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咪表公司千万索赔案开审
本报济南3月9日讯（记者 任磊磊

崔岩 见习记者 王小蒙） 9日，咪表公
司运营方济南科溢交通服务有限公司起诉
与之签订协议的济南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
队和济南市安保服务中心一案正式开庭。
科溢公司认为由于被告原因导致项目搁
浅，因此向被告索赔1184.5万元。

原告律师称，2007年7月19日，交警支队
委托安保中心与溢峰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签

订管理合作协议书，该协议书中明确约定，
由济南市安保服务中心保证公司能按总建
设分十年回收成本及每年10%的收益。2009

年10月15日，原告的股东约定投资1000万元，
分两期以货币及实物进行投资。原告按照
被告的指令购买咪表并按其要求进行改
造，并由原告向被告支付管理费。

但被告由于负责人变更等原因尚未
正式与原告签订正式的协议，加上泺源

大街道路改造，原告将无法继续收费，停
车诱导项目无法继续履行。因此，两被告
应当按照原承诺赔偿原告的实际投入
1000万元及实际经济损失184 . 5万元。

被告律师认为，原告所陈述的部分
内容与事实严重不符。

被告律师称，“被告人为项目实际用
款人和项目主导者，原告仅负责出资”的
陈述与事实不符，没有证据支持。原告称

首期咪表采购了1000台，2010年7月在泺
源大街安装了245台咪表，2011年6月起，
755台陆续进口。但原告进口货物单显
示，2011年6月份起才进口了1000台咪表。

被告律师认为，交警支队是向原告
收取过管理费，但该管理费并不是被告
按照合作协议书约定向支队支付的分
成，而是原告依法向国家缴纳的费用。

此案将于3月20日进行二次庭审。

咪表败走背后的济南停车困局———

缺缺口口近近6699万万，，车车位位成成揽揽财财工工具具

现实

去年一年增加近23万辆机动车

据济南市交警部门介绍，
截止到2014年底，济南市的机
动车保有量达到1564625辆，
2014年新增228918辆。但是，停
车位的建设远远跟不上机动
车的增长速度。数据显示，济
南市区共有停车泊位43 . 7万
个，按照国际通行惯例1:1.2的
车辆泊位比测算，缺口达
68.98万个。

“过去的规划思路预见性
不足，在总体规划理念上欠考
虑。”山东交通学院交通与物
流工程学院教授蔡志理认为，
原有的城市规划理念和思路
不够超前，随着社会经济迅速

发展，停车位供给的矛盾必然
凸显。

2004年，济南开始推行
停车泊位配建指标审查制
度。而在此之前，济南的建
设项目对停车位建设并没
有硬性要求。

早期繁华商业区、老旧小
区停车难的问题日益突出，也
主要是由于建设之初没有考
虑到停车问题。在新建住宅小
区，地下停车泊位只售不租，
车主和开发商之间展开了长
时间的博弈。而开发商的博弈
底气，正来自日益紧张的城市
停车资源。

监管

停车场动辄改商铺，处罚仅万元

“法规不完善，许多按规
划要建的停车场，最终还是不
见影，甚至被挪作他用。如果
历史欠账还不上，法律监管跟
不上，此类问题得不到根本的
解决。”蔡志理指出。

此前，济南交警支队政
委、市停车办主任曹凤阳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济南将进
行配建停车场的专项整治。一
方面要排查占挪用停车场的
违规行为，该处罚的要处罚，
该恢复的要恢复，现在这项工
作正在进行中，已经对一个挪
作他用的停车场开出1 .6万元
的罚单。

