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市工程建设规范 

 

建筑工程交通设计及 

停车库(场)设置标准 

Standards for design of traffic 

and setting up parking lots (garages) 

in architectural engineering 

 

DGJ08—7—2006 

J10716—2006 
 
 
 
 
 
 
 

2006 上海 
 



上海市工程建设规范 

 

建筑工程交通设计及 

停车库(场)设置标准 

Standards for design of traffic 

and setting up parking lots (garages) 

in architectural engineering 

DGJ08—7—2006 

J10716—2006 
 
 
 
 
 
 
 

2006 上海 
 
 



上海市建设和交通委员会 
沪建建[2005]845 号 

上海市建设和交通委员会关于批准 

《建筑工程交通设计及停车库（场）设置 

标准》为上海市工程建设规范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由上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总队、同济大学和上海市城市交通管

理局主编的《建筑工程交通设计及停车库（场）设置标准》，经有

关专家审查和我委审核，现批准为上海市工程建设规范。该规范统

一编号为 DGJ08-7-2006，自 2006 年 3 月 1 日起实施。原《建筑工

程交通设计及停车库（场）设置标准》（DBJ08-7-96）同时废止。 
该规范由上海市建筑建材业市场管理总站负责组织实施，上海

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总队负责解释。 
 
 
 
 
 
 
 
 

                                上海市建设和交通委员会 
                             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前  言 
本规范是根据上海市建设和管理委员会沪建建（2002）第 0210

号文下达的编制计划。由上海市公安局交警总队、同济大学、上海

市城市交通管理局任主编单位并会同有关单位修编而成。 
近年来，随着上海市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机动车拥有量不断

增加，而相应的机动车停车泊位短缺问题日益严重，1996 年颁布的

《建筑工程交通设计及停车库（场）设置标准》DBJ-7-96（以下简

称 96《标准》）中关于饭店、办公、商业、展览馆和交通枢纽等的

机动车停车库（场）指标和部分设置标准已不能满足机动车发展的

需求。特别是在停车需求高峰，导致建筑物周围交通质量、环境质

量下降；而在这些场所非机动车的停车量呈现不同程度的下降趋

势。因此，科学、合理地对 96《标准》的不适用内容进行修编，对

指标进行修正成为一个迫切需要进行的工作，本规范的修编就是在

这样的背景下立项进行的。 
修编组收集了国家、行业和本市的相关文献和资料，并对城市

中心区所涉及的建筑类型停车库（场）进行的重点调研，在修编过

程中，广泛听取了相关部门和专家的意见和建议，就本市当前和今

后一段时期的建筑工程交通设计及停车库（场）设置工作，提出了

兼顾科学性、实用性并适度超前的基本规定、基本尺度和基本指标。 
规范内容包括：1.总则 2.术语；3.一般规定；4.总平面布局和平

面布置 5.建筑工程配置停车位指标及附录。 
在执行本规范的过程中，望有关单位将意见和建议及时告知上

海市公安局交警总队（地址：太阳山路 38 号，邮编：200070），以

供标准修订时参考。 
 
 
 
 



主编单位：上海市公安局交警总队 
          同济大学 
          上海市城市交通管理局 
参编单位：上海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上海市房地资源管理局 
主要起草人：滕生强 杨晓光 严海 张波 
参加起草人：潘晓东 郎益顺 

附：《建筑工程交通设计及停车库（场）设置标准》（DBJ08-7-96）
的主编单位，参加编制单位及起草人： 
主编单位：上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总队 
参编单位：上海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同济大学 
主要起草人：钟荣发 孙振宝 滕生强 叶麟祥 
参加起草人：张  雁 彭国雄 晏克非 张  波  

 夏海平  周碧磊 
 
 

上海市建筑建材业市场管理总站 
二○○五年十二月 

 
 
 
 
 
 
 
 
 



目   次 
1 总则……………………………………………………………（1） 
2 术语……………………………………………………………（2） 
3 一般规定………………………………………………………（4） 
4 总平面布局和平面布置………………………………………（6） 

4.1 总平面布局………………………………………………（6） 
4.2 基地出入口………………………………………………（8） 
4.3 机动车停车库出入口……………………………………（11） 
4.4 机动车停车库（场）设计………………………………（12） 
4.5 非机动车停车库（场）设计……………………………（18） 

5 建筑工程配置停车位指标……………………………………（21） 
5.1 一般规定…………………………………………………（21） 
5.2 停车位指标………………………………………………（21） 

附录 A 交通影响评价…………………………………………（29） 
附录 B 本标准用词说明…………………………………………（33） 
 
 
 
 
 
 
 
 
 
 
 
 
 



1  总则 

 
1.0.1  为保证道路交通安全与畅通，使本市建筑工程和停车库（场）

的规划、设计和建设符合城市交通组织需要和管理要求，制定本标

准。 
1.0.2  建筑工程和停车库（场）设计，必须保障交通安全，配置合

理，方便使用，并应满足道路动态交通，城市环境保护的要求。 
1.0.3  本标准适用于新建、扩建部分的公共建筑和住宅类工程以及

停放标准车型的停车库（场），改建工程经技术经济及交通影响评

价可适度放宽标准。专用停车库（场）、独立式别墅的停车库（场）、

特种车型的停车库（场）、历史风貌保护街区、文物保护单位和古

建单位的停车库（场）以及工厂、仓库的停车库（场）也可参照执

行。 
1.0.4  建筑工程和停车库（场）的设计，除执行本标准外，应符合

国家和本市现行的有关设计标准的要求。 
1.0.5  建筑工程的停车库（场）的无障碍设计应符合《无障碍设施

设计标准》（DGJ08-103-2003）的要求，同时应符合国家、行业和

本市现行的有关设计标准和规范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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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 
 

