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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住得得远远了了，，司司机机多多了了，，又又买买了了辆辆车车
济南双车家庭渐多，方便的同时难题也有

本报记者 戚云雷 张泰来
实习生 高露熙 祝慧思

女儿长大学出驾照
弄辆新车给她开

徐建是一名专职司机。作
为司机，他也是一名爱车之人。
早在1998年，徐建就有了自己
的第一辆车——— 一辆面包车。
徐建说，那时候济南还没有私
家车的概念，而在单位里，自己
还是买车的第一人。说起这些，
徐建显得非常自豪。

2004年，随着家庭轿车
的出现，徐建打算把小面包车
换成私家车。由于当时市面上
可供选择的私家车品牌非常
少，徐建打算购买一款别克凯
越，因为没有样车，他只能通
过看录像来了解车辆的外观
等情况。

这时，销售员向他推荐了
一款现代，称有样车可以看，性
价比也高。看过之后，徐建比较
满意，就订下了一辆车，各项手
续办完后总共花了十多万元。
这在当时的济南，着实是不小
的一笔钱。

2013年，徐建的女儿考上
了大学，在长清大学城上学。由
于学校离家较远，每到周末，徐
建就会开车到长清把女儿接回
家来。徐建觉得是时候再买一
辆私家车了。随着2015年女儿
的驾照考下来，而自己又有到
西藏自驾游的打算，他最终选
择购买了一辆SUV。自此，徐
建家也成为拥有两辆私家车的
家庭。而这辆新车，他准备给女
儿用。

根据济南市车管所公布
的数据，在去年新增的近26万
辆机动车中，家庭购买第二辆
车占据相当部分。徐建说，他
身边家有两辆私家车的朋友
非常多，且比例相当高。“我们
单位70多个人，十几个人有两
辆私家车，还有的甚至有三
辆。在我家的亲戚里，几乎家
家都有两辆车。”在徐建看来，
现在有两辆私家车，并不是什
么稀罕事。

每年多花
一两万元

一辆车不够开了，或者第
一辆车比较老旧了，再买一辆
空间大、舒适性高的车，这是不
少家庭购买第二辆车时的初
衷。不过，随着第二辆车的购
买，养车的成本自然增加不少。

“保险费、保养费、停车费，再加
上油钱等，每年要多花一万元
左右。”市民李晨（化名）告诉记
者。

李晨刚刚参加工作没几

年，和众多年轻人一样，他也选
择在市郊买了房。“这几年新建
的楼盘大都在郊区，距市中心
上班的地方比较远，坐公交又
不方便，就只能买车了。”李晨
说，他家的第一辆车是他对象
买的，刚开始二人共用一辆车
上班，后来因为自己要经常开
车出差，加上自己的驾照也考
下来了，就又买了一辆SUV。

今年，济南城市发展迅速，
新楼盘已经盖到了绕城高速。
可对于很多上班族，特别是年
轻人来说，早晚通勤就成了问
题。在距离过远而轨道交通尚
未开通时，开车似乎成了唯一
选择。

虽然不用还房贷，但李晨
坦言自己的经济也并不十分
宽裕。当初买车时除了自己攒
的钱外，父母还帮忙补贴了一
部分，因此为了节省开支，夫
妻俩平时还是尽量同开一辆
车上班。但即使是这样，有两
辆车之后，他们家每年要比只
有一辆车时多出一万元的养
车成本。更何况，SUV无论在
油耗还是保养成本上，都要大
于普通轿车。

有了第二辆车之后，李晨
感觉到了一些经济压力，但尚
在可接受范围内。更何况两辆
车有两辆车的好处，既能方便
平时的出行，又能防止济南以
后可能的政策变化。“现在全国
好几个城市都限购限号了，济
南是不是也有可能，所以早做
打算。”李晨说。

李晨的考虑并不是没有
道理。根据媒体报道，济南也
曾实行单双号临时限行，2016
年12月30日晚8时，为应对重
污染天气，济南市针对机动车
实行单双号限行，要求“单号
日期单号车上路，双号日期双
号车上路”。而济南多次成为
全国“首堵”，也让市民猜测会
不会考虑用限号来治堵。不
过，现在买了第二辆车后，李
晨不用担心了。

买车容易停车难
“抢车位”成家常便饭

买车是为了出行方便，家
里有两辆私家车更是可以有选
择地开。在知乎网站上一则关
于“家里需要两辆车，如何搭
配？”的问题中，“轿车+SUV”被
认为是家庭标配。平时上班开
两厢的轿车，节假日全家出游
时开空间较大的SUV。不过，多
了一辆车虽然多了很多方便，
但同时也带来了诸多不便，其
中最大的不便就是停车难。

