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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市停车规划与管理对策分析

刘伟东ꎬ伍宜秀ꎬ纪良红

(沈阳建筑大学交通工程学院ꎬ辽宁 沈阳 １１０１６８)

摘　 要:结合当前沈阳市停车规划管理的基本情况ꎬ针对停车场规划、停车位配建、
停车管理以及高新技术实际应用中存在的问题ꎬ对沈阳地区停车规划进行了分析ꎬ
根据沈阳市政府停车规划的相关文件ꎬ提出了关于沈阳市停车规划管理的对策和

方法ꎮ 同时ꎬ为了给停车场规划建设提供理论支持ꎬ对沈阳市停车需求进行了预

测ꎬ给出了 ２０２０ 年沈阳市高峰停车泊位总需求估算值ꎬ预测了 ２０２０ 年沈阳市停车

场以及停车泊位严重紧缺的情况ꎬ最后ꎬ针对沈阳市停车规划管理方面存在的问

题ꎬ提出了共享资源、错峰停车ꎬ智能管理、诱导停车ꎬ科学用地规划、加快建设等建

议ꎮ

关键词:停车规划ꎻ停车需求ꎻ车辆预测ꎻ智能管理

中图分类号:Ｕ１２１　 　 　 文献标志码:Ａ

　 　 合理的城市停车场规划对保证交通通行

顺畅、优化城市居民的出行方式起着重要的

作用ꎮ 随着机动车对停车泊位需求量的增

长ꎬ现有的停车规划措施已经不能满足出行

者的出行需求ꎬ这就对城市停车规划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１ － ３]ꎮ 目前ꎬ我国多数城市的停

车设施建设难以跟上停车需求的发展ꎬ进而

导致了各种违规停车的现象ꎬ给正常的交通

运行带来巨大的干扰ꎬ造成交通拥堵甚至导

致交通瘫痪ꎮ 因此ꎬ有必要进行合理的停车

规划ꎬ在满足合理停车需求的同时ꎬ还居民一

个安全顺畅的出行环境[４]ꎮ

一、沈阳停车情况相关介绍

１.沈阳车辆保有及停车泊位情况

沈阳市是辽宁省的省会ꎬ是东北地区经

济、文化、科技、商贸、金融、交通的中心ꎬ下辖

９ 个区ꎬ分别是铁西区、皇姑区、沈河区、和平

区、浑南区、大东区、沈北新区、于洪区和苏家

屯区ꎮ 目前ꎬ沈阳市中心城区停车场建设分

布情况如图 １ 所示ꎮ

图 １　 沈阳市中心城区停车场数量统计图

　 　 据沈阳市城乡建设委员会(以下简称为

市建委)统计ꎬ截止到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底ꎬ沈阳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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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停车泊位总数量为 ９６ 万个(包括配建)ꎬ
其中ꎬ小区配建及小区内部停车位数高达 ７３
万个ꎬ路内公共停车场停车泊位数为 ９ 万个ꎬ
单位配建停车泊位数为 ８ 万个ꎬ路外公共停

