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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不对称情况下停车场利用率低的解决方案研究 

——以武汉市为例 

杨璐楠 张皓雯 徐昳哲 向佳慧 周露 

(武汉理工大学,湖北 武汉 430000) 

【摘 要】：随着武汉市机动车保有量的迅速增长，城区内停车位供需失衡，停车位缺口短期难以补齐，停车困

难问题日益突出。面对该现状，缓解停车位供需矛盾不能只依靠扩大增量，也要提高已有停车场的利用率。本文从

信息不对称问题着手，分析其对停车场利用率的影响，并从建设智慧停车场、打造停车场管理信息平台、构建停车

诱导系统、优化智慧停车 APP、推广停错时共享停车五个方面为提高停车场利用率提出了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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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近年来，随着我国汽车保有量的持续攀升，停车位需求迅速增长；而城市停车位建设速度远滞后于汽车保有量的增长速度，

停车位缺口不断扩大，供需矛盾日益加剧。据公安部统计，截至 2020年 6月，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 3.6亿辆，其中汽车保有量

达 2.7亿辆。全国共有 69个城市汽车保有量超过百万辆，31个城市汽车保有量超 200万辆，北京、成都、重庆、苏州、上海、

郑州、西安、武汉、深圳、东莞、天津、青岛 12 个城市汽车保有量超 300 万辆。以武汉市为例，截至 2020 年 9 月底，武汉市

机动车保有量达 350.9 万辆，全市现有停车位 300 余万个，按照 1∶1.2 的停车位配比要求，保守估计停车位缺口超 60 万个。

而武汉市每年推进建设的停车位约 25万个，虽然与现有的机动车增长水平基本持平，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停车位供需矛盾，但难

以补足停车位历史欠债，停车难的问题仍然非常突出。 

与此同时，面对紧缺的停车位资源，我国停车场利用率低的问题显得愈发严峻。资料显示，近年来我国停车场平均利用率

为 49.7%,远低于国外发达国家 60%-80%的利用率水平。在当前加快扩建停车场仍无法补齐停车位缺口的情况下，缓解停车位供

需矛盾不能只依靠增加停车位供给，更要提高已有停车场的利用效率。而停车场利用率低现状的背后是当下的停车信息不对称

问题，对停车场利用率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此时如果可以找到提高停车场利用率的方法，无疑可以缓解停车市场的巨大压力。 

本文将在分析武汉市停车场发展及其利用率现状的基础上，以信息不对称为切入点，深度剖析其成因及对停车场利用率的

影响；进而为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提高停车场利用率，缓解城市停车困难问题提出具有现实参考意义的解决方案。 

1 武汉市停车场发展及其利用率现状 

1.1停车场发展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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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停车场数量增长有限 

近年来，武汉市停车场建设的步伐不断加快，但由于土地资源稀缺，用地成本高，经营收益低，推进过程受到种种阻碍。

武汉市城区内超过 80%的汽车集中在人口密集的中心城区，交通流量大，停车位供需矛盾突出。但中心城区土地资源日趋紧张，

用地制约条件多，特别是一些老旧小区和街道建成时间久远，配建停车场容量小甚至根本没有停车位，停车场规划和改造建设

难度大；加上停车场建设成本高收回投资慢，经济效益不明显，社会资本参与投资的意愿不强，新旧问题叠加给停车场建设带

来诸多困难。因此武汉市停车场建设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效，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停车位供需矛盾，减轻了城市停车压力，但有限

的土地资源意味着停车场数量不能无限增长，高效利用现有的停车场资源成为关键。 

1.1.2停车场智能化和信息化水平低 

随着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发展智慧停车已成为未来的发展趋势，对停车场运营和管理的

智能化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虽然武汉市目前新建了很多智能化停车场，但“小散乱”的传统停车场还是占大多数，停车场设