李晨在市区有两套房子，
分别购买了停车位，因此不怎
么担心停车的问题。但是，当两
辆车都开回同一个小区时，也

同样需要找车位，实在找不到
的话，就只好停放在路边了。在
济南一高校任教的刘杰（化名）
也面临停车的难题，由于买房
时没有预想到自己会有两辆
车，只购买了一个停车位，因此
只好另租一个地面车位来停放
自己的第二辆车，每天费用为
12元。

而对于徐建来说，停车更

是个难题，甚至还要经常抢车
位。徐建所居住的小区没有地
下车位，只有地上的停车位，因
为住户多而车位少，每户居民
最多只允许租用一个车位。虽
然小区里还有3个闲置的公共
车位，但基本上属于“谁先抢到
谁用”的情况。抢不到车位时，
徐建就只能到小区外面找车位
停车了。

多年的驾驶经验让徐建养
成了一个好习惯，那就是选择
将车停在正规的车位上，而不
是停在偏僻的角落里，因为偏
僻的角落里灯光昏暗，又缺少
监控，就算车被人划了也可能
找不到作案人。“我也教育孩子
不要违法停车，尽量找一个正
规的车位，就算花点钱，那样心
里也觉得舒坦。”徐建说。

■两车时代来了·现状

就在几年前，“买两辆车，一辆开一辆看”还只是人们打趣的语言。可就在2016年，越来越多的济南市民将它变成
了现实。是工作需要，还是个人爱好，抑或只是钱多“烧”的？拥有两辆车以后，停车问题如何解决，道路拥堵问题是是否
会更加严重？这都是咱们需要关注的问题。

自从女儿考上大学到长清上学后，徐建（化名）就决定买第二
辆私家车了。几经考虑，他最终选择了一款SUV：那辆开了10年的
老车供自己上下班用，新买的SUV供女儿使用。

在济南，像徐建一样家有两辆私家车的市民越来越多。根据济
南市车管所日前公布的数据，2016年济南市共增机动车25 . 8万辆，
其中家庭购买第二辆车占据相当比例。私家车不再像以前那样是
身份地位象征的奢侈品。家有两车，也越来越成为济南很多普通家
庭生活的“标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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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私家家车车十十年年变变化化：：从从买买车车难难到到停停车车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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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越来越多的人购买
第二辆车，也与汽车神秘感消
失，越来越多地走进人们生活
有关。例如，在不少购置第二辆
车的家庭中，女主人拿到驾照
就是直接原因。几年前，开车一
定程度上还是成熟男性的专
利，而随着女司机和年轻司机
越来越多，他们也对汽车产生
了需求。

从1998年的第一辆车到
2004年的第二辆车，再到2015年
的第三辆车，徐建见证了济南
家庭私家车的兴起与发展。从
买车时只能看录像了解车况，

到如今4S店的一体化服务，市
民购车也越来越方便。“以前是
买车难停车易，现在是买车易
停车难啊！”谈及这十年变化，
徐建直言。

徐建说，十年前家庭轿车
开始兴起的时候，那时候谁家
有一辆私家车可以说是特别有
面子，添一辆车就像添了一口
人。“我买第一辆车那会儿，朋
友都打电话问，感觉很稀罕。现
在谁家有两三辆车都不觉得好
奇了。”从以前身份地位的象
征，到如今的生活必需品，私家
车的角色也发生了很大转变。

作为专职司机，徐建已开
了近20年车，由于经常在济南
各区跑，他对济南的停车难和

拥堵情况有很深的了解。在徐
建的记忆里，济南街头的私家
车多起来，是从2013年开始的，
也是从那时候，济南开始拥堵
起来，并多次成为全国“首堵”
城市。

“1998年我刚买车那会儿，
我们单位就我这一辆车，想停哪
儿就停哪儿。”徐建介绍，在2013
年以前，济南市区几乎没怎么堵
过车，道路到处都很畅通，他在
泺源大街还一度跑过八九十公
里的时速。即使在2009年全运会
时，他从八一立交桥开车到奥体
只花了十几分钟，而且在奥体还
能找到停车位。“现在别说停车
位了，估计开车到燕山立交桥就
得走过去。”

私家车多了，停车自然就
难了，徐建对此深有感触。有一
次，因为父亲生病住院，徐建开
车到齐鲁医院，但到医院后找
不到停车的地方，在附近几个
胡同转了近一个小时，始终没
有找到一个停车位。无奈之下，
他只好把车开回单位，然后再
坐公交回医院。

徐建认为，私家车增多只是
造成济南堵车的一方面原因，另
一方面是因为公共交通的不发
达。“坐公交车要转几趟车，有时
候等车就得等半小时，还不如自
己开车。”徐建认为，济南要治
堵，除了要新建道路保证车辆出
行顺利，还要大力发展公共交
通，如公交和地铁等。

不少人在小区内难以觅得停车位，只能停在路边。 本报记者 左庆 摄

随着越来越多的家庭选择购买第二辆车，有限的停车资源也越来越

紧缺。 本报记者 左庆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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