车泊位数为 ６ 万个ꎮ 而沈阳市机动车保有量

约 １８８ 万辆ꎬ加上外地在沈车辆 ２０ 万余辆ꎬ
沈阳市机动车总量至少 ２０８ 万辆ꎬ其中ꎬ在城

市通行的车辆约 １６０ 万辆ꎬ而城市停车泊位

共计 ９６ 万个ꎬ停车泊位缺口约为 ６４ 万个ꎮ
根据«城市停车设施规划导则» [５]ꎬ当城市人

口规模大于 ５０ 万ꎬ机动车停车泊位供给总量

与城市汽车保有量比值为 １ １ ~ １ ３ 时ꎬ设置

较为合理ꎮ 目前ꎬ沈阳市汽车保有量远远高

于现有的停车泊位数ꎬ供需矛盾突出ꎬ且已存

在了相当长的时间[６]ꎮ
停车规划问题不仅影响着城市交通的运

行ꎬ而且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ꎮ
因此ꎬ从城市交通大系统以及整体停车系统

的角度出发ꎬ规划一定数量的停车泊位ꎬ规范

停车秩序ꎬ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停车难的问题

显得尤为必要[７]ꎮ
２.沈阳市停车问题分析

(１)停车规划方面ꎮ 目前ꎬ沈阳地区停

车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供需不平衡ꎬ机动车

保有量增长迅速ꎬ停车泊位总量与机动车保

有量比值为 ０ ５１ꎬ没有达到规划要求的最低

标准(比值为 １ １)ꎬ许多车辆不能停到规划

的停车场中ꎬ面临着停车难的问题ꎮ
近几年ꎬ沈阳城市化进程加速ꎬ周边大量

人口不断涌入ꎬ但是在城市早期规划时并未

充分考虑建筑物的停车设施配建要求ꎬ停车

规划不够长远ꎬ使得沈阳近年来的停车问题

愈发严重ꎮ 据统计ꎬ沈阳市太原街有停车场

５６ 处ꎬ停车泊位 ４ ３０５ 个ꎮ 作为人流量与车

流量均比较大的商圈ꎬ太原街每天的客流量

可达 ４０ 万人次ꎬ而此处地铁公交较为发达ꎬ
按保守估计ꎬ每 ５０ 人中有 １ 人开车购物ꎬ计
算可知每有８ ０００辆车涌入ꎬ停车位缺口超过

３ ０００ 个ꎬ出行者无法得到优质的停车服务ꎬ
且过多的车辆会导致交通拥堵问题的产生ꎬ
停车需求得不到满足ꎬ形成恶性循环ꎮ

(２)停车配建方面ꎮ 配建的停车场主要

是为了满足主体建筑用户的停车需求ꎬ与主

体建筑物的距离决定着出行者的出行方式和

生活质量ꎬ所以不宜设置太远ꎬ一般控制在

