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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主城区桥下空间公共停车场规划探讨

曾丽 程坦

(重庆市交通规划研究院，重庆 400020)

【摘 要】:通过分析国内外相关城市利用桥下空间设置公共停车场的经验，结合重庆实际，提出重庆利用桥下空

间设置公共停车场的规划原则，并进行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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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机动车数量快速增长，“停车难”问题也日益加剧。如何有效利用城市宝贵空间合理规划

停车设施也倍受关注。本文结合重庆山地滨水城市特点，重点探讨如何利用桥下空间规划建设公共停车场，缓解城市停车压力。

2 国内相关城市利用桥下空间设置公共停车场的经验分析

2.1 日本

日本早在 1985 就开始利用高架桥下的空间设置停车场，利用比例高达 60%以上，有效提高了土地集约化利用程度。日本桥

下空间停车场大多设置在住宅､公共建筑(如学校､图书馆等)､商业等人流密级､车流量较大､土地利用强度高的区域。同时对桥下

空间的净空､面积有一定要求，如东京中村高架桥停车场净空高度为 4.5m。停车场利用辅道设置出入口，但又不影响辅道车辆通

行。在运营方式上大多采用无人管理､自助缴费的方式，最大限度的提高运营效率。

2.2 上海

上海利用高架桥桥下空间设置公共停车场主要考虑四个方面:一是设置在停车需求较为集中的居住区､学校､医院等行人､车

流集聚区域及郊区新城。二是停车设施与轨道交通配套､重点设施配套的需求相结合。三是桥下空间要满足安全､使用和管理条件。

四是配置智能识别系统和公共重点设施。

3 重庆利用桥下空间设置公共停车场的规划原则

通过总结国内相关城市利用桥下空间设置公共停车场的相关经验，同时结合重庆的实际情况，重庆利用桥下空间设置公共

停车场除了满足《建筑工程交通设计及停车库(场)设置标准》的相关要求外，还需考虑以下要求:

(1)具有良好的地形条件。地势相较平坦，地形高差不能太大，便于投入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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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满足净空高限制。桥下停车场的选址上应考虑桥下净空较大，至少大于或等于 2.2m，以确保小型车辆出入桥下时不至于

对桥梁造成危害。

(3)停车场周边住宅密集､商业较多，停车需求较大。

(4)停车场的选址与轨道交通的规划和建设相结合，接驳轨道交通，服务 P+R 停车。

(5)桥下停车场的选址还得考虑周边交通条件。既能与周边道路衔接良好，便于停车场的交通组织和车辆集散，还不得对周

边的交通产生较大的冲击和影响。其出入口的设置应避开交叉口､主干路等重要节点和路段，出入口数量应根据周边交通状况以

及停车数量来共同决定，出入口视野良好。

(6)重庆很多桥下空间紧邻滨江区域，桥下停车场除了满足滨江休闲停车外，还不能影响滨江景观和周边绿地，避免噪声污

染和空气污染。

(7)在运营管理方面，注重停车标识和信息引导，最好采用无人管理､自助缴费的方式，提高运营效率。

4 重庆利用桥下空间规划公共停车场案例分析

重庆嘉陵江嘉华大桥桥下空地共计 1 处，位于嘉华大桥南桥头，是滨江路与桥头立交之间的桥下空间，地势平坦，面积约

4670m
2
，现状为桥下空地，规划为桥下空间和部分公园绿地。

4.1 停车需求预测及公共停车场规模估算

从现状来看，该地块周边 400 米范围内有停车泊位 1045 个，其中配建停车场 1 处，共 1023 个泊位，路内停车场 1处，共

22个泊位，暂还没有设置公共停车场，停车需求较大。随着未来城市和商业的发展，停车压力还会不断增加，主要表现在以下

4个方面:(1)周边紧邻的商业､商务建筑体量大；(2)紧邻滨江路，滨江美食街等吸引大量客流驱车前往；(3)随着周边轨道站的

建设，P+R 停车需求随之增长；(4)紧邻居住区。

根据需求吸引率法，对该片区的停车需求进行预测:

R:住宅建设规模 B:公共建筑建设总规模(主要指办公商业)；

kr:单位面积住宅车位需求率，一般取值 1.0 车位/100 平方面积；

kb:单位面积公建车位需求率，一般取值 1.0-1.2 车位/100 平方面积。

综合考虑居住､商业､办公等，该片区总停车需求为 9388 泊位，按照“配建停车为主､公共停车为辅､路内停车为补充”的停

车结构，公共停车作为停车设施的辅助手段之一，可占停车位总量的 8%-10%，本案例按 10%取值，则公共停车需求为 939 泊位。

现规划有公共停车场 2 处，可提供约 520 停车泊位，则该桥下停车场可按约 400 泊位进行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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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交通条件

该地块现状道路已按规划建设，未来周边交通变化较小。同时，依靠瑞天路可实现地块与外部道路的联系，利用企业天地

内部道路可实现地块与滨江路的联系，该地块与周边的交通可达性良好。

4.3 停车场规划方案

4.3.1 功能定位

结合地块周边情况及停车需求，该公共停车场重点考虑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服务周边商业､商务､办公停车需求；二是随着轨

道建设的推进，服务轨道 P+R 停车；三是地块靠近嘉陵江滨江休闲区域，服务滨江休闲停车。四是该地块周边规划大量绿地，

公共停车场的设置不得影响绿地功能。

4.3.2 交通组织

良好的交通组织不仅可以为出入停车场的车辆提供高效服务，同时也可最大程度减少因停车场设置而产生的交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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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根据停车场的规模合理确定出入口数量，在两侧辅道各设置一个出入口。

(2)桥下停车场出入口位置避开了交叉口和滨江主干路，对周边的交通干扰较少，同时紧邻周边商业，充分考虑与出行吸引

源的关系。

(3)通过瑞天路进行交通组织，服务停车场与周边商业和滨江路的联系。

4.3.3 近远期建设方案

近期可利用桥下空间建设平面停车场，周边辅以绿化，可提供停车泊位 160 个。远期可结合停车需求发展，建设机械停车

设施(2 栋)，扩大停车供给，可提供停车泊位约 400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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