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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山市中心城区停车设施规划研究 

赵杭露
1
 唐志波 李 涛 郎 英 

（浙江海洋大学，浙江舟山 316000） 

【摘 要】随着“中心城市现代化，本岛城乡一体化，主要大岛城镇化”建设方针的提出，舟山市城市化建设进

入了一个新的快速发展期，城镇区域不断扩大，城市人口集聚能力不断加强。急剧增加的人口带来了新的发展活力

促进了机动化的发展飞速提升，但也同时带来了新的问题-停车难、抢车位风险以及其他的不良影响。本文以舟山

中心城区停车设施规划为例进行研究，并针对现状停车热点区域，制订有针对性的停车改善对策，为重点地区近期

停车改善提供规划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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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舟山旅游业的发展，各地旅客自驾游数量急剧增长，对舟山的交通现状带来很大的冲击，车辆的停放问题成为

当下的一大难点。由于当前城市停车供求设置不合理造成资源浪费，因此深人地了解舟山中心城区现状停车设施情况，探究合

理的停车设施布局和实时政策的改善和提升对促进交通和人居环境的健康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本文在综合考虑

现状问题及未来我市停车发展态势的基础上，借鉴国内外大城市停车政策发展的成功经验，运用停车需求模型，评估满足停车

政策目标下的现状和规划年度的停车供需平衡情况，确定不同区域停车供需缺口；并针对现状停车热点区域，制订有针对性的

停车改善对策，为重点地区近期停车改善提供规划指引。 

1 舟山市停车设施现状 

1.1老城区有车无场，停车位紧张，违章停车量大 

定海、沈家门老城区以及东港一期的居住区，这些早期建成的住宅小区，由于执行的配建标准较低，规划配套的停车位跟

不上车辆的增长速度，居住区附近大量车辆停放在周围道路的人行道或非机动车道，甚至阻碍消防通道，危及消防安全。 

1.2老城区公共停车场普遍规模小，无法满足日益增加的停车需求 

老城区的公共停车场一般都是利用建筑间的空地，普遍面积小，数量少，停车容量远远无法满足周围的停车需求，周边的

道路宽度又无法容纳路内停车，造成大量的违章停车，从而导致交通拥堵，事故不断，因而埋下较大的交通安全隐患。新建城

区内大型停车场基本为旅游或商业服务，老城区居民的停车问题却因为土地财政等原因迟迟未能有对策。 

1.3空空荡荡的停车场，胡乱停放的马路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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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新建公共停车场都位于办公区或商业综合体内，基本都存在白天运行饱和，夜间较为空闲的现象。由于停车诱导系