１００ ~ １５０ ｍ[８]ꎮ 一些老旧小区ꎬ尤其是 １９９５
年前建设的住宅、临街建筑物ꎬ由于当时低估

了经济发展的速度水平及机动车保有量的发

展态势ꎬ忽略了机动车的停放问题ꎬ没有配建

机动车停车场ꎬ且小区中道路狭窄ꎬ机动车只

能就近选择楼体周围不大的空地及道路两侧

停放ꎬ事故率上升ꎬ影响道路交通的运行效

率[９]ꎮ
随着沈阳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和汽车保有

量的急剧增加ꎬ１９９８ 年颁布的关于停车规划

问题的法规和标准已经不能适应当前停车需

求的变化ꎬ停车设施建设与道路建设不匹配ꎬ
且缺乏及时有效的应对策略ꎬ因此ꎬ造成建筑

物配建停车设施供应匮乏ꎬ不能满足机动车

停放的实际需求ꎮ
根据已有的研究可知ꎬ当建筑物配建停

车位数量占总停车泊位数的 ７５％ ~ ８５％ 时ꎬ
最为合理ꎮ 目前ꎬ沈阳市机动车较多ꎬ停车需

求较大ꎬ多数城区建筑物的配建停车位数量

低于配建要求ꎬ居民的停车需求得不到满足ꎮ
而城市可利用的土地资源有限ꎬ限制了公共

停车场建设ꎬ使得城市的停车规划难以推进ꎮ
(３)停车管理方面ꎮ 目前ꎬ沈阳停车场

的管理存在较多问题ꎬ如管理不够规范、标准

不够统一、服务不够周全ꎬ体现在停车收费的

随意性大、停车环境及安全性差强人意、停车

经营监管机构责任不明确、停车管理不够系

统等问题ꎬ间接地影响着出行者对停车区域

的选择ꎬ从而影响了停车场的收益ꎮ 而停车

规划建设经费过少ꎬ无法提供更优质的停车

服务ꎬ这样往复循环ꎬ影响恶劣ꎮ 其次ꎬ停车

费的收取应合理ꎬ不合理的停车收费制度也

会造成停车矛盾ꎮ 沈阳市管理部门根据停车

供需矛盾及地区繁华程度ꎬ实行差别化收费ꎬ
引进累进加价制度ꎬ对地下停车场的收费没

有具体统一的停车收费标准ꎬ收费标准由商

家自定ꎬ一般定价为 ３ ~ ５ 元 / ｈ[１０]ꎮ 过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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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车费会起到反作用ꎬ由于收费标准过高ꎬ出
行者不愿支付高额的停车费用ꎬ将车辆随意

