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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结合目前部分中小学及周边用地停车位不足的实际情况，论文分析了中小学及其周边地块停车特征及存在问题；

以停车需求特征为基础，分析了停车设施共享的影响因素；根据目前停车设施共享的发展情况及有关政策，提出老城区发展

停车设施共享的必要性；并初步探讨中小学及其周边地块共享车位的管理模式。

Abstract: Combined with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insufficient parking space in some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and their 
surrounding land, the paper analyzes the parking characteristics and existing problems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and their 
surrounding plots.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arking deman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parking facility sharing are analyzed. 
According to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of parking facilities sharing and relevant policies, the necessity of developing parking facilities 
sharing in old urban areas is proposed. It also discusses the management mode of shared parking spaces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and their surrounding plo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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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城市机动化出行的不断增加及城市土地资源的日趋

稀缺，停车难问题愈发突出，上下学时段中小学周边道路车

辆随意停放、交通秩序混乱和交通拥堵等问题为居民生活造

成严重干扰，不仅导致周边道路的交通拥堵，还增加了学生

上、下学时的安全隐患，中小学周边停车难已经成为中小学、

家长、周边群众和交警等多方头疼的问题。

如何挖掘中小学周边停车资源，提高中小学周边交通运

行效率，成为各大城市面临的民生问题。在过去的几十年间，

城市建设及管理者主要将工作重点集中在停车位的增加供

给方面，忽略了停车位的使用效率及时空的不均衡性，导致

部分停车资源长时间闲置。论文通过对中小学及其周边停车

资源的特征总结等方面的思考，探索停车设施共享在解决中

小学上下学时段的停车难、周边居住等地块停车位不足等方

面问题的可实施性。

2 中小学及其周边地块停车特征及问题分析

2.1 中小学机动车接送比例较高
根据笔者对部分中小学现状的调查，老城区中小学私家

车接送比例高，上下学期间行车停车秩序混乱，影响高峰主

线交通。临近居住区的中小学，小汽车接送比例约 30%；

临近交通性主干路的中小学，小汽车比例高达 50%~60%，

存在高峰期间通勤、通学交通叠加，拥堵严重的问题。寄宿

制中小学，小汽车比例最高，约 70%~80%[1]，特别对每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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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早高峰与每周五晚高峰造成较大影响。

