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人驻守沙发占车位
僧多粥少居民心太累

! ! ! !记者今日探访沪上多个老式小区发现，
老人驻守、沙发占位、竖警示桩……抢车大战
每天都在小区内上演。面对愈演愈烈的车位
大战，不少物业公司不仅无力解决且处境越
发尴尬。
在徐汇谨斜小区，整个小区空车位均被

旧沙发、藤条椅、靠背椅等物什牢牢占据。小
区居民向记者抱怨，小区公共停车位仅有
!""个左右，都是公共区域改建，而且目前无
法满足小区需求。

在静安蕃瓜弄小区内停车矛盾同样突
出。据了解，去年 !#月沪上媒体集中报道了
该小区公共停车位违章加装地锁成风。目前
经过联合整治，小区地锁问题已基本消除，但
车位紧张的问题依然不容忽视。记者在小区

内看到，为让家中子女开车有位可停，有老人
在寒风中坐在停车墩上占位，令人心酸。
沪上数目众多的老式小区，因小区在建

造时未规划足够车位，系物业转变小区公共
区域用以停车的情况，在权属关系上属于小
区内所有居民所有。这就衍生出车位权属不
明确，物业在规划车位流程时，必须经小区业
委会许可，若小区无业务会则由居委会代为
许可，并获得城建规划审批才可重新规划车
位。又因此类小区大多为老式小区，车位规划
资源有限，随着居民汽车保有量的不断上升，
常常引发小区内有车与无车居民间的停车矛
盾，有车居民内部的车位纠纷，导致诸如谨
斜、蕃瓜弄小区的停车难题。

新民网记者 戴天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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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新年伊始，家住虹桥中园的业主被一份贴
出的停车费“涨价告示”弄得心神不宁。年前，物
业公司将每月的停车费“翻涨”一倍，并通知业
主尽早前往登记签订合同。多名业主致电本报
$%#&&&热线，倾诉这件“横”在他们心中的烦心
事。
除了部分小区停车位涨价，申城部分写字

楼的停车位也在悄悄地涨价。“本周开始，公司
楼下的停车位的收费也涨价了。”在上海长宁区
延安西路某普通办公楼办公的华小姐介绍道，
#"!& 年执行的停车标准为每月 &"" 元左右，
#"!%年将提价至 '""元，涨幅达 %"(。对此，华
小姐和同事都表示非常无奈，只能被动接受。

停车费翻涨一倍
近日，记者来到虹桥中园小区实地探访。偌

大的小区内，为数不多的地面停车位停满了车。
在居民带领下，记者来到小区保安岗亭，看到一
份告示。上面写着，“近期开发商决定改变小区
地下车库车位租赁方式”，随后给业主出了道
“选择题”：要么支付翻倍的停车费，要么一次性
预付 #"年的停车费，可“享”原先 )""元每月的
停车费。
业委会筹备组负责人告诉记者，小区建成

以来并没有成立业委会，而开发商至今也未撤
离，这次停车费涨价之前，并没有征询过业主的
意见。“这不是明摆着的‘霸王条款么’。”不少居
民埋怨道。

谈起停车费涨价的原因，该小区物业公
司———上海和居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姚经理直言，
政府已经取消小区停车位价格指导，此次涨价
属于开发商自主行为，物业和业主都无权干涉。

坐地涨价非个案
小区业主石先生向记者透露，让小区停车

费挣脱价格“束缚”的，是国家发改委于 #"!)年
!#月 !*日发的《关于放开部分服务价格意见
的通知》中涉及“住宅小区停车服务”中的相关
内容。该文件中，“住宅取消小区停车服务”确实
被列入 *项被放开的“具备竞争条件的服务价
格”中。
“单从字面上理解，价格是被允许放开，但

小区停车费是‘具备竞争条件’的服务价格吗？
这值得推敲；另外，放开了价格，就能够随心所
欲涨价？这又值得思考。”石先生提出疑惑。

小区管理应#归位$

去年，上海关于小区停车费涨价的新闻报
道层出不穷。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法
务部主任汪鸫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关键还是
小区管理定位是否准确。“如果定位是‘服务’，
那么在停车费定价的问题上，显然要公开成本，
并告知业主，征询意见，经业委会讨论后，最终
确定方案；如果是定位为‘盈利’，那显然和物业
服务的本意背道而驰。”
汪鸫认为，未经业主大会通过，单方面直接