2.0.1 道路 
指公路、城市道路和虽然在单位管辖范围但允许社会机动车通

行的地方，包括广场、公共停车场等供通行的场所。 
2.0.2  主干路 

是城市道路网的骨架，为连接城市主要分区的干路，以交通功

能为主。 
2.0.3  次干路 

是城市的交通干路，以区域性交通功能为主，兼有服务功能。

与主干路组成道路网，广泛连接城市各区，集散主干路交通。 
2.0.4  支路 

是住宅及工业区或其它类地区的交通路线，为连接次干路与街

坊的道路，以服务功能为主。 
2.0.5  机非隔离带 

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之间的物体隔离。 
2.0.6  机动车 

指以动力装置驱动或牵引，达到一定的排气量和速度，上道路

行驶的供人员乘用或者用于运送物品以及进行工程作业的轮式车

辆。 
2.0.7  非机动车 

指以人力或畜力驱动，上道路行驶的交通工具，以及虽有动力

装置驱动但设计最高时速、空车质量、外形尺寸符合有关国家标准

的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电动自行车等交通工具。 
2.0.8  停车场  

停放机动车和非机动车的露天场地。 
2.0.9  停车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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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放机动车和非机动车的建、构筑物包括封闭、敞开的单层、

多层、地面及地下车库。 
2.0.10  通道 

停车库（场）内部供车辆行驶以及车辆进、出车位的库（场）

内的道路。 
2.0.11  公共停车库（场）              

主要为社会车辆提供服务的停车库（场），包括社会停车库（场）

和公共建筑物、住宅配建的停车库（场）。 
2.0.12  专用停车场 

主要供本单位车辆停放的库(场)和私人停车库（场）。 
2.0.13  机械式立体停车库 

采用机械式停车设备停放和搬运汽车的停车库，通常也包含车

道前面空地以及相关的配套设备。机械式立体停车库主要有塔式车

库以及双层立体停车库。 
2.0.14 自行车停车架 

停放自行车以节约自行车停车面积的构架。 
2.0.15 子母车位 

前方或底层停车位的车辆驶出后，后方或上层停车位的车辆才

能驶出的停车位形式称子母车位形式。前方或底层车位称母车位，

后方或上层停车位称子车位。 
2.0.16  弯道超高 

为了平衡汽车在弯道上行驶所产生的离心力而设置的单向横

坡而形成的高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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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一般规定 

 
3.0.1  公共建筑、住宅配建的停车库（场）布置宜与主体建筑位于

城市道路的同侧，并在建筑项目用地范围之内，如由于用地限制不

得不设置在城市道路两侧时，应用人行天桥连接。 
3.0.2  公共建筑、住宅配建的停车库（场）的设计，应使建筑基地

出入口、主体建筑主要人流出入口及停车库（场）以及基地内道路

之间有合理通畅的交通关系。 
3.0.3  公共建筑、住宅配建的停车库（场）的平面设计，必须按本

标准第 4 章的有关规定和《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GB5768-1999)、
《道路交通管理设施设置技术规程》（DBJ08-39-94）的规定，标明

场内通道、车辆及人流路线走向、出入口交通组织、停车车位、交

通标志、标线和交通安全等设施。 
3.0.4  停车库（场）的设计采用标准车型应符合表 3.0.4 的规定。 

表 3.0.4 停车库（场）设计车型外廓尺寸 
设计车型外廓尺寸（m） 

车类型  
总长 总宽 总高 

Ⅰ 微型汽车 3.5 1.6 1.8 

Ⅱ 小型汽车 4.8 1.8 2.0 

Ⅲ 轻型汽车 7.0 2.1 2.6 

Ⅳ 中型汽车 9.0 2.5 3.2 

Ⅴ 大型货车 10.0 2.5 4.0 

机 

动 

车 

Ⅵ 大型客车 12.0 2.5 3.2 

非机动车 自行车 1.9 0.6 1.2 

注：1.二轮摩托车按 2 辆自行车尺寸计算； 

2.助动车按 1.2 辆自行车尺寸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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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专用汽车库可按所停放的汽车外廓尺寸进行设计； 

4.本表机动车设计尺寸参阅《汽车库建筑设计规范》（JGJ100-98）相关内容。 

3.0.5 停车库（场）地应平整、坚实、防滑，并应满足排水要求。

一般停车场地坪坡度不应小于 0.5%，停车库的楼地面坡度不应小于

1%，且最大坡度不宜大于 4%。 
3.0.6 吸引大量人流、车流的大型设施、停车库（场）、大型市场

且位于城市快速路或主干路两侧，主次干路交叉口附近，城市出入

口道路，交通繁忙地区等，建筑面积大于 50000 ㎡的公共建筑或停

车位不小于 500 辆的工程项目，应在选址阶段进行交通影响分析。

大型设施、停车库（场）、大型市场，停车位不小于 100 辆的工程

项目或位于内环线以内的建筑面积大于 20000 ㎡的公共建筑、大于

50000 ㎡住宅小区；在其它地区建筑面积大于 50000 ㎡的公共建筑、

大于 100000 ㎡的住宅小区或机动车停车位不小于 200 辆的项目，

应在方案立项阶段进行交通影响分析见附录 A，并作为方案选址或

设计的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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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总平面布局和平面布置 