备陈旧，运营方式和管理手段落后，智能化和信息化水平低的问题普遍存在，不仅影响了停车场运营效率，降低了停车场利用

率，还阻碍了智慧停车 APP 的功能实现。2016 年 9 月，武汉城投停车场企业推出了“武汉停车”APP,截至目前已接入全市 1.5

万个道路车位和数百个停车场 10万个车位的数据信息。但该 APP管理和运营的重点是路面车位，停车场车位实时查询的功能不

完善。这正是因为当前大部分停车场的停车场智能化和信息化水平低，难以实现停车数据联网共享所导致的。 

1.2停车场利用率现状 

武汉市停车场资源存在分配不均衡的现象，在学校、商圈、交通站等人流密集区域附近，停车需求大但停车场稀缺，在高

峰时段一些停车场往往爆满，但也有一些停车场普遍存在利用率低的情况。 

1.2.1停车场全天利用率偏低 

在武汉市各类停车场中，机关、企事业单位、住宅小区等公建配建停车场的全天使用率普遍低于 50%。一方面，这些停车场

大多拒绝外来车辆进入停放，导致大量停车位资源没有得到有效利用；另一方面，随着人员的潮汐式流动，这些停车场在不同

时段的利用率差别较大，且处于空置状态的时段较长，导致其全天利用率较为低下。以武汉市内的单位停车场为例，其利用率

在工作日的白天一般能够达到 60%-80%,夜间或周末仅有 10%左右；而住宅小区的停车场则与之相反，其利用率在夜间能够达到

100%,但在白天仅有 20%-30%左右。 

1.2.2专业停车场的利用率不高 

专业停车场包括大型停车场和智能停车场，这类停车场智能化程度高，管理较为规范，停车收费水平也相对较高，在停车

场市场竞争中不具备价格优势。同时，以立体停车为代表的一类智能停车场虽然曾被认为可以有效提升空间利用率和缓解停车

困难问题，但近几年在武汉市中心城区投资建设和投入使用的智能立体停车场处于“叫好不叫座”的状态，其在建设规划、运

营管理、设备维护、停放安全、便捷程度等方面暴露出的诸多问题使其无法得到广大车主的青睐。目前武汉市有超过 100 个智

能立体停车场，但由于停车场利用率低，管理和维护的费用却比较高，有超过六成的智能立体停车场处于停摆状态。 

1.2.3地下停车场和地面停车场利用率差别大 

在同一片区域，存在地下停车场利用率远低于地面停车场的现象。除了停车收费价格的这一影响因素外，部分地下停车场

地形复杂，缺少停车诱导和指示标识，车主停放和寻找车辆的难度大；而地面停车场在停放便捷程度上优于地下停车场，长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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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来车主养成地面停车的习惯，地下停车场因而受到冷落，整体利用率远低于地面停车场。以武广、中南、光谷三大商业中心

为例，当地下停车场尚有 30%以上的车位处于空余状态时，路面停车场已达到高度饱和的状态。 

2 对信息不对称问题的研究 

2.1信息不对称的概念 

信息不对称指市场经济活动中的各类人员掌握的信息不同，即交易中的人员对有关信息的了解是有差异的，一些人员掌握

了其他人员无法掌握的信息。本文中的信息不对称，就是指停车行业中车主、停车场、智慧停车企业等参与主体所拥有的有关

停车信息的差异。 

2.2信息不对称的成因及影响 

由于当前我国多数停车场还停留在传统的管理和运营模式，整体智能化水平较低，信息相对较为孤立，分散的停车资源和

信息难以进行整合，各个主体之间无法共享停车信息，导致了信息不对称问题的产生，并产生了如下影响。 

(1)在车主与停车场的信息不对称中，停车场先天掌握其停车信息，而车主获取停车信息难度大且非常有限，与停车场拥有

的停车信息是不对称的。受其影响，车主无法获取周边停车场分布及位置、空余车位的信息，寻找停车场的难度增大，错过空

余停车场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停车场资源未能得到合理配置，导致停车场车位利用率低。 

