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咪咪表表败败走走济济南南
下下周周上上庭庭讨讨说说法法
运营方称上千万投入打水漂

本报济南3月3日讯 备受省
城市民关注的咪表事件又有新进
展，3日，泺源大街上的部分咪表
被法院贴上了封条。据悉，省城咪
表纠纷正式进入诉讼阶段，下周
法院将开庭审理。

3日中午，泺源大街西段，眼
尖的市民发现，两处咪表被济南
市中院贴了封条。为何没有对泺
源大街所有咪表进行查封？记者
获悉，由于涉案咪表数量众多，法
院随机抽取了两处进行保全。

“我们已经起诉了，3月9日将
开庭审理。”3日，咪表公司运营方
济南科溢交通服务有限公司相关
负责人说。根据该负责人出示的

起诉状，被告方为济南市公安局
交通警察支队和济南市安保服务
中心。该负责人说，当初咪表进入
济南，就是与这两个部门签订的
协议。

然而，随着泺源大街改造，济
南市政府明确道路停车收费主体
为济南城市停车建设运营管理集
团有限公司，济南科溢公司失去
了收费的合法身份，已安装的245
个咪表也沦为摆设，另有755个咪
表被闲置。

济南科溢公司诉讼请求被告
赔偿其经济损失1184 . 5万元。

“这些钱包括实际投入的1000万
元及实际经济损失184 . 5万元

（按银行贷款利率6 . 15%计算至
2014年11月12日）。”该负责人说。

对于咪表运营方的起诉，济
南交警部门相关人士称，该公司
安装的咪表没有达到相关标准，
却一直在泺源大街进行人工收
费，与济南停车集团这个唯一合
法的收费主体是有冲突的。“这几
年科溢公司收了不少停车费，这
笔钱的去向是个问题。”该人士
说。

据悉，济南自2010年引入咪
表，五年来，咪表由众人瞩目到水
土不服、终遭闲置，争论从未停
息。如今，运营方要通过诉讼的方
式解决纠纷，必然再掀波澜。

咪咪表表：：智智能能交交通通的的失失败败样样本本

停停车车集集团团成成立立后后咪咪表表被被““非非法法””

“在咪表安装以前，我带着七八个员工
走遍了济南能停车的路段进行调研。”咪表
运营方济南科溢公司负责人臧先生说，他
原本对济南的智能化停车前景充满期望。

“人工收费毕竟存在很多弊端，许多
先进城市都是用的咪表，既能减少人工
投入，又能避免停车收费遗漏等问题。”
臧先生说，在香港、澳门地区的咪表运行
十分成功，泉城安装咪表可谓一项大胆
的尝试和探索。

为方便随时讨论咪表的运作，科溢
公司跟交警各部门一起办公。科溢公司
一度招聘了70名收费员，还把当时不普
及的一卡通支付改为银联卡支付，把咪
表显示屏和警示灯加大。

但这些都没能阻挡咪表逐渐被弃用
的命运。高昂的人工运营成本和咪表闲

置费，逼得臧先生将公司搬出了月租上
万元的办公场所。

2013年7月，泺源大街东口西北角，
写有“停车诱导系统试运行（咪表）”的指
示牌被拆除；2014年7月，泺源大街杆石
桥至趵突泉南路路段，南侧辅道上的咪
表停车区被取消，转为右转车道。

此后，咪表收费区域越发减少，从最
初的488个车位到后来仅剩200个车位。
济南停车集团的成立，则彻底否定了科
溢公司的合法收费身份。三次接到有关
部门的停止收费口头通知，被历下区停
车办收回上岗证并多次驱赶，如今，科溢
公司的收费之路已经越发艰难。

“投资了上千万，亏损这么严重，在
没有相关赔偿的前提下，公司不会拆除
这些咪表。”臧先生称。

延伸阅读

相关链接

咪咪表表不不适适症症并并非非济济南南独独有有

咪表这种停车诱导管理模式，在进
入济南前，有过不少成功经验，但这些
经验多来自西方国家或港澳地区。咪
表价格不菲，进口的一台几万元，国产
的上万元，但在国内，多数遭遇水土不
服成为摆设。

据不完全统计，北京一度安装近万

台咪表，最终多数被弃用；武汉全市咪表
使用率不足10%，沦为街头摆设；海口10

年间4次更换咪表设备，民众无所适从，
咪表项目名声扫地；哈尔滨咪表成为消
费者投诉的热点。另外，在杭州、南昌、石
家庄和长沙等地，咪表启用之后都因为
纠纷不断而被叫停。

3日，泺源大街上的一处咪表被贴上了封条。

在泺源大街西段，不少车辆停在咪表旁。不少车主把咪表当作停车标识。

咪表，自2010年落户省城以来，失去价值、水土不服等成为人们谈论它
时最常用的词汇。重金打造的咪表发挥预想中的作用了吗？记者调查，如今
的咪表，只能算是省城智能交通实验的一个失败样本了。

发展智能交通 收钱全靠人工

对照咪表设置之初的构想，其中之
一是由咪表的智能化操作带来智能交通
革新。时至今日，这样的功能近乎丧失。

由于刷卡缴费不便捷，很长一段时
间以来，咪表收费依靠人工，并让司机有
了讨价还价的余地。“有人给两元，有人
给五元，甭管给多少，给了就行。”

山东交通学院教授蔡志理说：“市民
对支付方式不适应，难以改变长期形成

的习惯，最终又变成人工代替咪表收费，
使咪表系统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作为济南的停车诱导系统，当时相
关部门介绍，通过咪表所收集的全部数
据都会无线上传到管理中心。这些车位
由全市统一管理，属于交通管理设施的
一部分，后台和前端设备相连通信。借助
这一套系统，将实现交通的智能化管理。

然而，这种想法没多久就落空了。

车位循环起来 不少车一停一天

咪表处于试运行阶段时，按照规定
停车的最长时限不能超过4小时。按照
相关部门最初的设想，运行咪表最主要
的目的之一就是通过计时收费的方式，
让路内停车位有效循环，杜绝长时间停
放。

然而，对比现状，泺源大街两侧的停
车位依旧是附近上班族使用居多，很多
车辆一占就是大半天。

王女士在泺源大街上一家公司上

班。单位停车位不足，她只能把车停到泺
源大街辅道上，2元/小时的咪表收费让
她吃不消。“后来就交2元钱，说停一会儿
就走。”之后就趁管理人员不在或者给其
他车辆收费时，抓紧开溜，但这样的小聪
明常常被管理人员识破。对此，收费人员
也一肚子委屈。“有些人停一天就给两
元，让他交费就发火……”

与此同时，到泉城广场周边办事、游玩
的市民，车位依旧“一位难求”。

阶梯式收费 咪表沦为停车指示牌

按照停车的最长时限不能超过4小时
的设定，相关部门曾酝酿，根据济南市的实
际情况，不排除使用阶梯收费方式，借此杜
绝车辆长时间占用车位情况。

“看见有咪表，说明停在这里不贴罚
单。”在泺源大街附近上班的秦芳说，大
部分时候，她仅把咪表视为停车指示牌。

对照美国，城市中绝大部分占道停
车泊位都是由咪表控制收费。咪表同时

也是一个停车限时装置。纽约繁忙地段
的咪表，投币后只能使用两个小时，一旦
过时，表上显示的大块红色标识很远就
能看到，招来停车罚单就不可避免。

一位交通专家表示，济南只是将咪
表作为一种收费工具，并未认识到咪表
在限时停车、提升道路使用效率上的核
心功能，更没有配套管理措施，这是造成
咪表预想功能落空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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