 
4.1 总平面布局 

 
4.1.1 建筑工程总平面应保证基地内有车辆环通道路或回转场地，并

符合机动车流与上下客及停车库（场）之间交通组织的要求。基地

内部主要道路应设双车道，供小型车通行的宽度不应小于 5.5m，供

大型车通行的宽度不应小于 6.5m，当停车数小于 50 辆时，可采用

单向通道，宽度不应小于 3.5m，但在人流上下客处，道路宽应设双

车道，其长度不宜小于 20m。当沿基地内道路设置停车位时，除应

满足表 4.4.6 的规定外，道路宽度应相应增加 1.0m。当停车数大于

500 辆，主要道路宽度不应小于 8.5m。小型车停车库（场）回转场

地应保证通道的转弯半径不小于 3.0 m，大型车停车库（场）回转

场地应保证通道的转弯半径不小于 10.0 m，宽度不小于 4.0 m 的回

转车道。 
4.1.2 基地内道路宜采用工程措施限制车速，车速不宜大于 10km/h,
确保交通安全。 
4.1.3 宾馆、饭店、娱乐场所、办公、交通枢纽等公共建筑，当停车

数大于等于 50 辆，应在主体建筑人流主出入口处设置专用的出租

车排队候客车道；当停车数大于 80 辆，其排队候客车道总长度应

按公式 4.1.3 计算；大型住宅区当停车数大于 100 辆，应在小区入

口处设置专用的出租车排队候客车道，排队车位两个，在此基础上，

每增加 200 停车数，应相应增加 1 个出租车排队车位；且总排队车

位不应多于 10 个。候客车道宽度不应小于 3.0m，可有多个车道组

成，其总长度应按公式 4.1.3 计算，每条车道最小长度不应小于 16m。 
L=0.2n(m)                   (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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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L-----候客车道长；（m）； 
n-----核定总停车数，n≥80 

4.1.4 当停车数大于等于 50 辆时，车辆上下客处与基地出入口之间

的距离不宜小于 20m。 
4.1.5 公共建筑配建的机动车停车库（场），场面包括首层平面或上

下客层平面，停车位不宜小于总停车数的 5%。 
4.1.6 位于交叉路口的建筑物、构筑物和绿化率等，除按规划要求后

退道路红线外，在其 1.2~5.0m 高的范围内还必须满足《城市道路平

面交叉口规划与设计规程》（DGJ08-96-2001）有关视距三角形的要

求，见图 4.1.6-1 和 4.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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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7 商场、饭店或宾馆等有大量货物装卸的公共建筑，应在基地内

部道路上设置货物入口，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商场按 5000 ㎡建筑面积设置一个装卸车位，不足 5000 ㎡的

则按一个装卸车位设置，小于 2000 ㎡可不设装卸车位。当装卸车

位超过 3 个，每增加 10000 ㎡设置 1 个装卸车位，当装卸车位超过

6 个，每增加 15000 ㎡设置 1 个装卸车位。 
2 宾馆、饭店每 10000 ㎡建筑面积设置一个装卸车位，不足

10000 ㎡的则按一个装卸车位设置。当装卸车位超过 3 个，每增加

20000 ㎡设置 1 个装卸车位. 
3 装卸车位尺寸为 3.5m×7.0m。 
4 装卸车位不得沿道路设置并不得占用内部环通道路。 

4.1.8 加油站、洗车场等，应在基地内部设置不少于两条的排队车道，

每条车道长度必须大于 30m。 
4.1.9 停车库（场）、工厂、仓库等，在基地入口以内的 15m 范围不

得设置加油站、收费口、计量工具等，且收费口数不宜少于车道数

的两倍。 
4.1.10 停车库（场）内的机动车与非机动车停车区宜分开设置，在

车库内同一平面时，应用分隔设施将其完全隔离。 
4.1.11 基地内部道路及出入口的设计，应避免机动车从道路倒退驶

入基地，或从基地倒退驶向城市道路。 
4.1.12 对社会开放的机动车停车库（场）宜设置停车诱导信息系统、

电子收费系统、广播系统和驾驶员休息室等。 
 

4.2 基地出入口 
 

4.2..1 基地位于城市主干路与次干路、支路相交的位置旁，出入口

不应设置在主干路上，基地位于次干路和支路相交的位置旁，出入

口不应设在次干路上。确需在主干路上设置时，距离交叉口不应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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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80m 或在基地的最远端。在次干路上设置出入口，距离交叉口

