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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停车：地方治理的生动实践 

珞佳 

停车难是大部分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都会面临的棘手问题，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美国、五十年代的西欧国家、

六十年代的日本和七十年代的新加坡，无一例外，都曾被停车问题困扰。随着我国机动车保有量的快速增加，停车

矛盾日益凸显，尤其在中心城区和老旧小区，一位难求普遍存在，停车问题已经成为影响居民生活、阻碍城市发展

的公共问题。应对这个难题，世界各地采取的通用办法主要有限制机动车拥有和使用、提升公共交通效率、增加停

车设施供给、提高停车费率等。近些年，在共享经济的带动下，共享停车理念逐步成为共识，不少地方在推进过程

中打破障碍、打通闭环，取得了一些突破性进展。从目前的进展情况来看，在更大范围内实现停车共享，既要有技

术手段的支撑，也离不开协商共治的治理基础。 

用共享思维解决停车难问题 

共享经济的核心是短暂让渡闲置资产的使用价值，实现资源的重复交易和高效利用。从这个角度来讲，共享并不是现代社会

独有的产物，在农耕经济时代，农户间共享农具、协作生产都是共享的实践形式。不同的是，信息技术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大规

模普及，让共享在更大范围内成为可能。最近几年，以共享单车、共享充电宝、共享雨伞等为代表的分时租赁走进日常生活，民

宿、滴滴的出现让人们住宿和出行有了更为丰富多元的选择。 

共享经济的蓬勃发展为解决停车问题提供了全新思路。一直以来，划设道路停车泊位、建设公共停车场是缓解停车难的主要

办法，然而，道路资源、土地资源毕竟有限，在很多城市，机动车年均增长率远远超过停车设施供给增加率，这一客观现实决定

了必须从泊位高效利用的角度求突破。分析车位供需矛盾可以发现，城市不同功能场所在泊位需求方面往往存在时间上的互补

性，比如，商圈、企事业单位、医院等区域白天停车难度大，夜间闲置率高，居民小区则相反，白天闲置率较高，夜间需要见缝

插针找位置。如果能有效盘活一个区域内不同功能场所的停车资源，通过各类既有资源的共享利用，提高停车位的周转率和利用

率，就可以大幅增加停车资源供给、均衡停车供需关系，缓解停车难。 

推动共享停车理念落地，北京、上海、深圳、南京等地先后出台了指导意见，推出了系列具体措施。今年 5月，国务院办公

厅发布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推动城市停车设施发展意见的通知》，明确提出鼓励停车资源共享，这意味着共享停车成为国家

顶层设计。综合国家和各地的政策措施可以看出，共享的主体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机关、企事业单位，在加强安全管理的前提

下，向社会开放停车设施。二是商业设施、写字楼、旅游景区、体育场馆等停车设施，可以在空闲时段向社会开放。三是居住社

区，在保障安全和满足基本停车需求的前提下，可以错时向社会开放停车设施。在共享理念和相关政策指导的共同推动下，各地

开展了各具特色的共享停车实践。 

小步快走的共享停车实践 

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的停车资源最先被挖掘出来。2020年 4月，苏州第一批 1359个停车位向社会开放，今年又推出第二批

对外开放 18 家停车场，提供共享车位 924 个。南京把推进车位共享作为“为群众办实事”的重点项目，从今年 10 月起，市城

管局率先拿出全机关 20%的车位，供附近居民每天晚间和节假日停车。截至目前，全市机关事业单位约 22个院落，市属 14个集

团 76个院落或停车场，区级机关 315个事业单位，各区国企单位 33个停车场对市民共享车位，到 11月底，已经有近 3万个车

位对市民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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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实践中最先行得通，但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企停车资源实现共享，远不是把院落打开这么简单。以南京的推进过

程为例，不断调整政策、优化程序、打通堵点，才得以让共享在实践层面成为可能。首先是停车场备案的问题，机关单位的专用

停车场划出车位共享，要按照公共停车场的相关要求办理备案手续。根据以往的规定，必须有土地证才能备案，考虑到机关事业

单位土地产权的多样性，南京出台新政，明确可以用机构代码备案，大大拓展了可以开放的场所类型。其次是钱到哪里去的问

题，机关、事业单位取得的共享停车收益属于国有资产有偿使用收入，应按照“收支两条线”要求全额上缴财政，由于之前没有

这一类收费项目，市财政局在财政清分系统中增设新的收费科目，打通收费通道。此外，还涉及价格核定，共享停车位怎么收费，

也要经过严格的程序才能确定。这项工作的落地，离不开发改委、财政局、房产局、交通运输局、城管局等多个部门的共同参与，

每个环节的打通，都是一项制度创新。 

打开机关单位院落尚且不易，推动居民小区的车位共享更复杂。在南京市浦口区，一些拥有公共车位的小区与周边有停车需

求的单位签订长期协议，允许车辆白天时段停放在小区，初步实现了片区内的局部共享。深圳从社区范围求突破，制订出台社区

停车共建共治共享指导意见，要求由街道协同社区组织、协调、引导停车位供需单位就停车共享事宜进行磋商，确定共享车位数

量、位置、共享时段、收费价格、收费方式以及违约处理办法等。杭州的步子曾经迈得很大，2018 年，由第三方停车服务企业

运作，重点整合老旧小区停车资源的“共停”APP 上线，车主通过系统预约即可以实现共停。用科技赋能的愿景很美好，然而由

于盘活车位数量有限、居民不理解等因素，共享的大面积应用仍然难以实现。 

推动技术和社会的深度耦合 

前几年，当共享单车快速涌入的时候，人们既享受了共享带来的诸多便利，同时也看到了随意摆放、恶意损毁等一系列治理

乱象。如何管理好海量的单车，成为管理者面临的全新考验。滴滴、快车深刻改变了人们的出行方式，但从政府角度讲，必须设

定规则，让企业在乘客安全、司机准入等方面承担起应有的责任。因此，技术仅仅是达成共享的基础，推动共享发展的深层力量

是规则、秩序与信任。 

共享停车的持续发展，离不开技术的强有力支撑。要实现计时收费、车牌自动识别、车位感知、路径诱导等功能，必须对传

统停车场进行智慧化改造，车位信息系统、收费系统等软件的建设布局也至关重要。只有把区域内所有公共车停泊位信息接入智

慧共享停车平台，形成停车数据一张网，才足以支撑停车共享。 

在更大范围促进停车资源共享利用，考验着我们的治理智慧和治理能力。在资源统筹方面，与完全市场化的共享经济形态不

同，停车资源供给方多元，整合开放不同类型的泊位资源，既要在制度政策方面打通闭环，也要大力发挥市场的力量，培育第三

方停车服务企业。多元主体协商方面，车位共享不同于车辆共享，后者只要车主同意，而前者则需要小区物业与业主的同意，在

一些地方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提出，全体业主共有的住宅小区开放内部停车设施，要通过业主大会决议。在这种情况下，缺乏协商

基础的小区，很难在这方面达成一致。共享车位后续怎么管理方面，车辆停车超时未离开，是否可以通过提高价格或与个人信用

挂钩的方式来调节，还需要进一步的配套措施。共享收益如何在车位所有人、物业、小区之间进行合理分配，如何避免外来车辆

进入单位或小区停车场可能带来的财产、人身安全隐患等问题，都需要在实践中充分协商、不断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