停放在路边、胡同等ꎬ进而加剧了交通的拥堵

程度ꎮ
(４)高新技术停车应用方面ꎮ 城市的发

展情况决定着高新技术的应用情况ꎬ相比国

内其他大城市ꎬ沈阳在停车方面的高新技术

还是比较落后的ꎮ 由于沈阳多数停车场仍为

传统的停车规划ꎬ且缺乏智能化停车设施建

设ꎬ智能的停车管理方法很少得到应用ꎬ停车

规划被局限在一定范围内ꎬ无法最大程度上

优化停车系统ꎬ停车泊位增长趋势低于机动

车的增长趋势ꎬ停车缺口将会越大ꎮ 特别是

在车流量较大的公共服务单位及繁华商业

区ꎬ由于土地资源有限ꎬ车辆流入数量过大ꎬ
停放困难ꎬ并且影响着城市交通的运行ꎬ亟需

在实际中应用高新技术ꎮ

二、沈阳停车需求预测

停车需求预测旨在为规划停车场泊位提

供依据ꎬ目前ꎬ应用比较普遍的模型有增长率

模型、交通密度模型、生成率模型等ꎮ 笔者采

用数据较为容易获得、模型参数较为简明的

增长率模型来预测沈阳市停车需求总量ꎮ 模

型计算公式为

Ｐｎ ＝ Ｐ０ × (１ ＋ ｉ) ｎ

式中:Ｐｎ 为预测年的停车需求ꎬ辆 / ｄꎻＰ０ 为

基年的停车需求ꎬ辆 / ｄꎻｉ 为增长率ꎬ％ ꎻｎ 为

预测年限ꎮ
沈阳市机动车数量不断增加ꎬ因此ꎬ需对

未来年的停车需求进行预测ꎬ２０１３—２０１６ 年

沈阳市汽车保有量状况如表 １ 所示ꎮ
表 １　 ２０１３—２０１６ 年沈阳市汽车保有量状况表

年份 民用汽车保有量 / 万辆 民用汽车保有量增长率 / ％

２０１３ １２５. ３ １１. ０
２０１４ １４５. ５ １６. １
２０１５ １６４. ５ １３. ０
２０１６ １８８. ０ １４. ３

　 　 注:数据来源于历年沈阳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

公报ꎮ

　 　 由表 １ 可知ꎬ近 ４ 年沈阳市民用汽车增

长率在 １１％ 以上ꎬ虽然汽车保有量不断上

升ꎬ但其上升趋势有所减缓ꎬ考虑到未来沈阳

市将大力发展公共交通事业ꎬ公交线网密度

将进一步提升ꎬ公交出行更加方便快捷ꎬ汽车

增长率会有所下降ꎬ故不能直接采用 １１％ 的

增长率来预测沈阳市未来年汽车保有量ꎬ根
据国际经验ꎬ结合机动车数量的增长趋势ꎬ同
时参考沈阳市社会经济发展水平ꎬ通过综合

分析ꎬ取汽车保有量增长率为 ｉ ＝ ５ ５％ ꎬ以目

前沈阳城区通行车辆数 １６０ 万为基数ꎬ以
２０２０ 年城市通行车辆为例ꎬ计算未来特征年

的沈阳城市通行车辆数ꎮ
Ｐ２０２０ ＝ １６０ × (１ ＋ ０ ０５５) ４ ＝ １９８ ２ 万辆

按照停车泊位数与汽车保有量比值为

１ １ 计算(选取比值最小)ꎬ２０２０ 年沈阳市高

峰停车泊位总需求估算值约为 ２１８ 万个ꎮ 这

与目前的 ９６ 万个停车泊位相比ꎬ停车场或停

车泊位严重不足、缺口巨大ꎮ 因此ꎬ要科学地

规划建设停车设施并加强管理ꎬ需在建筑物

自身配建基础上改建扩建ꎬ补充原建筑物配

建不足的差额ꎬ做好关于停车场用地规划及

管理等相关工作ꎮ

三、停车设施发展供给策略

从市建委公布的全市公共停车场规划建

设情况可知ꎬ目前ꎬ全市开工建设停车场项目

７０ 处ꎬ增加停车泊位 １５ ３００ 个ꎬ据介绍ꎬ重点

区域范围包括金廊地区、太原街地区、中街地

区、五爱地区、南塔地区、北行地区、铁百地

区、奥体地区等ꎬ其中包括立体停车场 ２５ 处ꎬ
不仅使土地资源得到了极大利用ꎬ而且在一

定程度上也缓解了城市中心的停车难问题ꎮ
规划预计在全市三甲医院周边以及地铁车站

周边 ５００ ｍ 以内新建更多的公共停车场ꎮ 近

两年ꎬ沈阳市每年停车位的数量增长在 ２ 万

个左右ꎬ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停车难问

题ꎬ但是不能“根治”停车问题ꎬ还需要进一

步对城市交通进行规划与管理ꎮ
１.停车设施用地规划方面

停车规划需要一定数量的土地作为停车

设施用地ꎬ用于建设与管理ꎮ 针对沈阳市区

土地资源有限、用地不足等问题ꎬ需灵活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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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置土地、城市内部的“边角空间”以及城市