不应小于 50m 或在基地的最远端。在支路上设置出入口，距离与主

干路相交的交叉口不宜小于 50m ，距离与次干路相交的交叉口不

应小于 30m ，距离与支路相交的交叉路口不应小于 20m . 
4.2.2 基地出入口距交叉口的距离，应从交叉口转角路缘石曲线的端

点起到基地出入口道端边线计算。 

 
图 4.2.2 基地出入口距交叉口距离示意图 

4.2.3 基地出入口距地铁行人出入口、人行横道线、人行过街天桥、

人行地道应保持不小于 30m 的距离；距铁路道口应保持不小于

50m 的距离；距桥梁、隧道引道端点等，当桥梁、隧道坡度大于

等于 2%时，当入口应保持不小于 50m 的距离；当坡度大于 1%且

小于 2%时，在桥梁、隧道坡度范围内不宜设置出入口；距公交车

站应保持不小于 15m 的距离 
4.2.4 基地出入通道与城市道路相交的角度应为 75°~90°，具有良

好的通视条件，见图 4.2.4。并在距出入口边线内 2m 处作为视点的

120°范围内至边线外 7.5m 不应有遮挡视线障碍物。 
 

 9



 
4.2.5 在城市道路上设置的机动车双向行驶的出入口车行道宽度宜

为 7~11m；单向行驶的出入口车行道宽度宜为 5~7m。有机非隔离

带的道路，机非隔离带开口宽度可在原基础上增加 5~8m。 
4.2.6 在城市道路上设置的机动车出入口数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机动车停车数小于等于 100 辆时，如必须在主干路上设置

有出入口的，则基地出入口总数不应超过 1 个；出入口均设在次干

路和支路上的，则基地出入口总数不应超过两个。 
2 当机动车停车数大于 100 辆且小于等于 300 辆时，如必须在

主干路上设置有出入口的，则基地出入口总数不应超过两个；出入

口均设在次干路和支路上的，则基地出入口总数不应超过 3 个。 
3 当机动车停车数大于 300 辆，且基地位于主干路与次干路，

或与支路相交的道路，主干路上不应设置车辆出入口。且出入口数

不应超过 3 个，并应分别布置在主干路以外的不同城市道路上。主

干路上必须设置有出入口的，出入口总数不应超过两个。 
4 非机动车不宜在道路上单独设置出入口。 
5 设置有超高的道路上，不应设置车辆出入口。 
6 出入口之间的净距不应小于 20m。 
7 相邻两块基地在用地分界线两侧分别设置出入口时，两个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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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口宜合并为一个。 
8 可在道路上另设置备用出入口，但备用出入口不应设置在城

市主干路上，在城市道路上不得设置进口坡道，机非隔离带不得开

口。 
4.2.7 城市主干路不宜单独设置行人出入口。 
 

4.3 机动车停车库出入口 
 

4.3.1 基地内配建的机动车停车库（场）不应将其出入口直接设置在

城市道路上，其出入口应设在基地内部道路上，并应符合内部交通

组织的需要。 
4.3.2 机动车停车库出入口的坡道终点面向城市道路时，其与城市道

路红线的距离不应小于 7.5m，平行城市道路或与城市道路斜交角度

小于 75°时应后退基地的出入口不小于 5.0m。 
4.3.3 机动车停车库的出入口，应遵守以下规定： 

1 停车数小于 100 辆时，出入口设置不少于 1 个双车道或两个

单车道的出入口。当停车数小于 25 辆时，宜设置双车道 ，也可以

设置 1 个单车道的出入口，但必须完善交通信号和安全设施，出入

口外应设置不少于两个等候客车位。 
2 停车数大于等于 100 辆且小于 200 辆时，应设置不少于两个

单车道的出入口。 
3 停车数大于等于 200 辆且小于 700 辆时，应设置不少于两条

车道进、两条车道出出入口。 
4 停车数大于等于 700辆，应设置不少于 3个双车道的出入口，

并应进行服务水平评价，确定出入口数量。 
4.3.4 停车数小于 50 辆的停车库，汽车坡道的设置可改用垂直升降

梯作机动车的出入口，但应设置两台升降梯，或设置 1 台升降梯和

1 个坡道为单车道的出入口，并完善交通信号和安全设施，出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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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应设置不少于两个等候客车位。 
4.3.5 机动车停车库出入口之间的净距不宜小于 5.0m。 
4.3.6 机动车与非机动车停车库出入口宜分开设置，出入口净距不宜

小于 5.0m。设置在一起时，应用物理分隔。 
 

4.4 机动车停车库（场）设计 
 

4.4.1 停车库（场）内部通道和坡道的宽度，应遵守下列规定： 
1 微型车、小型车停车库（场）车辆双向行驶的，通道宽度不应

小于 5.5m，单向行驶的不应小于 3.0m；弯道处，当转弯半径（内

径）小于 15.0m 时，双向行驶的通道宽度不应小于 7.0m，单行行驶

的不应小于 4.0m。 
2 中型车、大型车停车库（场）车辆双向行驶的，通道宽度不应

小于 6.5m，单向行驶的不应小于 3.5m；弯道处，当转弯半径（内

径）小于 20.0m 时，双向行驶的通道宽度不应小于 8.0m，单行行驶

的不应小于 5.0m。 
4.4.2 停车库（场）的停车方式，根据地形条件以占地面积小、疏散

方便、保证安全为原则。主要停车方式有平行式、斜列式和垂直式

三种，应符合图 4.4.2 的规定。也可采用其它停车方式，但必须保

证一次进出停车位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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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We1:平行式停车，垂直通道的车位尺寸; Lt1:平行式停车，平行通道的车

