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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城市普遍存在停车供需不平衡、停车秩序混乱、停车场收益差、停车服务水平低等问题。综

合考虑出行者、停车场、停车管理部门以及政府其他部门的需求，结合状态识别、网络信息、供需

匹配优化模型、停车诱导、可视化等智能技术，优化城市停车管理平台功能设计。平台涵盖停车供

需信息识别及匹配模块、停车场供需分析及可视化展示模块、影响道路交通运行的停车场识别模

块、特殊车辆监控管理模块和面向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车辆管理模块。该平台可以提升出行者的停

车便利性，方便停车管理部门以及政府其他部门的数据获取、综合管理和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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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arking problems, such as unbalanced parking supply and demand, disorderly parking, poor

parking revenue, and low parking service level, commonly exist in cities. Comprehensively considering the

travel or management needs of travelers, parking lots, parking management departments, and other govern-

ment departments, the urban parking management platform is developed in combination with intelligent

parking technologies, such as state identification, network information, supply and demand matching opti-

mization model, parking guidance, and visualization. The platform includes the parking supply and de-

mand information identification and matching module, the parking supply and demand analysis, and visual

display module, parking lots identification module affecting road traffic operation, special vehicles moni-

toring and management module, and vehicle management module for public emergency. The platform is

helpful in improving parking convenience, reducing the difficulty of data collection, comprehensive man-

agement and governance by parking management departments and other government depart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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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智能技术的城市停车管理平台优化设计基于智能技术的城市停车管理平台优化设计

00 引言引言

随着机动车保有量的不断攀升，中国城

市出现了一系列停车问题。《2017中国智慧

停车行业大数据报告》指出：30%的城市交

通拥堵问题由停车难导致，日常48%的车辆

须在停车场排队，其中医院排队尤为严重；

超 9成城市的停车位使用率小于 50%；当停

车位使用率提升到80%，上海、重庆两市停

车位供给量将大于停车位需求量 [1]。可见，

城市内部的停车资源时空利用不均衡。为了

盘活停车资源，提高停车场的使用率，部分

城市及学者构建了智能停车管理平台，相关

平台建设技术也成了热门研究方向。目前，

应用于城市停车管理平台的技术主要包括停

车场及停车位状态识别(地磁、RFID、视觉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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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智能技术的城市停车管理平台优化设计基于智能技术的城市停车管理平台优化设计 识别)[2-7]、停车网络信息服务(物联网、车