(2)在智慧停车企业与停车场的信息不对称中，智慧停车企业开发的智慧停车产品接入停车场的实时停车信息，作为停车场

向车主传递停车信息的中介，帮助车主便捷地获取停车信息，但事实上智慧停车企业获取的停车信息覆盖范围小并且精准度不

高，与停车场拥有的停车信息依旧是不对称的。受其影响，智慧停车优化停车场资源配置、提高停车场利用率的作用大打折扣。 

由此可见，信息不对称极大地影响了停车资源配置的效率，是导致停车场利用率低的重要原因。因此提高停车场利用率，

需要提高信息对称度，促进停车场资源整合和信息共享。 

3 信息不对称情况下提高停车场利用率的解决方案 

3.1建设智慧停车场，升级智慧停车系统 

建设智慧停车场作为该解决方案中前提性和基础性的举措，不仅是简单地对部分陈旧的停车场进行改造，配备先进的智慧

停车设备，更重要的是在原有停车场管理系统的基础上进行升级，实现停车数据实时采集、联网上传。有助于优化停车场的运

营环境，借助智能化手段全面提升停车场的管理水平，提高停车场利用率；促进实现全域停车数据联网共享，优化停车资源配

置，提高全市停车场整体利用率。 

3.2打造停车场管理信息平台，建立城市停车信息网络 

打造以政府为主导的停车管理信息平台，整合全市停车场的数据信息接入信息平台，将原先各个处于孤岛状态的停车场整

合成一个完整的停车信息网络，从而实现城市规划、交管、城管等各部门间信息共享、数据互通、管理协同，加强对车辆的动

态管理，提高对停车场的管理效率。该信息平台也能够为停车诱导系统、智慧停车 APP 提供数据支撑，确保停车数据传输共享

的有效性、及时性、准确性，实现停车信息查询、停车位预订、停车位诱导等功能，从而盘活车位资源，提高停车场利用率；

同时也可以避免车辆因寻位绕行造成的交通拥堵，促进城市交通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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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构建停车诱导系统，增加停车场引导标识 

依托停车场管理信息平台，构建城市级停车诱导系统，通过网络、汽车广播、车载显示器和道路上的停车信息显示屏等媒

介，发布和显示某个区域内的停车场车位信息和停车诱导信息；增加停车场出入口和场内停车区域划分的标识，引导车主驾驶

到附近空余的停车场并顺利完成停放，从而提高车主和停车场之间的信息对称度，减少车主在搜寻停车场过程中产生的无效交

通量，降低路面停车需求，提高停车场利用率。 

3.4优化智慧停车 APP,提高覆盖面和准确性 

智慧停车 APP 着力于为用户提供完整准确的停车信息，提高停车场和用户之间的信息对称度，但事实上目前没有任何一款

智慧停车 APP 能真正实现覆盖城市内所有停车场并实时精准显示车位数据的基础功能。目前武汉市智慧停车 APP 市场上有武汉

停车、ETCP 停车、蜜蜂停车、捷停车等多个 APP 参与竞争，除了停车场实时查询的基础功能不完善这一通病以外，这些 APP 覆

盖的停车场范围不尽相同，各家停车场资源割据且分散，停车场资源整合面临巨大的挑战。可见当前智慧停车 APP 发展的当务

之急是改进和优化其基础功能，从其根源上看，一是要拓展线下停车场资源，提高停车场查询功能的覆盖面；二是要开发与 APP

配套的停车场智慧停车系统设备，凡接入 APP 的停车场都使用其智慧停车系统，提高信息准确性、及时性、有效性，确保停车

场车位数据实时更新功能的实现。 

3.5开放单位小区停车场，推广错时共享停车 

对于原先封闭的单位和小区停车场，在充分满足自身停车需求的前提下仍有空余的，可以全天或分时段对外有偿开放；对

于小区停车场内业主享有私人使用权的车位，则可以通过智慧停车 APP 进行闲时出租。推广错时共享停车，可以盘活原先封闭

的停车场资源，实现停车资源共享，填补停车场空闲时段。今年 1月，武汉市出台了新的机动车停车设施管理方法，鼓励机关、

企业事业单位、小区将其停车场向社会有偿开放、错时共享，该办法自 2021年 3月 1日起施行。 

4 结语 

长久以来，我国停车场利用率低的现状没有受到充分重视，极大地阻碍了城市停车困难问题这一重要民生工程的解决。政

府和智慧停车企业要共同努力，通过建设智慧停车场、打造停车场管理信息平台、构建停车诱导系统、优化智慧停车 APP、推广

停错时共享停车等措施，从根源上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提升信息对称度，盘活停车场存量，提高停车场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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