位尺寸； 

2.We2:斜列式停车，垂直通道的车位尺寸; Lt2:斜列式停车，平行通道的车

位尺寸； 

3.We3:垂直式停车，垂直通道的车位尺寸; Lt3:垂直式停车，平行通道的车

位尺寸； 

4.Wd：通道宽；Wu：单位停车宽； 

5.Sj：车辆间隔；Lg:车身长。  

4.4.3 由于地形条件限制，布置停车位可按如图 4.4.3 的子母停车位

方式设置，但这种子母停车位的里面 1 个子车位必须按 1/2 计算车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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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 停车面积应根据车辆类型、停车方式以及车辆进出所需的纵向

与横向净距的要求确定。停车库（场）车辆与车辆之间、车辆与其

它物体之间的纵、横向净距不应小于表 4.4.4 的规定。停车库（场）

内背对停车、两车间植树的，车尾间距应为 1.0m 。 
表 4.4.4 机动车停车库（场）车辆之间的间距 

尺寸（m ） 项目 

微、小型汽车 轻型汽车 大、中型汽车

平行式停车时车间纵向净距 1.2 1.2 2.4 

垂直式、斜列式停车时车间

纵向净距 

0.5 0.7 0.8 

车间横向净距 0.6 0.8 1.0 

车与柱间距 0.3 0.3 0.4 

纵向 0.5 0.5 0.5 车与围墙、护栏及

其他构筑物之间的

净距 

横向 0.6 0.8 1.0 

注：本表间距尺寸参考《汽车库建筑设计规范》（JGJ100-98）相关内容 

4.4.5 停车库内墙和柱子，宜采用防撞措施。 
4.4.6 停车库（场）的主要设计尺寸不宜不小于表 4.4.6-1、表 4.4.6-2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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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6-1      机动车停车库设计参数 
 

垂直通道方向的停车带宽（m） 

       Wt  

平行通道方向的停车带长（m） 

      Lt  

通道

Wd

项目 

车型分类 

停车方式  
Ⅰ Ⅱ Ⅲ Ⅳ Ⅴ Ⅵ Ⅰ Ⅱ Ⅲ Ⅳ Ⅴ Ⅵ Ⅰ 

平行式 前进停车 2.2 2.4 3.0 3.5 3.5 3.5 5.7 6.0 8.2 11.4 12.4 14.4 3.0 

30° 前进停车 3.0 3.6 5.0 6.2 6.7 7.7 4.4 4.8 5.8 7.0 7.0 7.0 3.0 

45° 前进停车 3.8 4.4 6.2 7.8 8.5 9.9 3.1 3.4 4.1 5.0 5.0 5.0 3.0 

60° 前进停车 4.3 5.0 7.1 9.1 9.9 12.0 2.6 2.8 3.4 4.0 4.0 4.0 4.0 

斜

列

式 

60° 后退停车 4.3 5.0 7.1 9.1 9.9 12.0 2.6 2.8 3.4 4.0 4.0 4.0 3.6 

前进停车 4.0 5.3 7.7 9.4 10.4 12.4 2.2 2.4 2.9 3.5 3.5 3.5 7.0 垂直式 

后退停车 4.0 5.3 7.7 9.4 10.4 12.4 2.2 2.4 2.9 3.5 3.5 3.5 4.5 

 
 
 
 
 
 
 



表 4.4.6-2 机动车停车库设计参数 

最小单位停车面积（㎡） 

       At  

项目 

车型分类 

停车方式  
Ⅰ Ⅱ Ⅲ Ⅳ Ⅴ Ⅵ 

平行式 前进停车 17.4 25.8 41.6 65.6 74.4 86.4 

30° 前进停车 19.8 26.4 40.9 59.2 61.4 71.4 

45° 前进停车 16.4 21.4 34.9 53.0 59.0 69.5 

60° 前进停车 16.4 20.3 40.3 53.4 59.6 72.0 

斜列式 

60° 后退停车 15.9 19.9 33.5 49.0 54.2 64.4 

前进停车 16.5 23.5 41.9 59.2 59.2 76.7 垂直式 

后退停车 13.8 19.3 33.9 48.7 53.9 62.7 

注：1.表中 I 类指微型汽车，Ⅱ类指小型汽车，Ⅲ类指轻型汽车，Ⅳ类指中

型汽车，Ⅴ类指大货车，Ⅵ类指大客车； 

2.停车场的设计参数按表 4.4.6-1 所列数值增加 0.4m； 

3.本表机动车停车库设计参数参阅《汽车库建筑设计规范》（JGJ100-98）

相关内容。 

4.4.7 停车库（场）的内部主要通道的转弯半径（内径）不应小于

表 4.4.7 的规定。 
表 4.4.7 最小转弯半径（内径） 

车辆类型 最小转弯半径（内径）（m ） 

10.0 大型汽车 

7.0 中型汽车 

5.0 轻型汽车 

3.0 小型汽车 

3.0 微型汽车 

 
4.4.8 停车库（场）的坡道最大纵坡应符合表 4.4.8 的规定，当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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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大于 10%坡道的上下两端应增设竖曲线，竖曲线的半径不应小