的地下空间ꎬ提高停车泊位的配建比例ꎮ 停

车区域的土地选择需要考虑路网结构、交通

流量、周边重要机构数量、区域繁华程度等多

个因素ꎬ并不仅仅考虑某点的停车问题ꎬ而是

要对各项指标进行分析评价ꎬ确定规划的最

优区域ꎬ若最优区域没有在储备土地中ꎬ可以

考虑征用土地进行建设与管理ꎮ
２.停车标线规划方面

城市停车规划中ꎬ停车标线对车辆起到

了引导作用ꎬ能引导车辆有序停放ꎮ 合理的

停车标线规划可以协调城市资源和土地利用

之间的关系ꎬ因而要充分利用城市土地ꎬ合理

地进行标线规划ꎮ 同时ꎬ车位规划尺寸过大

会造成土地资源的浪费ꎬ尺寸过小则不能满

足车辆停放需要和保证车辆行车间距ꎬ车辆

间容易形成刮蹭事故ꎬ因此标线的规划需要

满足国家标准ꎮ 停车标线颜色的区分要清

晰ꎬ结合实际情况进行白、黄、蓝车位的划分ꎬ
确保驾驶员可以快速了解车位的性质ꎮ
３.停车设施建设方面

要根据不同的停车需求、不同的土地性

质来选择机动车停车设施建设的方式ꎬ对于

土地资源紧缺、停车需求较大的区域ꎬ可以考

虑建设容量大、占地小、空间利用率高、存取

车快捷方便的机械式立体停车场ꎮ 目前ꎬ沈
阳已建成 ６４ 处立体停车场并增建了智能停

车设施ꎬ大大增加了土地资源利用率ꎮ 为了

更好地吸引社会资本投资ꎬ市建委制订了

«关于鼓励利用自有用地设置机械式立体停

车设备的办法»ꎬ鼓励事业单位和个人利用

闲置或零散场地灵活设置机械式立体停车场

设备ꎬ对于“平改立”的停车场改造免除相关

手续和土地费ꎬ简化了审批程序ꎬ大大提高了

立体停车场建设投资的吸引力ꎬ促进了立体

机械式停车场建设的快速发展ꎮ
４.停车运营管理方面

停车规划及建设完成后ꎬ需要进行必要

的停车运营管理ꎮ 近年来ꎬ沈阳市在不断增

建停车泊位的同时ꎬ也加强了停车的运营管

理ꎮ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 日开始施行«沈阳市停车

场管理设施»ꎬ使停车规划与管理更加符合

市民的停车需求ꎬ政府还出台了鼓励车位资

源错时共享的政策ꎬ并在铁西区小北一路沿

线开展并落实ꎬ取得了良好的效果ꎬ位于商圈

内的纺织城、万达、星摩尔和宜家家居配建的

停车位较多ꎬ且商圈附近小区较多ꎬ通过实行

错时共享ꎬ夜间可提供 ７ ０００ 多个闲置停车

位ꎬ实行有偿开放ꎬ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停车

难问题ꎮ

四、沈阳市停车规划对策建议

１.科学规划用地ꎬ加快建设

沈阳市土地资源有限ꎬ不能无限制地扩

建停车场ꎬ在加强停车基础设施的改进和建

设外ꎬ仍需大力发展城市公共交通ꎬ切实解决

城市停车难问题ꎮ 在停车系统规划方面提出

了分区域供给差别化政策ꎬ建立起以配建为

主 (约占 ８０％ )、 公共停车场为辅 ( 约占

１５％ )、路内停车场作补充(约占 ５％ )的停车

供应体系ꎬ停车发展分区情况如图 ２ 所示ꎮ
不同区域的停车发展规划政策不同ꎬ沈阳三

环外区域宽松供给ꎬ二环至三环城区适度供

给ꎬ二环内控制供给ꎮ

图 ２　 沈阳市停车发展分区图

　 　 同时ꎬ还应该合理利用城市主城区闲置

土地ꎬ新建或者扩建停车场ꎮ 根据沈阳市规

划局和市建委的统计ꎬ目前沈阳的闲置地块

都用作停车场建设能够增加 １ ５ 万个停车泊

位数ꎮ
随着沈阳地铁九号线、十号线及四号线

的修建ꎬ越来越多的市民出行选择地铁出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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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鼓励市民选择公共交通出行ꎬ沈阳应该