联网、云平台) [8- 13]、停车供需匹配优化模

型[14-17]、停车诱导[18-21]以及可视化技术[22-25]。

部分学者集成上述技术开发了城市停车管理

系统或平台[8-13]。

现阶段的智能停车管理平台主要服务于

出行者、停车场管理者和停车管理部门。针

对出行者，主要提供车位预约、城市路径诱

导、室内车位诱导、智能缴费服务；针对停

车场管理者，主要提供停车场使用情况分

析、运营数据监控、客户服务管理(免费车/

月租客户登记、车位登记等)；针对停车管

理部门，主要提供停车场供给规模分析、停

车场使用情况分析服务。随着电子信息技术

的不断发展与更新，更多的功能模块应嵌套

于现有平台，服务于多方需求。此外，现有

平台缺乏将服务于不同对象的系统进行有效

整合，无法使停车信息流在出行者、停车场

管理者和停车管理部门之间有效交互。

本文在充分调研路内、路外停车场问题

的基础上，基于智能技术，构建了服务于出

行者、停车场管理者、停车管理部门以及政

府其他部门的城市停车管理平台。区别于传

统的智能停车管理平台，本文在停车供需信

息识别与匹配模块的基础上，添加了停车供

需分析及可视化展示模块和影响道路交通运

行的停车场识别模块，协助停车管理部门了

解城市内部各类停车设施资源的分布和利用

情况、识别影响道路交通运行的停车场，为

后续实施停车资源整合、停车场规划建设、

停车分区管理、停车场设计等相关停车政策

提供数据支撑。此外，考虑到政府及相关行

业对特殊车辆的监控和管理需求，本文在平

台中嵌入了特殊车辆监控管理模块和面向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车辆管理模块。

11 信息化缺失下的停车问题分析信息化缺失下的停车问题分析

11..11 城市停车设施资源城市停车设施资源

城市停车设施资源包括路内停车位和路

外停车场。路内停车位主要承担临时性停车

功能，属于路外停车场的补充形式，现阶段

存在两方面问题。1)路内寻泊耗时较长：有

研究表明，在一些社区寻找路内停车位的巡

游交通量占总交通量的 40%左右[26]。大量的

路内寻泊行为会严重干预城市动态交通流的

正常运行。2)长时间路内停车或者违法停于

城市道路：一方面，长时间的路内停车行为

违背了路内停车位的功能定位；另一方面，

大批量、长时间的路内违法停车行为干扰城

市动态交通流的正常运行。

路外停车场主要包括建筑物配建停车场

和公共停车场，占据了城市巨大的土地和空

间资源，现阶段存在两方面问题。1)部分路

外停车场资源空置浪费：由于缺乏有效的停

车诱导平台、路外停车场数据库不完整，驾

驶人无法掌握目的地周边所有停车位的供给

情况，进而导致部分停车位空置。2)驾驶人

到达停车场时无位可停：由于缺乏停车信息

查询、停车诱导、停车预订等有效的人机交

互系统，驾驶人无法提前获取停车位供给情

况。这不仅降低了出行者的满意度，无位可

停、继续寻泊的出行者还干扰城市动态交通

流的正常运行。

11..22 城市停车管理平台城市停车管理平台

针对上述停车问题，凭借迅速发展的车

载设备、智能手机、停车信息传播媒介，衍

生出更多的停车服务，例如空闲停车位信息

查询、停车路径诱导、自助缴费、车辆剐蹭

行为取证、新能源汽车充电等。基于对北

京、武汉、南京、沈阳、厦门 5座城市的停

车调研，上述城市已逐步构建起城市停车管

理平台，并正在完善相关功能。平台可实现

各项便民停车服务，包括停车信息查询(路

内及路外停车场的位置、收费、剩余泊

位)、停车路线诱导、停车费用收缴(日常、

包月、欠费收缴)以及停车共享服务，并依

托微信公众号、小程序或手机APP向市民提

供上述停车服务。部分平台涵盖城市停车数

据大屏，可展示平台内停车场的利用与运营

情况。然而，上述城市停车管理平台的功能

设计仍然存在改善空间：

1）缺失路内、路外停车场供给情况(分

布位置、停车位规模)与运营情况(利用率、

周转率、停车时间等)分析模块。这使得停

车管理部门难以了解城市内部停车场的分布

及利用情况，难以支撑和优化停车场的管理

政策，例如动态调整不同区域停车资源的配

置比例、实施差异化收费和停车时间限制政

策等。

2） 缺少动静态交通相互影响分析模

块。例如，无法向停车管理部门或专家提供

拥挤路段周边停车场的相关信息(停车位规

模、类型、分布位置、出入口、供需情

况)，进而无法支持停车管理部门或专家对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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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车场进行优化设计和协调管控，实现动静

态交通的协调运行。

3）没有兼顾各类停车设施资源。停车

供需信息无法在各类停车设施资源间实现流

动，进而无法支撑停车共享政策的实施以及

停车诱导系统的建设，难以提升城市整体停

车资源的利用效率。

4）未考虑政府及相关行业对于特殊车

辆的监控和管理需求。例如，交通运输部针

对新冠肺炎疫情颁布了多项工作通知，要求

各地交通运输部门强化疫情防控措施，实现

常态化防疫管理。现阶段，在静态交通管理

中，缺乏对停车场到访人员进行健康码查

核，缺乏对健康码异常人员进行措施干预

(禁止进入停车场等)和信息上报，难以实现

常态化防疫管理。

22 城市停车管理平台优化设计城市停车管理平台优化设计

综合考虑上述停车问题以及智能技术，

本文设计了基于智能技术的城市停车管理平

台。平台设有 5个核心模块，服务对象包括

出行者、停车场管理人员、城市停车管理部

门和相关行业管理部门(见图1)。

22..11 停车供需信息识别及匹配模块停车供需信息识别及匹配模块

该模块的作用为识别停车场的停车供给

信息并与出行者的停车需求信息进行匹配，

为出行者提供停车服务信息，例如目标车

位、诱导路径、收费信息、车位预订等。

对于需求端，需要利用互联网、物联

网、车联网等技术识别出行者的停车需求，

包括出行目的地、停车行为特性(预计到达

图1 基于智能技术的城市停车管理平台框架设计

Fig.1 Framework design of urban parking management platform based on intelligent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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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停车时长)、停车场及停车位选择偏

好(可接受的最大步行距离、行驶距离、停

车收费、停车位偏好类型等)，作为停车需

求数据库。

对于供给端，需要利用出入口闸机、视

频识别、RFID、传感器等技术监测停车场

停车位的使用状态，包括剩余停车位数量、

剩余停车位属性 (类型、空间位置、收费

等)，作为停车供给数据库。

利用时空匹配、协同推荐、合作博弈等

理论模型 [14-17]，将出行者与停车场(停车位)