涨价的做法既不合理，也不可取，而政府也不能
“一放了之”。“依靠‘市场的手’控制价格是不
错，但在形成模式前，相关部门需要建立机制，
定期指导业主大会，加强监督。”这样，或许能够
避免许多“野豁豁”的涨价事件发生。
记者采访了程家桥街道办事处。“街道了解

小区业主的诉求，正和双方协商处理。”街道自
治办工作人员盛女士开门见山地表示，目前，
“涨价风波”暂处于“缓涨”阶段。近日，街道也将
约物业公司和业主代表商谈，“街道提供平台，
双方直接面谈，希望能协商解决问题。”

本报记者 徐驰

放开定价不等于随心所欲
车位缺口需政策支持加平台调剂

! ! ! !停车位涨价成为申城市民关注的焦点
之一。相关专家认为，目前确实没有什么有
效制约措施，建议应该恢复到原来的政府指
导价。

市中心车位缺口超百万
据统计截至 #"!)年底，上海机动车保有

量为 +")万辆（不含外省市号牌车辆），而全
市居住区配建停车位为 !*$万个，居住区夜
间停放需求为 #$"万辆，配建缺口为 +'(。
中心城居住配建停车位为 %)万个，居住区夜
间停放需求为 !++万辆，配建缺口由 #""$年
的 +*(扩大到 #"!)年的 &#(。
之前，上海执行《上海市住宅物业管理区

域机动车停车管理暂行规定》，其中一条：“建
设单位按规划要求配置的停车设施向业主、
使用人出租的，执行物价部门规定的收费标
准”。露天停放收费标准 !&"元，地面简易车
库停放 #&"元，室内、地下室车库停放 )""

元，上述收费标准为基准价，上浮幅度在
#&(以内，下浮不限。需上浮停车收费标准
的，由区物价局根据申报的停放设施、管理成

本等核定具体收费标准。
#"!&年 +月 !日起，上海小区停车费政

府定价取消。各物业公司重新编制收费执行
细则，并在 #"!%年开年按新细则全面执行征
收，其中停车费这一项在放开定价权之后，部
分小区和写字楼的停车费出现涨价现象。

小区停车费涨价有程序
“物业涨价需要经过必要的程序。”东湖

物业总经理李风介绍道，地上车位停车费的
收入是属于全体业主的，涉及全体业主的公
共利益，停车费涨价和物业管理费涨价一样，
应该走相同的程序，向全体业主征询意见，必
须通过“双过半”的征询程序；地下车位的产
权可能是属于小区开发商。政府取消小区停
车位价格指导后，对开发商抬高车位租金的
监管确有难度。

李风表示，针对“停车难”这个问题，目
前，新建住宅对于停车位的规划比例已经提
高。随着私家车日益增长，停车位仍旧是稀缺
资源，价格会适度上涨。价格只是一种调节手
段，部分停车位涨价两倍、三倍显然欠妥。

停车费管理盼政府指导
如何让申城停车位收费相对平稳？如何

解决居民停车难题？李风建议试点错峰停车。
小区白天车位使用率在 &"(,%"(，周边办公
楼会常常出现“停车位已满”的难题，晚上，小
区和写字楼的停车场景基本相反。他表示，小
区与周边办公楼停车位互相调剂，充分利用
有限的车位资源，一方面需要政府的政策支
持，另一方面也需要平台来沟通调剂。
“对于停车费大幅度涨价，业主确实难以

接受。”华燕房盟研究部副总方秀玲建议道，
建议政府加大立体空间车位建设与改造，缓
解市区车位缺口问题；需第三方机构对物业
公司提供的服务标准和价格进行评估，适时
公布一些服务基础项目的成本价。
“小区停车位是稀缺产品，某种程度上就

是开发商垄断。”昨天，相关专家表示，现在价
格放开以后，政府确实没有什么有效制约措
施，建议应该恢复到原来的政府指导价。
去年年底，国家发改委官网发布《关于进

一步完善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政策的指导意
见》，明确对具有自然垄断经营和公益性特征
的停车设施服务收费，需要实行政府定价管
理的，要纳入地方定价目录，明确管理权限，
规范定价办法和程序，有效约束政府定价行
为。 本报记者 杨玉红 实习生 门蕾

小区停车位“任性”涨价引不满
相关专家建议!应恢复政府指导价

! 老式居民小区内!有人用椅子占车位

! 为占车位也是"蛮拼的#! 为了增加停车位!一些物业也是想尽了办法!仍难以满足居民需求 本版图片 戴天骄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