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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法规的修改和完善已被纳入考虑范围

现有停车收费标准将调整

山东省交通科学研究所城
市综合交通研究中心副主任吕
安涛认为，应该从城市发展的高
度来认识济南市的停车问题。
停 车 难 的 实 质 是 两 个“ 不 匹
配”：一是原有的城市发展理
念与猛增的汽车数量的不匹
配，二是城市总体规划和具体

规划与停车资源分配的不匹
配。“原来的城市发展理念下，大
部分老小区、市中心人员密集
区、繁华街道停车位设置不能满
足当今的需求，停车难题就暴露
出来了。”吕安涛表示，治理停车
难题，需要化解两种“不匹配”带
来的历史遗留问题。

“过去的规划思路预见性不
足，在总体规划理念上也欠考
虑。”山东交通学院交通与物流
工程学院教授蔡志理表示，原有
的城市规划理念和思路不够超
前，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
停车位供给的矛盾必然凸显。但
不需要以问责的姿态看待原有

的规划，重要的是在今后的规划
中，必须把停车位规划纳入城市
总体的建设规划中，实现点和面
的工作统筹。参照国外的先进经
验，蔡志理认为，在今后具体的
规划中，应该储备足够的预留用
地，以满足日后可能的扩建需
求。

“老满”所经历的停车

之痛能缓解吗？本报连日

来就省城停车难问题进行

调查，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近日，本报记者走访相关

部门、交通专家以及广大

市民得知，针对停车位规

划先天不足等问题，有关

部门应主动完善相关配套

法规，严格规范建筑物停

车位配比，尽可能挖掘现

有空间的潜在资源，同时

应鼓励沿街单位的停车位

在夜间对外开放。

本报12月24日讯 (记者 董
钊 见习记者 王茂林 娄士
强) 针对日益突出的停车难矛
盾，济南市有关停车场建设和监
管的相关法规亟需完善出台。记
者了解到 ，为有效治理停车难
题，规范现有停车秩序，加强停
车场建设监管，相关法规的修改

和完善已经被纳入考虑范围。
“由于机动车保有量增速过

快，停车场规划和建设标准已经显
得滞后。”据有关专家介绍，目前济
南市停车场规划、建设和管理的主
要依据，仍是1998年开始实施的《济
南市市区停车场规划建设和管理办
法》，在具体条文规定上已经不能

满足近年来迅速增长的停车需求。

据介绍，长期以来，济南市一
些小区和商业场所的公共停车场
未能按照比例配建。而对于公共停
车场的配建与经营、专用停车场的
使用和管理，有望得到明确规定。

同时为了规范道路停车秩序，鼓励
绿色出行，当前实行的停车收费标

准也将得到调整。

本报记者连日来在调查采
访中发现，马路边非法停车的现
象较为普遍 。为了缓解这种局
面，济南市还将对道路停车泊位
进行进一步优化规划，临时性的
道路停车泊位将被纳入规范化
的管理当中。

借鉴国内外一些城市的做
法，济南市还有望在不影响行人、

车辆通行的前提下，对道路停车泊
位进行合理规划和科学管理；同
时，鼓励专用停车场在满足本单
位、本居住区停车需求的前提下，
向社会提供经营性停车服务，并增
强向公众开放的可操作性。

停车难，并非无“药”可救
解决历史欠账、完善配套法规、鼓励夜间开放等举措已成共识
见习记者 王茂林 娄士强 本报记者 董钊

经三纬一路口停放的
车辆影响到了纬一路单行线
交通。 见习记者 王茂林 摄

本报12月24日讯(记者 董
钊 见习记者 王茂林 娄士
强 ) 经过本报连续报道，“老
满”的经历引起了广大市民的共
鸣，补充“停车难地图”的想法也
得到了大家的响应。在热心市民
的参与和帮助下，本报记者进一
步调查，一张内容更加丰富的

“停车难地图”绘制了出来。
与之前的“停车难地图”相

比，这张新地图新增了另外20处
“停车难”区域。在新地图中，东
起华龙路、西至二环西路、北达
泺口批发市场、南到“他山花
园”，热心市民的积极反馈，与老
百姓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完善
版的“停车难地图”既是对省城
停车难题较为系统的总结，也是
改善城市停车状况的坐标起点，
将为济南未来的建设规划与城
市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

