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区伸出“橄榄枝”却无人应

! ! ! !停车资源是社会公共资源，错
时停车，如何“错”开矛盾？一位物
业业内人士认为，最大限度发挥停
车位这一稀缺资源的功用，让车位
循环利用，错时停车方式需要全社
会共同参与，也需要政府部门的扶
持引导和创新思路。
机关、事业单位停车场属于公

务财产，行政机关和事业单位有义
务向市民错时开放富余车位。政
策也是一只重要的“市场之手”，
如果通过政府财政对实施企业奖
励，对机关、事业单位财政补贴，
消化错时停放增加的人员、设施
和风险成本，解决机关、事业单位
的后顾之忧，将刺激更多符合条

件的单位加入。
破解停车难这道待解的民生

难题，政府部门还应创新社会管
理。比如可以牵头制定协议范本，
明确开展错时停车双方的管理要
求与车主的权利义务，指导单位合
约化管理，有法可依。诸如车辆超
时不走，是用收费为杠杆加倍收
取，还是纳入禁停“黑名单”；小区
错时停车收益归哪一方；车辆如果
发生意外损坏或丢失该如何赔偿
等，需要有关部门出台详细指导意
见。有业内人士还建议，可以在收
取的停车费中划出一定比例作为
投保费用，以便减轻相关单位、小
区开放停车场或停车位的风险。

! ! ! !“坎”在哪里？首先是费用谈不
拢。错时停车收费是社区向周边社
会单位寻求车位时遇到的最为关键
的一个问题。居民嫌停车费太贵，承
担不起。但商务楼宇要执行自己的
收费标准。就拿合生财富广场来说，
楼里租户的收费是包月每月 !"""

元至 !#""元。“我们即便是打个 $

折居民也不能接受。”物业管理人员
告诉记者，一旦施行错时停车，外来
车辆进入单位内部后，导致内部管
理成本增加，人员、资源成本大大提
高，收费低了无法收支平衡。
对外开放单位内部停车场，还

有一个顾虑就是安全。且不说外来
人员进出办公楼造成的治安隐患，
一位社会单位停车场相关负责人

坦言：“车子停到谁那里，谁就要对
车子负责，剐了蹭了算谁的%收的
那点停车费可能还不够赔的呢。”

错时停车遇到的另外一个障碍
就是停放时间难以协调。参加错时
停车的双方，一般都会规定对方的停
放时间。这样车辆进出时间就受到
一定限制，这对车主来说不自由。
商务楼有顾虑，小区对错时停

车的做法是不是欢迎呢？记者调查
发现，有车居民可能有热情，无车
居民却不“买账”。而对小区的管理
方而言，同样面临安全担忧，以及
社会车辆停放后所收取的停车费
归谁，小区停车资源对外“共享”后
小区内“有车族”和“无车族”的利
益如何协调的两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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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虹口区目前的汽车保有量为
&'!万辆，在区建交委备案的公共
停车场库泊位数为 !'(万余个。今
年经过多方协调，共开发了 !$)多
个错时停车位。这个数量远远不能
满足正常需求。

建交委相关负责人给记者举
了个例子：他们曾牵线想促成飞虹
路上飘鹰花苑和隔壁商务楼合生
财富广场的错时停车，但最终计划
夭折。

飘鹰花苑建于上世纪九十年
代，共 !)幢楼，规划车位近 #""个，
目前小区私家车已有 #("辆左右。
“‘先天不足’造成缺口很大，业主只

能见缝插针停车，有的实在停不了只
能停在马路上，还要被交警贴违章
停车罚单。”物业翁女士告诉记者，
小区很多车主提出能不能错时停
车，晚上把车停进合生财富广场，白
天小区也可以给商务楼腾挪车位。
然而，小区伸出的“橄榄枝”并

没有得到积极的回应。记者昨天下
午在合生财富广场看到，地面车位
基本停满，地下车库的也停了 )至
*成车辆。据物业公司介绍，这栋
商务楼地面加上地下车库共有
#+"个左右停车位，白天能基本满
足商务楼宇的停车需求。至于错时
停车，物业方还是顾虑重重。

“错时停车”能否解小区停车难？
———追问难题背后的利益纠结和制度空缺

本报记者 袁玮 潘高峰 孙云,文
本报记者 周馨,图

! ! ! !“白天路上怕堵车，晚上回家
怕停车。”上海机动车保有量已达
#$" 余万辆。不断攀升的数字背
后，带来的除了“堵”，另一个难题
就是“停”。
记者昨天从交警部门了解到，

截至去年底，上海中心城区配建车
位约 &+')万个，单独建设的公共停
车设施拥有停车泊位约 !万个，在
市政道路上规范设置的道路停车泊
位约 +')万个，加起来共约 &$'#万
个。综合考虑夜间居住地刚性停
放、白天车辆适度周转等因素，国
际交通管理研究一般认为较为合
理的机动车数量和所需配置泊位
数量的比例约为 !-!'#；交警部门