于 22.0m ，或用长度不小于 3.5m 的 1/2 纵坡连接。 
表 4.4.8 停车库（场）的最大坡度 

坡度（%） 车辆类型 

直线坡度 曲线坡度 

大型汽车 10.0 8.0 

中型汽车 12.0 10.0 

轻型汽车 13.3 10.0 

小（微）型汽车 16.0 12.0 

 
4.4.9 停车库（场）的净空高度（室内地面到梁底或管底的距离）

不应小于表 4.4.9 的规定。 
表 4.4.9 停车库（场）的净空高度 

车辆类型 净空高度（m ） 

3.5 大（中）型汽车 

2.8 轻型汽车 

2.2 小（微）型汽车 

注：1.停放其它特殊车型的停车库净空高度按其外廓高度再增加 20.0cm； 

2.对于停车库（场）内由于管道，通风设施等造成局部车位净空高度不

能达到规定的，局部车位净空高度右以降低 20.0cm，但其总数不能大

于库（场）内总车位数的 10%。但停车库（场）内部通道净空高度不应

小于表 4.4.9 的规定。 

4.4.10 可建造机械式停车库代替自走式停车库，但必须满足机动

车停车库的有关规定，还必须满足总平面布局的有关要求，并符

合《机械式停车库设计规定》（DBJ08-60-97）,且公共建筑和住宅

配建的停车库（场）机械停车泊位数不应多于停车泊位总数的

90%. 
4.4.11 体育场（馆）等大量人流、车流集中疏散的大型公共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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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宜采用机械式停车库。 
4.4.12 采用简易升降式机械立体停车设施的，如图 4.4.12，其子车

位应按 1/2 计算车位。 
 

 

图 4.4.12  简易升降式立体停车 
4.4.13 子母车位总数不得大于核定总停车数的 10%。 
 

4.5 非机动车停车库（场）设计 
 
4.5.1 非机动车停车库（场）应设在城市道路红线以外，不宜设在

交叉口附近。当车位数在 300 辆以上时，其出入口不宜少于两个。

出入口净宽不宜小于 2.0m，多层停车库或地下停车库在人行台阶

旁应设置供非机动车推行的斜坡，坡度宜在 20%以下，斜坡宽度

不应小于 30.0m。当人车共用斜坡时，斜坡坡度宜在 15%以下。 
4.5.2 非机动车停车方式应以出入方便为原则，主要停车方式有垂

直式和斜列式两种，并应符合图 4.5.2的规定。参数设置见表 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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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2 非机动车停车库设计参数 
停车带宽度（m） 通道宽度 

（m ） 

单位停车面积  

（㎡/veh ） 

停放方式 

单排停

车 Bd

双排停

车 Bs

停车车辆

间距（m）

db 一侧停

车 bd 

两侧停

车 bs 

双排一

侧停车

At1  

双排两

侧停车

At2 

30° 1.00 1.60 0.50 1.20 2.00 2.00 1.80 

45° 1.40 2.26 0.50 1.20 2.00 1.65 1.51 

斜

列

式 60° 1.70 2.77 0.50 1.50 2.60 1.67 1.55 

垂直式 2.00 3.20 0.50 1.50 2.60 1.86 1.74 

注：计算方式：At2=（Bs+bs）·db/sinθ 

4.5.3 非机动车停车净空高度不应小于 2.0m。 
4.5.4 公共建筑吸引的非机动车停车场地应在主体建筑用地范围

内设置，宜设在主体建筑人流出入口旁，建筑后退红线部分的硬

地或沿城市道路人行道外停放，其停车场地标高宜与人行道一致，

不得占用城市道路。 
4.5.5 内部工作人员的非机动车停车，其场地应与吸引的外来非机

动车场地分开设置，并应停放在车库或车棚内。 
4.5.6 自行车停车可采用停车架，其停车面积按车架形式分别计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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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建筑工程配置停车位指标 

 
5.1 一般规定 

 
5.1.1 建筑工程配建的机动车停车位指标，以小型车为计算当量，

非机动车以自行车为计算当量，各类车辆的换算当量系数应符合

表 5.1.1 的规定。 
表 5.1.1 车辆换算当量系数 

机动车 非机动车 车型  

微型 小型 轻型 中型 大型 自 行

车 

三 轮

车 

助 动

车 

换 算

系数 

0.7 1.0 1.5 2.0 2.5 1.0 2.5 1.2 

5.1.2 停车库（场）停车位的设置，应以小型车为计算标准，其他

车型停车位不应超过核定总停车位的 10%。公共建筑配建停车场

的大型车停车位不应小于总停车位的 2%。 
 

5.2 停车位的指标 
 

5.2.1 宾馆停车位指标不应小于表 5.2.1 的规定。 
表 5.2.1 宾馆停车位提标 

非机动车 项目 机动车 

内部 外部 

中高档宾馆、旅馆、酒店 0.5 0.75 — 

一般旅馆、招待所 

停车位/客房 

0.3 0.75 0.25 

注：中心城外汽车旅馆泊位标准应增加 3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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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饭店、娱乐等停车位指标不应小于表 5.2.2 的规定。 
表 5.2.2 饭店、娱乐停车位指标 