在靠近轨道交通始发或终点站处规划出换乘

类(Ｐ ＋ Ｒ)停车场[１１]ꎮ 市民早晨上班时可将

车辆停放在停车场内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到

达工作地点ꎬ晚上下班再回到停车场取回车

辆回家ꎮ 采用这种换乘模式出行不但能减缓

城市中心区的交通负荷和停车压力ꎬ也可为

车主节约了出行成本ꎮ
２.增建立体停车场ꎬ提高空间利用率

为了合理利用城市空间资源ꎬ沈阳市根

据各区区域规划特点及空间资源分配情况ꎬ
针对一些商业繁华路段ꎬ根据需要改建停车

场ꎮ 为了提高土地利用效率ꎬ可在高架桥、广
场、公园等市政设施的下部空间建设停车容

量大、占地面积小的机械式立体停车设施ꎬ如
双边堆垛式立体停车设备ꎬ建成后较平面停

车场可增加一倍以上的泊位数量ꎬ来实现空

间资源的全方位利用ꎬ缓解周边停车难的问

题ꎮ 这项建议在此前规划和平区三好街、太
原街等地时已有提出ꎬ可以随停随取ꎬ操作简

单ꎬ节省用时ꎮ 为了保证立体停车场的利用

率ꎬ政府应加大补贴力度使立体停车场的费

用降下来ꎮ
３.共享资源ꎬ错峰停车

目前ꎬ北京、杭州、南京、武汉等城市已经

率先开展了错峰停车政策ꎬ出台了停车资源

共享相关的地方性法规ꎬ通过资源共享使得

未饱和的停车区域得到充分的利用ꎬ提高了

配建区的土地利用率ꎬ减少了车辆在停放上

对公共停车场的依赖性ꎮ
要使停车位共享落实到实际中ꎬ还需要

各个机关单位的协调与配合ꎬ首先需要对配

建单位及居住区配建情况进行调查分析ꎬ划
分资源等级ꎬ同时ꎬ鼓励单位、机构、社区等响

应国家政策ꎬ将街区对外开放ꎬ支持错时停车

的策略ꎮ 政府还可以制定相关政策鼓励政府

机关、企事业单位、高等院校、服务场所等地

的停车场实施资源共享ꎬ引导公共停车场在

夜间及非工作日对外开放ꎬ充分利用现有的

停车资源ꎮ
对于没有物业管理的小区ꎬ可以采取自

管自治的方式ꎬ由政府组织相关部门对弃管

小区进行建设和改造ꎬ设置门禁、监控、施划

停车泊位ꎬ组织人员管理停车场ꎬ可对停放车

辆收费ꎬ用于人员开支和设施维护ꎻ而单位、
重要机构等往往已经具备了自管自治的条

件ꎬ实行停车位对外开放的管理措施时更容

易ꎮ 相关的交通管理部门要统一指导ꎬ开展

有针对性的交通组织和规划ꎬ建立起一支专

业的停车管理队伍ꎬ落实静态交通的自管自

治责任ꎮ
４.智能管理ꎬ诱导停车

路内停车场可以采用在我国南方地区使

用较多的咪表(电子计时表)管理ꎬ咪表平台

实现了泊位数据共享ꎬ具有自动化、智能化、
管理成本低的优点ꎮ 咪表是计时收费的设

备ꎬ使用咪表需要刷卡结算ꎬ因省去了现金结

算的找零环节ꎬ效率高ꎬ也减少了管理人员的

开支ꎮ 计时一般以 ３０ ｍｉｎ 为计费单元ꎬ临时

停车收费低廉ꎮ 为了提高使用效率ꎬ可以将

咪表设置为夜间至次日凌晨停车位免费ꎮ
停车智能系统利用车辆检测技术、ＧＰＳ

导航技术ꎬ结合停车详细情况的大数据信息ꎬ
对周边停车场的空闲泊位进行查询ꎬ根据停

车场的距离、泊位空闲数、停车收费价位、道
路拥堵情况进行对比ꎬ选择并预定最优的停

车场[１２]ꎮ 还可嵌入导航功能ꎬ规划合理路

径ꎬ减少车主在找寻出入口绕行的距离ꎬ停放

完毕可以定位停放地点ꎬ减少寻车时间ꎮ 驶

出停车场后ꎬ利用视频智能识别技术自动计

算缴费金额并使用多种支付平台结算ꎮ 停车

智能化管理系统大幅度提升了城市停车位的

利用率ꎬ有效地减少了出行者停放车辆的时

间ꎬ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停车的供需问题ꎮ

五、结　 语

笔者对沈阳市目前的停车问题作了分

析ꎬ对未来年(２０２０ 年)的停车需求进行了预

测ꎬ并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建议与对策ꎮ 而城

市的停车规划与管理是一项较为复杂的工程

问题ꎬ涉及的方面较多ꎬ不能仅采用简单的措

施ꎬ需将先进的技术与停车基础设施相结合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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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停车场的规划、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停车

管理各个方面进行完善ꎮ 同时ꎬ还需要配套

的政策来支持产业的发展ꎬ促进停车管理与

社会经济发展相协调ꎬ因而必须站在社会发

展战略的高度上来解决沈阳市的停车问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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