统不够完善、停车收费不合理、执法力度不够等原因，个别商业综合体还存在地下停车场空空荡荡，周边道路上却有大量的违

章停车的现象。 

2 舟山中心城区停车设施需求分析 

笔者根据地下停车场空空荡荡，周边道路上却有大量的违章停车的现象，参考周边城市，同时结合舟山中心城区的现状与

经济发展水平，将 2030年舟山中心城区停车供给比例定为：停车协调区，配建停车：路外公共停车：路边停车为 80%:15%:5%。

停车控制区，配建停车：路外公共停车：路边停车为 80%:12%:8%。由于《城市道路交通规划设计规范》是 1995年颁布实行的，

现在的机动化水平已经远超当时的预测水平，规划中的规定值已经难以适应目前快速发展的机动化需求，从当前的城市机动化

水平发展分析，城市公共停车设施的用地面积宜按照城市人口每人 1.3-1.5 平方米计算。2030 年规划人口 130 万人，取 1.4 平

方米计算，故预测需 4.8 万个公共停车位。由此可见当前舟山中心城区现有停车位规划不合理，急需引导人们公交先行，倡导

绿色交通，减少小汽车出行量，促进动静态交通平衡。 

3 停车设施规划目标与策略 

3.1规划目标 

从各大城市停车发展经验来看，停车政策必须与城市整体交通发展政策相一致。因此，笔者在我市“交通一体化政策、交

通先导政策、公交优先政策、引导小汽车合理使用政策、提升交通软环境政策”整体交通发展政策指导下，提出规划目标如下：

制定与整体交通发展政策的目标相一致的停车政策，合理增加停车供给，保证基本需求，使机动车使用者负担合理的停车设施

使用成本，引导人们采用绿色交通出行，促进动静态交通平衡，改善城市公共空间环境和消防安全。 

3.1.1引导人们选择合理的交通出行方式，加重公交先行在行人心目中的主导地位，保障公共交通在城市公交系统中的主体

地位。如果人们更多的采用小汽车出行，城市公交分担率将会显著下降，交通方式结构将向小汽车交通方式转化，人们的停车

需求也难以满足。因此停车政策应引导人们选择合理的交通出行方式，保障轨道等公共交通在交通方式中的主体地位，减缓小

汽车的增长速度。 

3.1.2控制城市交通拥挤区域的交通需求，保障城市动静态交通平衡。停车政策还将直接影响城市动静态交通的平衡，随着

静态停车位供应的增加，小汽车出行将增多，道路私家车占有率将大大提升，对城市的动态交通形成冲击。一味地增加某些区

域的停车位只会打破城市动态交通平衡，导致特定区域内小汽车数量剧增，从而发生交通堵塞等现象。反之如果停车位设置不

足，将导致车辆无车位可停，从而造成路段违章停车现象。因此停车政策应引导交通拥挤区域内停车位的合理提供，控制拥挤

区域的交通需求，保障动静态交通的平衡。 

3.2规划原则 

3.2.1可持续、长效原则。成功的停车问题对策应有两个特点：一是能贯彻到底，发挥作用；二是有长效，标本兼治。停车

问题对策的制定，不能就事论事、只顾眼前，必须远近结合、通盘考虑、抓住根本、注重实效，这样才能促进停车设施规划建

设管理良性循环的形成，才能掌握主动。一个可操作、有实效、长效的停车问题综合对策是我们所需要的。应研究解决“停车

难”的长效机制，确保小汽车增长与停车位增长动态平衡。有一些停车难的居住地利用绿地和空地增加了车位，但根据最新的

停车调查，这些居住地又出现了新的停车难问题。所以一味地通过简单的增加供应无法长期解决停车难问题。 

3.2.2分类差别原则。在停车政策目标的指导下，本文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引人了停车分类供应和区域差别原则。分类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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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按照用地类型的不同将停车需求分为居住停车、工作停车、商业停车和公共停车四类，根据每一类停车需求对整体交通系

统的不同影响，制订不同的停车位供应政策，基本满足居地停车，严格控制区域的工作地停车，适度控制公共停车，在满足必

要的停车需求保证社会经济繁荣发展的同时，对无序增长的停车需求进行适当的调控。 

3.2.3分区差别原则。分区差别原则是国内外大城市普遍采用的控制核心区域停车需求的有效手段，具体是根据不同区域的

公交发达程度、道路网容量和轨道站点的分布情况，对各类停车位的规划、建设、管理和收费采取不同的政策和措施，从空间

上调控停车需求的分布。 

3.2.4市场化原则。由于停车设施缺口大，难以完全由政府来投资建设市场是配置资源最有效的手段，通过政策杠杆，促进

引导市场途径解决停车问题，是国外走过的一条成功经验。停车设施面广量大，不可能完全由政府来投资建设，而要全面促进

停车设施的建设，必须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尊重市场规律，使建设经营者有利可图，这样才能吸引社会上的闲散资金投资停

车设施建设，实现停车设施建设“民营化”。市场是配置资源最有效的手段，政府应转变观念，摒弃那些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过

时的做法，加强对市场的引导，使交通收费的价格反映全部社会成本。 

3.2.5—体化原则。从现状停车分析可以看出，造成目前我市停车问题的原因，绝不能简单归结为停车位供应不足的问题，

而是涉及到停车规划、建设、管理和收费等多个方面。因此停车政策还应是规划、建设、管理和收费相协调统一的一体化的政

策。 

3.3规划策略 

3.3.1多方式提高供给能力，保证基本需求。（1）老城区由于用地紧张的情况，可采用立体或地下停车等多种方式，既节约

用地资源，同时有效增加停车泊位。新城区在保证地面常规停车设施基本达到要求的情况下可根据实际情况考虑采用立体停车，

增加供给能力。（2）公共停车场应按照张的情况，可采用立体或地下停车等多种方式，既节约用地资源 300 泊位，服务半径不

宜大于 300米。（3）强化广场地下空间、高架地面空间等符合土地利用，提升土地利用效率。， 

3.3.2分区、分类差别化供应停车位。停车管理区域的划分是为了更好地制定和执行停车配建指标，将城市划分为若干区域，

分别对各个区域实行不同的配建指标，用需求管理手段，引导车辆在城市空间合理分布。 

3.3.3进一步完善用车停车相关管理和收费政策。（1）进一步加强路内停车管理。在目前警力配备下，难以实现停车严格管

理，应研究通过赋予事业单位协助交通和交警部门开展相应执法职责等方式改善现有的执法方式，并改善执法手段，走高科技、

人性化的管理之路。（2）进一步优化分时、分区差别收费优化收费标准结构，优化调整停车收费标准及收费结构。按照严格控

制区域高于重点控制区域、重点控制区域髙于一般控制区域、路内高于路外、高峰高于平峰等原则，提高非居住区公共停车场

收费标准，居住区停车收费价格保持相对稳定。采用停车时间越长，收费越髙的累进式计费方式。 

4 结论 

本文通过收集整理舟山中心城区各类停车设施的停车位信息数据，在翔实的现状停车调查基础上，分析停车设施发展现状，

发现城区停车现状存在的问题。其次在综合考虑现状问题及未来我市停车发展态势的基础上，借鉴国内外先进的停车经验，通

过对停车需求的预估，评估满足停车政策目标下的现状，和规划年度的停车供需平衡情况，确定不同区域供需要求，并针对现

状停车热点区域，制订有针对性的停车改善对策，为重点地区近期停车改善提供规划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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