非机动车 项目 机动车 

内部 外部 

建筑面积≤1000 ㎡ 0.75 0.5 — 停车位/每 100 ㎡

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1000 ㎡ 1.25 0.5 0.25 

注：1.饭店指餐馆、酒店等； 

2.桑拿、健身参照表 5.2.2 规定执行。 

5.2.3 办公楼停车位指标不应小于表 5.2.3 的规定。 
表 5.2.3 办公楼停车位指标 

非机动车 项目 机动车 

内部 外部

内环线以内 0.6 1.0 0.75停车位/每 100 ㎡

建筑面积 内环线以外 1.0 1.0 0.75

5.2.4 商业场所停车位指标不应小于表 5.2.4 的规定。 
表 5.2.4 商业场所停车位指标 

非机动车 项目 机动车 

内部 外部 

内环线以内 0.3 0.75 1.2 商业 

内环线以外 0.5 0.75 1.2 

内环线以内 0.8 0.75 1.2 

停车位/每 100

㎡建筑面积 

超级市场

内环线以外 1.2 0.75 1.2 

注：1.建筑面积小于 500 ㎡的小型商店、便利店可不配建停车位； 

2.对商业建筑面积无法标定的，按营业面积加 30%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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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 体育场馆按表 5.2.5-1 分类，其停车位指标不应小于表 5.2.5-2
的规定。 

表 5.2.5-1 体育场馆的分类 
容量规模（座位数） 类别 

体育场 体育馆 

一类 ≥15000 ≥4000 

二类 ＜15000 ＜4000 

三类 娱乐性体育设施 

 
表 5.2.5-2 体育场馆停车位指标 

非机动车 类别 机动车 

内部 外部 

一类停车位/每百座 3.5 * 17.5 

二类停车位/每百座 2.0 * 17.5 

三类停车位/每百座 10.0 * 14.0 

注：1.带*内部非机动车停车数按职工总人数的 30%计算； 

2.其中大型车停车位比例按照交通影响分析来确定。 

5.2.6 影（剧）院停车位指标不应小于表 5.2.6 的规定。 
表 5.2.6 影（剧）停车位指标 

非机动车 项目 机动车 

内部 外部 

停车位/每百座 2.5 3.5 7. 5 

注：图书馆停车位参照影剧院停车位指标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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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7 展览馆停车位指标不应小于表 5.2.7 的规定。 
表 5.2.7 展览馆停车位指标 

非机动车 项目 机动车 

内部 外部 

停车位/每 100 ㎡建筑面积 0.6 0.75 1.0 

注：博物馆、会议中心停车位参照展览馆停车位指标执行。 

 
5.2.8 医院停车位指标不应小于表 5.2.8 的规定。 

表 5.2.8 医院停车位指标 
非机动车 项目 机动车

内部 外部

门诊部、诊所 停车位/每 100 ㎡建筑面积 0.4 0.7 1.0 

住院部 停车位/床位 0.12 0.3 0.5 

疗养部 停车位/床位 0.08 0.3 — 

 
5.2.9 游览场所停车位指标不应小于表 5.2.9 的规定。 

表 5.2.9 游览场所停车位指标 
非机动车 项目 机动车

内部 外部 

市区停车位/每 100 ㎡建筑面积 0.07 * 0.3 

郊区（县）停车位/每 100 ㎡建筑面积 0.15 * 0.2 

注：带*内部非机动车停车数按职工总人数的 30%计算。 

 
5.2.10 住宅按表 5.2.10-1 分类，停车位指标不应小于表 5.2.10-2、
5.2.10-3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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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10-1 住宅分类 
类别 性质 

一类 平均每套建筑面积＞150 平方米 

二类 100 平方米≤平均每套建筑面积≤150 平方米 

三类 平均每套建筑面积＜100 平方米 

 
表 5.2.10-2 住宅机动车停车位指标 

项目 内环线以内 内外环线之间 外环线以外

一类 停车位/平均每套 ≥0.8 ≥1.0 ≥1.1 

二类 停车位/平均每套 ≥0.5 ≥0.6 ≥0.7 

三类 停车位/平均每套 ≥0.3 ≥0.4 ≥0.5 

 
表 5.2.10-3 住宅非机动车停车位指标 

项目 内环线以内 内外环线之间 外环线以外 

一类 停车位/平均每套 ≥0.8 ≥0.5 ≥0.5 

二类 停车位/平均每套 ≥1.0 ≥0.9 ≥0.9 

三类 停车位/平均每套 ≥1.2 ≥1.1 ≥1.1 

 
5.2.11 道路交通枢纽按表 5.2.11-1 分类，道路交通枢纽停车位指

标不应小于表 5.2.11-2 和表 5.2.11-3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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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11-1 长途汽车客运站分类 
等级 发车位 年平均日旅客发送量（人次） 

一级 20~24 10000~25000 

二级 13~19 5000~9999 

三级 7~12 1000~4999 

四级 6 以下 1000 以下 

注：该分类按照《汽车客运站级别划分和建设要求》（JT/T200-2004）规定 

 
表 5.2.11-2 长途汽车客运站停车位指标 

项目 高峰小时交通量

（人次） 

机动车 非机动车 

内环线以内 2.2 3.0 二级站及以下 

内环线以外 2.0 3.0 

内环线以内 2.0 3.0 一级站 

内环线以外 1.8 3.0 

内环线以内 1.6 3.0 

停车位/年平

均日每百位

旅客 

高于一级站 

内环线以外 1.2 3.0 

注：由于上海特大城市的实际情况，高峰小时交通量较大，所以在一级站以

上另外增加了“高于一级站”的指标。 

 
表 5.2.11-3 客运码头、火车站停车位指标 

项目 类别 机动车 非机动车 

客运码头 3.0 1.5 停车位/年平均日

每百位旅客 火车站 1.5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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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2 轨道交通车站停车位指标不应小于表 5.2.12 的规定。 
表 5.2.12 轨道交通车站停车位的指标 