测算出的停车缺口为 .&'(万个。
近 ("万的缺口，要弥补绝非

一日之功。而且在买车“洪流”的不
断冲刷下，这个缺口还在越变越
大。
停车难题如何破解？是提高新

建住宅车位配建标准，还是车牌绑
定车位拍卖？是大力推进停车产业
化，还是整合资源，推进错时停车？
政府部门在想办法，专家学者在出
主意。
近日，本报记者就其中被认为

最具可操作性的“错时停车”，作了
一番实地调查，对停车难背后的利
益纠结、制度空缺进行一番新的追
问和思考。

费用、安全、时间成三道“坎”

“错”开矛盾需要创新管理

!记者观察"

破解之道

立体停车？自备车位？都有点难！
市交港局详解各种缓解停车难建议可行性

! ! ! !想为停车难找到一个

破解之道!真的很难"很多

办法只能治标! 医一时之

痛"

要从根本上破解停车

难! 首先还是要依靠制定

和完善城市规划" 中心城

区难以有大的改变! 上海

未来人口将向郊区分流!

那么!在一些郊区的新城!

就应该尽早制定科学合

理# 兼顾眼前和未来的城

市规划!如规定道路#商业

设施# 住宅和停车位的配

比# 合理布局 !"# 停车

场"现有的一些 !"#换乘

点! 因知晓度低# 供需失

衡# 站外引导标志设置不

合理等原因而遇冷! 许多

车位处于闲置状态"

第二! 发展公共交通

也是解决$停车难%的有效

办法" 上海的轨交网络已

经颇为发达!但是早晚高

峰过于拥挤!与之接驳的

公交线路配置也不甚合

理!造成了公共交通的吸

引力不足" 另外!上海轨

交和公交虽然也有换乘

优惠! 但是力度却不大!

公共交通的出行成本还

是相对较高!这在一定程

度上影响了公共交通的吸

引力"

建议上海的城市交通

管理部门从提升便捷性和

降低出行成本着手! 提高

公共交通的吸引力!这样!

$停车难%的老大难问题才

有可能得到根本解决"

! ! ! !今年 &月，市交港局曾明确表示将
根据《上海市停车场（库）管理办法》，在
年内会同市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共同研
究出台关于推进不同类别的停车设施
共享利用的指导性意见，并由各区县政
府负责组织实施。但时近岁末，指导意
见依然未现端倪，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
错时停车的“知易行难”。

近年来，许多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多次提出缓解停车难的各种建议，这些
设想是否可行？

能否建立体停车设施？
市人大代表吴坚#在目前大量采用

平面结构的停车库中!逐步选择有条件的

车库通过改造变为多层架构!释放出数倍

的空余车位"同时!通过调整一些项目!比

如绿地等!新建一批立体停车设施"

市交港局#通过调整绿地新建立体
停车设施、缓解居住小区停车矛盾目前
难以大规模推行，需继续调研。

上海去年在部分小区试点通过增
加空中绿化、调整绿地建设立体停车设
施，当时长宁区虹储小区的试点效果较
好；然而，根据《上海市住宅物业管理规
定》，业主大会决定改建、重建建筑物及
其附属设施的，应当经专有部分占建筑
物总面积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且占总
人数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同意，有条件
的住宅小区应由小区业主大会对新建
立体停车库事项作出决定，并经规划、
绿化等相关管理部门批准后施行；大部

分小区在试点过程中由于居民意见分
歧大难以施行。

“自备车位”行得通吗？
市政协委员王向朝#能否出台将新

增车辆额度与拥有固定车位相捆绑的

$自备车位%的规定&

市交港局#将新增车辆额度与拥有
固定车位相捆绑的“自备车位”政策是
解决停车问题的有效措施，日本早在上
世纪六十年代就开始着手制定相关法
律，经过多年实施后取得明显成效。

但本市通过地方立法由政府强制
实施这一政策的条件尚不成熟。一是由
于目前缺乏全国统一实施此项政策的
机制性保障，本市单独实施将会造成在
本市进行车辆额度拍卖的门槛过高，导
致大量本市车主在外地为车辆上牌后
在本市长期行驶。

二是本市现有机动车保有量基数
较大，停车位供需缺口明显，在现有停
车矛盾未得到有效缓解之前，仅针对上
海本地牌照的新增车辆实行自备车位
政策的预期效果难以预测，同时可能引
发有关政策公平性的质疑。
三是从车辆实际使用情况来看，除

了在居住地和工作地等相对固定、刚性
的停车需求外，还有大量购物、娱乐、临
时办事等不固定、较为弹性的停车需
求。仅依靠主要针对居住地、工作地停
车问题的“自备车位”政策难以从根本
上全面解决各种类型的停车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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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停车难!不少车库里的坡道上也停了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