2.2 老城区中小学及其周边停车位配建不足
老城区停车位历史欠账较多，1989 年公安部、建设部

出台《停车场建设和管理暂行规定》，其配建标准低，一类

住宅每户 0.5 个车位，对中小学类用地未做规定要求。

2010 年出台《山东省城市建设项目配建停车位设置规

范》[2]，停车配建标准明显提升，中小学停车位为 0.5 车位 /

百师生。

目前地方的《烟台市城乡规划技术规定》，住宅配套采

用 1.0~1.5/100 m2、中小学 1.0~3.0 车位 / 百师生的标准。

虽然规划管理的停车位配建指标不断提升，但目前尚在

服务期的建筑物，如 2000 年年后建成的中小学及居住小区，

停车泊位严重不足 [3]。

2.3 老城区中小学、开放式小区停车供需矛盾大
部分老城区中小学建设年代较早、未配建车位，部分中

小学虽后期补建一定车位，但仍存在缺口（见表 1）。

表 1 老城区部分中小学车位配建情况表

中小学名称 师生数 建设年份 车位
车位配比

（个 / 百师生）

南山路小学 1021 1942 20 1.96

葡萄山小学 1060 1987 27 2.55

工人子女小学 773 1931 20 2.59

莱山实验中小学 2410 1987 50 2.07

塔山小学 330 2001 0 0

鲁峰小学 1455 2015 0 0

开放式小区一般为老城区内的居住区，配建停车场几乎

较少，车位配比基本小于 0.5/100 m2，多为沿居住区内部环

路或宅间场地设置停车位，基本处于过度饱和的状态，供需

矛盾十分突出。而新建停车场的建设用地却十分紧张，成本

高，是停车场规划建设的难点之一。

2.4 停车设施使用效率存在提升空间
根据笔者调查情况，封闭小区配建停车场、公共停车场

在工作时间存在供大于求的情况。究其原因，一是调查时段

大部分为工作时间，非其停车高峰期，车位有闲置的可能。

另一个是封闭式居住小区大部分为新建小区，入住率不高。

封闭式管理，不对外开放，难以实现共享。

3 停车设施共享影响因素分析
3.1 停车时间分布因素

根据笔者调查，不同类型建筑性质停车时间段存在差异，

停车需求时间存在错峰。具体如表 2 所示。

表 2 不同用地停车时段分布表

建筑类型
早高峰

（7：00—8：00）
下午

（16：00—17：00）
晚上

（19：00—20：00）

中小学 100% 95% 10%

住宅 30% 20% 90%

从停车场的实际运行状况来看，中小学与居住在停车时

间高峰上存在错峰特征，夜间住宅类用地停车需求大，上下

学时段中小学接送停车需求大。且周六、周日中小学无停车

需求，可为周边居住、商业等地块提供共享车位。

3.2 空间距离因素

3.2.1 中小学及其周边地块关系分析
中小学分布与居住区分布契合度较高，根据烟台市老城

区中小学的分布，中小学基本分布于居住组团周边，呈现 3

种分布关系。

模式 1：中小学位于片区中心，组团与中小学之间停车

位共享使用便利度高。

模式 2：中小学位于居住区、小区一侧，中小学可与组

团一侧的停车位共享使用，共享使用便利度较高。

模式 3：中小学位于居住区、小区一角，组团与中小学

之间停车位共享使用度较低，共享使用便利度低（见图 1）。

3.2.2 中小学及其周边地块步行距离分析
共享车位与目的地之间的距离越短，车主对共享车位越

容易接受。因此，共享停车位的设置必须要考虑停车后的步

行距离。

相关调查表明，对于常规停车行为，车主往往选择停车

后慢行距离小的停车场，驾驶员停车后距离目的地最长不超

过 300 m 为宜 [4]。

对于中小学周边共享车位与中小学之间，可考虑设置专

用护学通道，护学通道需进行标志标线、安全设施等设计，

以保障泊车后步行的良好体验，有助于提高驾驶员对共享车

位的选择，提高共享车位的周转效率。

图 1 中小学与居住区关系模式图



22

道路与桥梁·第 1 卷·第 1 期·2022 年 3 月

3.3 中小学及其周边地块停车周转率分析
停车周转率是指在一定时间内每个停车泊位平均停放的

车辆次数，该指标主要反应停车泊位的利用效率。周转率越

高，说明泊位的利用效率越高。

烟台市老城区中小学放学时段停车周转率较上学时段

低，主要因为放学时段部分接送车辆提前到达等待。而送学

车辆主要为即停即走车辆，周转率较高（见表 3）。

表 3 放学时段车位周转率

小学 初中

放学时段间隔 5 分钟 10 分钟

放学时段周转率现状值 6 次 / 小时 6 次 / 小时

而居住类地块停车需求主要为夜间及周末，且周转率

较低。

3.4 费用因素分析
停车场收费标准是影响驾驶员选择停车场的考虑因素之

一，如果周边共享车位相较中小学停车收费标准要高，则接

送车辆会偏向于选择路边临时停车位等无费用或者费用较

低的停车位，阻碍了周边停车位共享使用；对于周边居住区

居民而言，若中小学周末时间段停车费用较高，也会影响居

民对共享车位的使用。

因此，科学制定停车收费标准，有助于中小学及其周边

停车设施共享使用。

3.5 安全因素分析
根据现行的《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办法》第三十四条

规定，中小学不得出租校园内场地停放校外机动车辆；不得

利用中小学用地建设对社会开放的停车场。

因此，中小学幼儿园停车位共享会存在一定的政策障碍

及安全隐患，需理顺政策关系；安全方面，需制定相应措施，

保证校外人员仅在开放时段使用校内停车位，不得影响中小

