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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车需求的预测是在游客量预测的基础上进行，考虑到旅游活动受节假日、季节等因素

影响，游客数量在一年中波动幅度较大。若以旅游淡季游客指标预测将导致景区旺季停车难、

交通不畅等负面影响，造成西湖景区经济效益及社会效益双重损失；若以旅游旺季高峰期游

客数据预测将导致旅游淡季停车场利用率大大降低，不仅造成资源浪费，而且增加建设成本。

综合考虑上述因素，本文采用西湖景区旅游旺季的平峰日游客规模作为主要预测依据。 

根据现有资料，2000-2005 年西湖景区游客年增长率达到 7.2%，2009 年 5 月日均游客

数为 19.78 万。而龙井虎跑景区作为景区开发较早、发展比较成熟的景区，游客量年增长率

仅为 1.5%。由此可见，各景点片区的游客发展情况相差较大。为更好地掌握各景点片区的

需求，在西湖景区 8 个控规单元的基础上，结合景点特点和地理区位将其细分为 20 个片区。

再结合现状游客量和各片区游客的增长率，综合预测2020年西湖景区日均游客量达到32.42

万人。 

表 1 杭州西湖景区游客量统计 

年份 游客量（万人） 年平均增长率 

2000 年 2305 

7.2% 

2001 年 2510 

2002 年 2652 

2003 年 2776 

2004 年 3016 

2005 年 3266 

 

 

图 6  西湖景区片区划分图              图 7  2020 年景点游客量空间分布图 

（2） 西湖景区游客出行方式预测 

游客进出西湖景区的出行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景区的交通供给情况，是对景区未来

可能的出行方式的发展趋势进行整体把握，主要考虑小汽车、出租车、大巴、公交车、自行

车及步行等交通方式的分担情况。现有调查资料显示，五云景区游客出行方式结构如下表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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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五云景区游客交通方式结构 

 

 

以五云景区的交通方式结构为参考基础，结合其它片区自身的游客来往特点，再适当考

虑景区未来的发展方向（限制小汽车，鼓励公交，发展公共自行车），综合预测各片区的交

通方式分担率。 

（3）西湖景区出行停车需求预测 

根据游客规模预测和出行方式分担预测的结果，结合车辆的核定载量和实际载量的抽样

调查，确定各类车辆的实载率，最终参照以下计算公式得到景区旅游出行引发的交通量规模。 

V = (A ∗ T )(C ∗ P) 
式中，V----景区旅游车辆总数；A---旅游人数；Ti-----第 i 种出行方式分担率；Ci--第 i

种出行方式核定座数；Pi--第 i 种出行方式实载率。 

本次需求预测中主要将小汽车和大巴车分担率参与计算，得出各片区小汽车和大巴车的

车辆总数。 

(4) 西湖景区停车场规模预测 

景区停车需求量和停车场规模需通过停车周转率来转化。考虑到景区接待时间有限以及

各个景区游玩时间的不同，此处停车周转率指标用景区开放时间与游客平均游玩时间的比值

来表示，具体公式如下： 

N = V /(T / t ) 
式中，Nj---规划年 j 景点所需的停车车位数；Vj----规划年 j 景点的预测车辆总数；Tj--

规划年 j 景点的开放时间长度；tj---游客在景点的停留时间。 

根据以上公式计算，同时根据部分景点的特殊性进行适当修正，整理得到西湖景区 2020

年的停车需求指标。2020 年小汽车停车位需求为 8341 个，大巴停车位需求为 718 个，其缺

口分别为 825 个和 141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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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西湖景区停车供需对比分析一览表 

 

 

图 8 西湖景区停车供需对比分析图 

由此可见，西湖景区停车设施总体上存在一定的缺口，但各个片区停车供需存在不均衡

性。总体来说，湖滨、雷峰塔、玉皇山和吴山片区停车位缺口较大，九溪和虎跑片区停车位

基本满足，茅家埠、龙井、梅家坞和云栖片区则供应充裕，其它片区虽存在一定的缺口，但

缺口不大。 

为了弥补停车缺口，实现西湖景区空间上的供需平衡，首先应在满足西湖景区保护和景

观协调性的前提下，适度增加停车设施供应，然后从政策和管理上采取相应的措施来减少对

停车设施的过度依赖，从而缓解停车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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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改善景区停车问题的对策与建议 
（1）适度建设和优化，鼓励配建共享 

西湖景区作为停车严格控制管理区，大增停车设施是不合理的，应在满足西湖景区风景

保护和空间协调性的基础上进行适当的新建，同时对现有设施进行优化（如立体化）。另外，

鼓励酒店、宾馆、商业、单位等的配建停车设施对外开放，可提高配建停车位的利用率，使

停车资源得到充分的利用。 

（2）完善景区周边停车换乘，加强公交配套设施 

国外成功的停车换乘实践证明：换乘中心需要具备高密度大辐射的公交网络系统、良好

的配套服务设施、低廉的收费标准。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引导私家车、公务车换乘大容量

公共交通，减少小车直接进入景区。为此，西湖景区需要完善周边停车换乘中心的建设和配

套服务，发挥好公交和旅游巴士的作用，减少小汽车进入景区，从而减少对景区内停车设施

的过多依赖。 

（3）加强景区公共自行车网点布局与服务效率，鼓励“绿色出行” 

杭州的公共自行车是深受市民喜爱的代步交通工具，也是景区游览比较理想的交通工具。

目前，西湖景区内共有 80 多个公共自行车服务点，1600 多个车位，但车位经常处于紧张状

态。因此，可适当增加景区公共自行车数量、完善空间布局、提高服务效率，从而吸引游客

骑游西湖，减少景区内停车需求。 

（4）分区分时利用停车价格杠杆 

在西湖景区有限的空间和停车资源情况下，建议采用“分时分区差别化对待”的停车价

格调控手段，即大体按照停车位十分紧张的区域高收费、停车位富余的区域低收费、高峰时

间高收费、非高峰时间低收费的策略进行管理，从而提高停车泊位周转率。 

5. 结语 
西湖景区的停车供需不平衡带来了设施的不充分利用和一位难求的双重矛盾，影响着景

区交通的良性循环。本文在对杭州西湖景区现状问题分析的基础上，从宏观上对景区停车需

求进行了分片区的预测，分析了各景点片区的供需特点，最后从政策和管理上提出了停车设

施完善的对策及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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