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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市地铁和轻轨交通体系的发展，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已

经愈发普遍，避免交通拥堵和改善“停车难”的问题已

经成为普遍需求。公共停车位需求的变化和特点，对规

划停车位数量以及停车便利程度有着很大的影响，停车

位的稀缺性也更加明显。

长春市公共停车位管理存在的问题

停车治理是一项系统性的管理项目，不能单纯依靠

供应停车设施来解决供需矛盾，它涉及到多方主体以及

多方利益的权衡。在公共停车位的建设与管理的各个环

节中依然存在各种问题。

（一）公共停车位收费管理低效

收 取 停 车 费 是 驾 车 者 占 用 公 共 资 源 的 代 价 ， 收 费

的目的也是督促司机快停快走。如果路内停车位免费，

司机一旦找到空位就会长期停放，出现“僵尸车”，这

是对公共资源的低效利用，因此采取收费手段。但在颁

布停车收费管理政策后，停车位被一些人私自占据并向

车主收取费用，以此牟利的行为屡次出现。这种“乱收

费”现象是停车收费管理的弊病之一。其次，针对长春市

内多数城区范围内出现的捆绑式收费，提高公共停车位使

用率及周转率但价格能否再低一些的呼声愈加明显。

日常监管考核不严谨，也让一些停车收费员怠于履

职，甚至在停车费上动起“歪脑筋”，这就造成了各个

城区收费不统一的问题。

（二）公共停车位管理的智慧化水平存在障碍

传统停车管理中，人工参与管理事项较多，因此需

要投入较大的人工成本，而在人工收费模式中，效率较

低，存在乱收费、无证收费的现象，造成所收费用的严

重流失。传统的管理停车数据模式落后，无法保存清晰

的停车数据，很难获得静态或动态的停车资源。

随着网络化、数据化时代的发展，制约智慧停车发

展的最大因素尚未解决。虽然长期以来一直采用互联网

+模式停车管理，但仍存在停车数据平台和应用不统一

的状况。智慧停车软件存在“各自为政”的问题，难以

兼容，形成了一个人为的“信息孤岛”，不仅不能发挥

“智慧”的作用，还会给车主带来更多的问题。

（三）公共停车位管理部门监管能力较低

长春市各地公共停车位的建设主要是由政府、开发

商、公共建筑所有者完成，但在运营管理过程中则出现

多主体管理模式。由于公共停车管理的特性和工作执行

不到位，随时都会引发履职不力的问题。停车管理的整

体规划和协调机制不完善，停车管理职能部门在打击违

法违规行为方面乏力，公共资源的垄断和个人利益的操

纵长期存在。

多头管理模式是通过投资所有者来管理的，因此，

这种管理方式使市民误认为，城市公共建筑所建设的公

共停车位是公共建筑使用者的专有设施。根据管理主体

不 同 ， 具 体 的 管 理 方 法 也 不 同 。 出 现 了 “ 谁 投 资 谁 建

设，谁受益谁管理”的模式，即多头管理。

（四）公共停车位管理过程市民参与性不足

对于长春市公共停车位管理中收费方式以及相关法

律法规的颁布，不少市民存在“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的心态，社会监督的责任不到位。由于缺少广泛的民意

表达，使得公共停车位姓“公”还是姓“私”的问题显

现出来，城市停车位资源稀缺，存在“一位难求”的现

象，但仍有人“愿者上钩”。

出行是否顺畅，停车是否方便，关乎市民的生活质

量。征取有关停车费的民意不只是市民对管理部门的意

见表达，更多的是市民能够借此机会了解彼此不同的看

法。因此，相关部门在了解民意后是否进行考虑并适时将

民意公之于众，是检验管理制度是否健全的重要标准。

提高长春市公共停车位管理水平的对策

（一）整治乱收费，统一收费管理

停 车 收 费 的 根 本 目 的 是 纠 违 和 规 范 ， 对 公 共 车 位

被人“霸占”收费的现象进行整治，不仅可以解决停车

难的问题，更是对长春市政府治理能力的考验。只有相

关部门分清楚权、责、利，严管重罚，多管齐下，这种

“霸位”收费行为才能被彻底打掉。公共停车位属于公

共资源，市政府应组织市公安局进行停车管理，并实行

收费权公开招标的市场运作模式。

公共停车位的管理需要考虑停车空间的供需关系、

公共交通服务水平等因素，应按照“分类管理、差额、

拥挤时段高于空闲时段”的原则，结合交通运营情况和

停车现状，对不同区域、不同模式和不同时段停车服务

的不同收费标准进行综合管理。

（二）建设停车信息管理平台

 运用现代化信息技术来建设智慧停车平台，制定一

系列智慧停车技术规范和标准，实现停车设施信息联网

登记的制度，实现全市停车信息全面联网，统一监督与

管理停车设施。在长春所有城区全面推广电子计费方式，

推广使用视频桩等其他信息管理方式，通过下载城投泊车

软件，在线上完成停车缴费，一切缴费流程依靠公众号

和软件自助进行，逐渐取代传统的停车收费模式。

长期占用公共停车位的现象屡见不鲜。“僵尸车”

等长时间停放的车辆使路内停车泊位难以发挥车辆临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