学正常工作和教育秩序。

4 停车设施共享的发展情况及必要性分析
近年来，中国许多城市为提高停车泊位的利用率，提出

了一系列的鼓励政策。上海市《关于促进本市停车资源共享

利用的指导意见》提出政府机关、高校等事业单位等企事业

单位在保障内部安全的前提下，将内部停车设施错时对外开

放，率先落实停车共享责任。北京市《北京市机动车停车条

例》提出个人或单位可开展停车位有偿错时共享，小区在满

足本小区居民停车需求的情况下，可将配建的停车设施向社

会开放。《广州市停车场条例》鼓励有条件的机关、事业单

位将自用停车场向社会开放。《青岛市机动车停车场建设

和管理暂行办法》提出根据停车需求与停车泊位资源状况，

划定共享区域，组织制定区域停车场资源共享方案，明确停

车设施共享的机动车数量和停车泊位、停放时限、停车自律

规范、违反自律规范的处理等内容，推进停车场资源的错时

利用。

烟台市也在逐步推进停车设施共享，老城区机关事业单

位停车场也逐步面向百姓错时开放，并出台了《芝罘区机关

事业单位停车泊位社会共享停放暂行管理办法》，为下一步

老城区中小学及其周边地块停车设施共享提供了政策环境。

必要性分析：从目前各城市面临的停车问题来看，各城

市目前依旧主要采用传统的停车方式，停车位的周转效率低

下，进出停车场时间较长，很多城市的学校路段以及老旧小

区停车矛盾突出，为城市形象及老百姓的出行造成了严重

干扰。

目前城市停车场主要分为公共停车场、项目配建停车场、

路内停车场等，但停车位总体配建不足，难以满足日益增长

的机动车辆停车需求。据烟台市统计数据，中国烟台市截至

2017 年 10 月，城区机动车保有量约为 65.6 万辆，停车泊位

供给52万个，单车0.8个。一般合理比例应保持在单车1.1~1.3

个泊位，需要 78.7 万个泊位，缺口 26.7 万个泊位 [3]，停车

位不足会导致路内拥堵及安全问题，因此有必要逐步推进停

车设施共享使用机制，提高停车位资源周转效率。

5 中小学及其周边地块共享车位管理模式探讨
5.1 错峰停车模式

针对中小学及其周边地块停车位紧张问题，可探索实施

“错峰停车”新模式，结合接送学停车需求特征与居住区夜

间停车需求特征，错峰使用共享停车位，提高停车位周转效

率，缓解停车资源紧张问题。老城区的中小学与周边距离较

近的居住区可以互相共享各自的停车资源，盘活闲置停车资

源，缓解中小学及其周边地块停车位不足问题。

5.2 引入新技术，提高停车效率
共享车位的实现需要新技术的支持，可通过后台管理系

统、互联网 +APP 客户端等模块进行管理。共享车位需铺设

智能设备，实现共享车位的智能化管理。用户通过 APP 为

车辆提供最近的停车场进行停车功能，在线预订车位功能，

停车计时功能，在线缴费功能，反向寻车功能，车位租赁功

能，离线地图下载，室内导航等服务功能。

对于管理单位，应做好停车场的运营管理，注重停车服

务质量，在停车管理上下功夫，采用物联网等先进的停车管

理技术，进行精细化管理，提高停车场运行效率，构建标准

化的现代停车设施共享模式。

学校内共享车位开放时间：工作日夜间至清晨、满足居

民夜间停车需求，与学校停车时间无冲突。双休日全天、满

足市民休息日出行、出游停车。节假日全天、兼顾服务市民

和游客假日出行。

开放条件：有偿共享、预约使用、定向优惠、信用惩戒。

收费原则：本着控制小汽车出行需求的目的，原则上共

享车位应收费使用，双休及节假日可适当降低收费标准。

目前，停车设施共享模式在国内外已经取得一定成果。

美国的 Streetline，中国的 ETCP、无忧停车等都是利用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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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物联网技术进行停车场的科学管理 [5]。

5.3 保障措施
共享车位平台应自动预留部分车位，当某一共享车位被

超时霸占时，预备车位将免费提供给原使用者。平台应设置

处罚机制，自动按 3倍的价格向超时占用者收取超时停车费，

并对车位提供者进行补贴，即车位提供者可获得外收益。若

超时占用停车设施共享车位的车辆，并非平台下单车辆，公

司在接到求助信息后，会立即通知停车场管理方将车拖走并

报警。司机在租用共享车位过程中，如损坏停车场内的财物，

平台会根据现场勘查结果，追究车位租用人责任。

5.4 还需解决的问题
需做好安全管理，对于居住区而言，允许外来车辆进入

小区对居民的安全隐患；对学校而言，需制定相应措施，保

证校外人员仅在开放时段使用校内停车位，不得影响中小学

正常工作和教育秩序。

居住区车位多数为私人或者租赁形式，要实现车位共享，

需对现有的识别系统需要升级改造，车辆的增加也要增加管

理人员的工作量，为此付出的设施和人力成本是否能抵得上

共享后增加的收益问题。

6 结语
中小学及其周边地块共享车位是一项有利于解决城市老

城区停车难及缓解拥堵的有力举措，城市管理者应在保障安

全的前提下，鼓励中小学及其周边地块停车设施资源共享，

提高车位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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