记者也从市中区停车办
获悉，该办去年查处了5处将
配建停车场挪作他用的市场
主体。“有的将停车场改成了
仓库，有的改造成商铺租售给

商户，还有的改造成了办公室
对外出租。”市中区停车办一
位负责人表示。

但是，对开发商来说，
由于经济利益作祟，他们更
看重的是挪用停车位背后
的高收益和低违法成本。

一位交通专家给记者
粗略算了一笔账，以能容纳
100个停车位、面积为2500平
方米的停车场计算，如果用
作停车场，按照每小时2元
的收费标准，一个月可收入
约6万元；如果用作柜台租
售，按照每平方米5元的出租
价格，一个月收入则为37 . 5
万元，是停车收入的六倍
多。在如此大的利益诱惑
下，一些建设单位或管理单
位擅自将停车位挪为商用
也就不足为奇了。

面对巨大的车位缺口，一
些道路不得不临时“客串”停
车场。然而，即便如此，在繁华
路段，往往在一条路上来回兜
几圈，也没有一个空闲车位。

原因何在？车位流转率
低。道路临时泊位并不“临
时”，不少车主将其当做“私家
车位”占据，没有人来管。

引进咪表的初衷，便是解
决这个难题。然而，这一在香
港、澳门等地效率颇高的“神
器”，在济南却“水土不服”。

“路内停车的无序、不规
范是加剧目前停车难、行车难
的重要原因。如果这个问题解
决不好，即使建再多的停车
场，作用也是有限的。”山东大
学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教授
张汝华说。

曹凤阳介绍，今年，济南
将适时推行停车收费新政，收
费标准正在和物价部门做最
后的优化调整。

该新政有别于现有的按
小时收费原则，将采取“分区
域差别化”原则，利用价格杠
杆优化道路资源和停车资源
配置，减少中心城区道路交通
压力。曹凤阳说，这意味着中
心城区停车要涨价了。

在全社会讨论停车收费
问题时，一个被忽略的问题
是，收取停车费的目的不在
于收费，而在于用收费引导
市民绿色出行。现状却是，
道路越修越宽却越来越堵，
各管理单位收取的停车费
不够透明，反而成了市民争
议的焦点。

收费

停车费倒逼“绿色”不成反变“灰”

咪 表 纠 纷 的 背
后，是停车难的现实。
69万停车位缺口，机
动车仍在飞速增加，
济南停车位显然力不
从心。

停车之困，根在
何处？有无破解之策？
连日来，本报记者进
行了调查。

新招

节假日景区禁停

反出奇效

针对停车难，尤其是节假日
的交通压力，交警部门也想了很
多办法，比如增设临时停车位，增
加交警人力，但往往事与愿违。

去年国庆，济南三大景区免
费，济南交警首次试点临时关闭
景区周边停车泊位。出乎意料的
是，市民绿色出行比例大大提高，
多年来拥堵不堪的景区周边道路
交通明显好转。

济南交警部门由此得到经
验，从今年清明节开始，可能对市
区趵突泉、大明湖、千佛山等景区
以及泉城路、洪楼等商圈推行道
路禁停。

曹凤阳也表示，下一步要将
护城河以内的老城区打造成“慢
生活街区”，推广公交或慢行，逐
步取消停车位。

除了限停，还有扩容。
2012年5月，在历城交警大队

协调下，董家镇政府大院无偿对
外开放停车。然而，三年过去了，
跟进的单位并不多。

山大中心校区曾向社会开放
地下体育场的495个车位，但随着
山大北路全线禁停，社会车辆一
涌而来。3月6日，该校停车场一名
管理人员说，今年起将不再受理
包月停车业务，“师生的车辆就差
不多停满了。”

而位于山大南路上的山东法
官培训学院这几天也关闭了小
门，仅允许办理了通行证的社会
车辆进入。“之前，周边商家、居民
的车都停到院里，太多太乱了。”
一名工作人员说。

本报记者 崔岩 任磊磊 见习记者 王小蒙

不少小区停车位
严重不足，公共道路上停
满车辆。(资料片)

本报记者 王媛 摄

如今，济南泺源大街上的咪表已经沦为摆设。(资料片)

本报记者 王媛 摄

咪表败走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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