同时，本报和相关部门也共
同提醒广大市民，日常应注意规
范停车，积极实现绿色出行，避
免扎入拥挤“车堆”。

新增区域：

路段：经七路、解放路、经一
路、经五路、经六路、民生大街、
英雄山路。

小区：大地锐城、明湖天地、
开元山庄、中润世纪城、诚基中
心、龙岱花园、三箭银苑、锦绣泉
城、富翔天地、他山花园、发祥巷
小区、彼岸新都、泉城花园。

“停车难地图”

新增20处区域

▲深蓝色小点为新增区域。

制图：宫照阳完善法规 清算历史“欠账”

12月23日，记者从交警部门
了解到，加强市区停车的规范管
理将成为将来工作的重点。对于沿
街停放的车辆，可停车区域界限将
更加明确，管理也将更加有序，并
将通过路口改造、路段的优化提
升对停车条件做出全面改善。

“不少在停车资源利用方面
做得好的国家和城市，街道不见
得有多宽，但是设置有明确的停

车位标线，司机停靠也非常规
范。”吕安涛介绍，在目前济南的
停车条件下，挖掘现有停车资源
的潜力，是缓解停车难题一个直
接可行的办法。车位供给与需求之
间“信息不对称”也造成车位资源
的浪费，通过停车诱导系统，建立
统一的信息化管理服务平台，可以
有效地提高车位的利用率，减轻
人员密集、车流量大的路段、商

场、医院等地的停车压力。
“政府部门应当鼓励和倡导

有空闲车位的沿街单位、办事机
构以及小区向社会开放，并给他
们一定的优惠政策。”蔡志理认
为，可以通过向社会车辆合理收
费的方式，有效地利用沿街单
位、办事机构和小区内的停车泊
位，不能把停车压力长时间转移
在有限的道路资源上。

交通专家、原山东省交通科
学研究院研究员许云飞建议，可
以开放政府机关和部门的白天
停车位，用于附近社区的夜间停
车，通过适当收费，鼓励经济条
件较好的业主租用。政府机关、
邻近社区和交管部门，共同对区
域内停车问题进行研究，制定相
应的停车方案和收费标准，以扩
大停车泊位利用率。

整合资源 继续“挖潜”现有空间

在制定小区停车位租售
政策前，能否先进行停车需求
调查与分析？对于小区停车难
题，吕安涛认为，资源稀缺导
致的利益分配问题可以得到
理想的缓解。当前很多小区车

位“只售不租”的根源在于在
有限的停车位资源分配上，相
关主体单纯地追求经济利益，
而忽视了占有公共资源应当
承担的社会责任，以致小区停
车位的设置与业主的需求脱

节。如能在确定小区停车位配
比 前，详尽地了解业主停车需
求，以期公平、合理地分配停车
资源，小区里的车辆就不会“露
宿街头”。

“我们倡导开发商把眼光

放长远一点，不要局限于短期
利益，应当承担起一定的社会
责任。”对于小区停车难题的
解决，蔡志理希望在具体的小
区建设中，开发商能够兼顾项
目对周边交通环境的影响。

监管租售 不让车辆“露宿街头”

假如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
行，意味着更舒适、更便捷、更环
保、更低成本的选择，会有多少
人放弃小汽车交通呢？有位市民
给出了“所有人”的答案。这个答
案确实有些夸张，但很有代表
性。人们出行也追求舒适，公共
交通工具不能满足人们需求的

情况下，就会有人把注意力转向
私家车，并陷入私家车与身份和
社会地位挂钩的误区。

在山东大学交通规划设计
研究中心主任张汝华看来，停车
顽疾必须从根本上医治。张汝华
认为，按照“需求满足型”思路，
增加车位设置只能是“有限改

善”，未来的发展需要有更加科
学、可持续的战略导向。

“更需要关注的是‘不开车
的不方便’，通过发展舒适、现代
的公共交通，降低小汽车对个体
的吸引力，车辆的增长也会放缓
一些。”张汝华表示，为使停车难
题得到根本性的解决，“没有小

汽车，出行照样很舒适”的状态
应当成为城市规划和建设的努
力方向。一方面，要建立停车资
源的公平利用体系，另一方面，
我们需要成熟、完善的公共交通
体系，从理念和现实上实现“有
责任的生活质量”，走出“被机动
化”的怪圈。

绿色出行 大力发展公共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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