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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车停车位供需失衡的问题一直在中国城市交通主要问题的列表中。经过20多年的快速建设，城市已经从增

量扩张进入存量发展为主的阶段，而停车问题始终未能脱离城市交通问题的榜单。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推动城市停车设施发展意见的通知》 (国办函〔2021〕 46号)(以

下简称《意见》 )明确了停车的定位，指出了城市停车发展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停车改善与发展策略。《意见》认为

“城市停车设施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保障，也是现代城市发展的重要支撑”；城市停车设施规模持续扩

大，停车秩序不断改善，产业化发展逐步深入，“但仍存在供给能力短缺、治理水平不高、市场化进程滞后等问

题”；通过强化资金、用地等政策保障，科学编制规划，促进停车设施的建设，有效保障基本停车需求，合理满足

出行停车需求。

为什么停车问题一直未能很好地解决，以至于《意见》对停车问题的定位仍然是供给能力短缺呢？究其原因，

一是城市对机动车停车设施的定位不清晰，认为机动车停车设施属于公共设施，政府有提供服务的义务和责任，并

通过强有力的政策保障停车设施的建设规模。二是停车设施的规划、建设和运营与市场脱节，停车设施的收费和收

益无法保障财务可持续，导致停车领域的市场化推进困难。两个因素叠加导致停车空间的错配和价格失效，而当停

车设施价格信号失效时，需求也就成为一笔糊涂账，供需错配和价格失衡成为必然结果。

城市处于增量发展阶段时，停车设施建设采取以配建停车为主导、公共停车为辅助、路内停车为补充的政策。

由于城市快速建设时期大量的新建筑涌现，政府在建设管理上将配建停车作为对开发行为的行政约束之一，要求开

发者给建筑配建一定规模的停车位。随着各城市建筑停车配建指标的逐步调整，停车位供给增量基本保持在较高的

水平。在城市由内向外的扩张、建设中，尽管配建停车位的空间分布与停车需求的错位比较大，但外围新的城市建

设地区停车位供给水平总体比较高，特别是新城区住宅类配建停车位。

在城市进入存量发展阶段后，既有的停车发展模式越来越难以为继，一是空间的供需错位越来越显著，二是随

着城市开发规模的降低，停车供给的总体水平大幅度下降，机动车快速增长带来的需求与供给的差距会越来越显

著。要实现停车的健康发展，缓解供给总量不足与空间配置错位的问题，同时保持停车作为调控机动车发展的公共

政策的作用，就需要调整增量发展阶段形成的停车政策，充分激活市场，建立适应城市发展新阶段的停车政策。

因此，在存量发展阶段停车政策要保持合理的供给并可调控机动车发展。首先，机动车停车场建设政策需要转

向以公共停车为主导，配建停车为辅助(城市边缘新开发地区和既有城区更新中的配建停车增量)。其次，必须充分

发挥市场的主体作用，建立良性、清晰、有效的城市停车价格体系，让市场传递真实的价格信号，判断真需求的空

间所在，实现有针对性的供给，避免空间错配导致的资源浪费。这就需要充分激活公共停车市场活力，明确停车设

施的产权和价格，为未来停车设施市场化探索新的发展路径。因此，政府应由原来强势的配建停车管理转向公共停

车监管。第三，要实现停车设施的可持续运营，政府需要强化停车管理，促进停车即付费，消除城市的停车补贴。

一方面，实现停车设施运营的财务可持续，以吸引更多的市场主体参与公共停车设施建设；另一方面，促进停车作

为机动车有效管理的公共政策，避免停车补贴带来的公共交通竞争力下降，导致停车、公共交通两头补贴的窘境。

总之，机动车停车建设的策略需要根据停车供给空间的约束适时进行调整，由建筑物配建为主导转向以公共停

车为核心的供给策略，而实现停车政策转型的关键在于有效、稳定的停车市场和清晰的停车设施产权，逐步消除政

府对停车的补贴，让市场传递清晰、有效的价格信号，让开发者判断停车的真正需求，让运营者的财务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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