进行匹配，为出行者提供私人订制的停车场

(停车位)，将目标车位、诱导路径、收费信

息经由互联网、物联网、车联网等传播媒介

传递给出行者。如果停车场提供车位预订服

务，则需要将出行者的车位预订信息传递给

停车场管理系统。

22..22 停车场供需分析及可视化展示模块停车场供需分析及可视化展示模块

基于城市停车场的供需信息监测数据，

统计和可视化城市不同区域各类停车场的供

给情况(分布位置、停车位规模、停车位类

型等)，方便停车管理部门了解城市的停车

供给现状。基于利用率、周转率、停车时间

等停车场运营情况分析，识别出城市内部利

用率溢出、饱和、不饱和的停车场，作为后

续制定停车场相关政策的依据。例如：优化

不同区域各类停车资源的配置比例、取消或

增加路内停车位、实施分区差异化停车管理

政策(停车收费、停车秩序管理、路内停车

时间限制等)。

22..33 影响道路交通运行的停车场识别模块影响道路交通运行的停车场识别模块

基于 GIS 软件、web 端等平台 [22-25]，集

成展示城市内部的动静态交通运行状态，分

析和识别不同时段拥堵路段周边是否存在停

车场，并将拥堵路段信息(道路名称、交通

量、速度、密度等)、周边停车场信息(停车

场名称、空间位置、拥堵时段的停车供需信

息、各出入口的进入驶出交通量)反馈给城

市停车管理部门。这一模块有助于相关部门

或专家分析停车场设计(停车位规模、分布

位置、停车位设计类型、出入口设计等)对

城市动态交通流的影响程度，从而为停车场

的优化设计、路段拥堵时段的停车场出入口

调控[27-28]提供数据支持。

22..44 特殊车辆监控管理模块特殊车辆监控管理模块

《交通强国江苏方案》提出应以更严格

的措施管控“两客一危”道路运输安全，通

过完善交通运行监测体系筑牢平安江苏。本

模块以“车辆识别、车内人员信息获取”技

术为基础，满足政府及相关行业对“两客一

危”、公安通缉、追缴欠费等特殊车辆的监

控管理需求。

该模块服务政府相关部门，主要是对比

停车场的监控数据(车牌、人员信息识别)与

政府部门提供的特殊车辆相关信息(车牌、

驾驶人信息等)，对特殊车辆实施位置追

踪、报警和锁车，同时将相关停车信息(特

殊车辆停车位置、时刻、时长等)回传至政

府相关部门用于管理分析。特殊车辆监控管

理模块的实现技术思路如图2所示。

22..55 面向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车辆管理面向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车辆管理

模块模块

为响应交通运输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工作号召，在城市停车管

理平台中嵌入面向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车辆

管理模块，获取与分析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背

景下停车场使用者的关键信息。在停车场门

禁处安装可以识别健康码状态信息、车内人

图2 特殊车辆监控管理模块的实现技术思路

Fig.2 Technical scheme of special vehicle monitoring and management module

政府相关部门

两客一危、公安通缉、追缴
欠费等特殊车辆及人员信息

城市
停车
管理
平台

在特殊车辆、人员
信息库中比对入场
车辆、人员信息

车牌
信息

车内人员
信息

车牌
识别设备

人员
识别设备

特殊车辆停放位置、
时刻、时长等数据的
分析处理方法

“提示、监控、报警”
等监管功能的优化及
实现技术

数据分析
软件开发

正常放行车辆
非特殊

特殊

判别

信息回传

识别

识别

信
息
共
享

123



U
rban

TransportofC
hina

Vol.20
N

o.2
M

arch
2022

城城
市市
交交
通通

二二○○
二二
二二
年年

第第
二二
十十
卷卷

第第
二二
期期

交通治理

数的监控设备[29-31]，当车辆到达停车场门禁

处，驾驶人和车内人员均需要刷健康码才能

进入停车场。当健康码为正常状态(绿码)，

允许车辆进入停车场；当健康码不正常，禁

止车辆进入停车场，同时将相关人车信息上

报相关部门，并协助开展疫情防控工作。该

模块的实现技术思路如图3所示。

33 结语结语

本文在分析信息化缺失下城市停车问题

的基础上，综合考虑出行者、停车场、停车

管理部门以及政府其他部门的关切和需求，

构建了基于智能技术的城市停车管理平台。

本文提出的城市停车管理平台创新性地嵌入

了停车供需信息识别及匹配模块、停车场供

需分析及可视化展示模块、影响道路交通运

行的停车场识别模块、特殊车辆监控管理模

块和面向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车辆管理模

块。该平台使停车信息流在出行者、停车

场、停车管理部门以及政府其他部门交互，

有效提升出行者的停车便利性，方便停车管

理部门以及政府其他部门的数据获取、综合

管理和执法。

随着新业态汽车行业(自动驾驶技术、

分时租赁、新能源汽车)的蓬勃发展，势必

要通过先进的技术手段、模型算法来解决新

业态汽车在路内、路外停车场的停放需求。

未来应在现有的城市停车管理平台加入新业

态汽车管理模块。

1）针对自动驾驶技术，应考虑自动驾

驶车辆的停放过程、停放规则、停车需求以

及与传统汽车的共存模式，设计集需求响

应、车辆识别、车位分配于一体的自动驾驶

模块。

2）针对分时租赁车辆，应分析其停车

场的空间布局及使用情况，作为新一轮分时

租赁停车场规划的参考数据。

3）针对新能源汽车，应分析城市内部

充电桩的空间布局及使用情况，作为新一轮

新能源汽车充电桩规划的参考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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