺以及准确的地理位置。 

7. 结语 

城市停车管理是城市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城市发展亟需解决的问题，寻求改善停车问题的对

策，需要明确分管部门，厘清政府职能，实现多元主体共同管理；建立健全法律法规，加强停车管理意

识；政府企业合作，提高停车管理的供给和信息技术水平，进而提升智慧城市治理水平，深入研究城市

停车管理问题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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