项目 机动车 非机动车 

一般站 停车位/远期高峰小时

每百位旅客 

— — 10.0 

换乘站 停车位/远期高峰小时

每百位旅客 

中环线以外 0.2 7.0 

枢纽站 停车位/远期高峰小时

每百位旅客 

中环线以外 0.3 4.0 

注：1.换乘站：有两条轨道交通通过的车站。 

2.枢纽站：3 条及 3 条以上轨道交通通过的车站。 

3.中环线以内，轨道交通站不设配建机动车停车场。 

4.每个轨道交通车站均应设非机动车停车库（场）。 

5.2.13 客运机场停车位指标不应小于表 5.2.13 的规定。 
表 5.2.13 客运机场停车位指标 

非机动车 项目 机动车 

内部 外来 

停车位/高峰日进出港每百位旅客 4.0 见注 — 

注：内部非机动车停车数按职工总人数的 15%计算。 

5.2.14 公交枢纽停车位指标不应小于表 5.2.14 的规定。 
表 5.2.14 公交枢纽停车位指标 

非机动车 项目 机动车 

内部 外来 

首末站 停车位/高峰日每

百位旅客 

中环线以外 0.1 4.0 见注 2

注：1.3 条以上常规公交线路或 1~2 条快速公交线路即构成公交枢纽。 

2.内部非机动车停车数按职工总人数的 30%计算； 

3.出租车泊位不小于高峰日每百位旅客 0.2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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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5 综合性大楼停车位指标按各类性质和规模分别计算。 
5.2.16 越江桥隧两头增加拖车泊位，1 车道 1 泊位；越江隧道两头

增加应急避车带满足应急停车。 
5.2.17 教育类设施的停车位指标，根据其中的办公建筑面积，按

照 5.2.3 执行。中、小学校宜将校门前往围墙后退 3m，供停车排

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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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交通影响评价 

 
A.0.1 按照公安部、建设部有关要求精神，提出了对建筑面积大于

20000 ㎡公共建筑和建筑面积大于等于 50000 ㎡的住宅小区，应

在方案阶段委托专业部门对其基地和停车场的出入人流、车流的

流量、内部交通组织及相关道路进行交通影响分析和对策措施的

要求。具体内容如下： 
1  交通影响分析的依据 
●交通量 
美国 ITE 规定：D 级服务水平以上（若已在 D 级以下，至少

应维持原水平）高峰小时单方向新产生 100pcu。 
英国：新产生交通量超过相邻主干道现有双向交通量的 10%；

在既有交通拥挤区，上述 10%改为 5%。 
●  建筑规模 

英国： 
开发类别或评估项目 门槛值 

住宅区开发 200 个住宅单元 

商业用途 总楼地面面积 5000 平方公尺 

批发仓储用途 总楼地面面积 10000 平方公尺 

零售业 总楼地面面积 10000 平方公尺 

高峰小时进入或离开车次 100 车次 

基地内停车泊位供应 100 泊位 

 
2 进行交通影响分析的项目范围： 

吸引大量人流、车流的大型设施、停车库（场）、大型市场且

位于城市快速路或主干路两侧，主次干路交叉口附近，城市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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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道路，交通繁忙地区等，建筑面积大于 50000 ㎡的公共建筑或

停车位不小于 500 辆的工程项目，应在选址阶段进行交通影响分

析。大型设施、停车库（场）、大型市场，停车位不小于 100 辆的

工程项目或位于内环线以内的建筑面积大于 20000 ㎡的公共建

筑、大于 50000 ㎡住宅小区；在其它地区建筑面积大于 50000 ㎡

的公共建筑、大于 100000 ㎡的住宅小区或机动车停车位不小于

200 辆的项目，应在方案立项阶段进行交通影响分析 ，并作为方

案选址或设计的重要依据。 
A.0.2 交通影响分析的实施 

1 对于上述项目分别在立项阶段或方案规划阶段，在设计要点

中提出实施交通影响分析的具体要求； 
2 建设单位按照规划设计要点的要求，委托具有道路交通设计

或咨询资质的单位进行交通影响分析，咨询单位应按照一定规范

或规定要求，编制咨询报告，并征求上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总队

的意见。 
3 承担编制交通影响分析的单位，必须掌握上海市城市规划、

城市交通规划的相关材料，具备城市交通规划和建设项目交通分

析的编制资质。 
4 交通影响分析的最终成果须由相关主管部门组织专家组以

评审会的形式进行成果鉴定，并通过鉴定。 
5 交通影响分析及审查结论，将作为审批建设项目设计方案的

重要依据。 
A.0.3 交通影响分析的编制内容 

建设项目交通影响分析的深度与内容，根据项目的类别分别

确定。 
1 对新建项目在用地选址阶段完成《XX 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

价书》，提出建设项目建筑性质与强度的控制建议，基地周边道路

红线宽度控制要求，并根据实际需要确定是否进行下一层次的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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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影响分析。 
所完成的《XX 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价书》应当包括下列内

容 
1）初步结论：包括项目选址的交通评价；交通组织设计初步

要点；补充建议 
2）概述：包括该项目的研究背景、项目简介、研究区域、目

标年的确定 
3）区位分析及评价是：宏观区位分析、微观区位分析 
4）目标年正常情况下交通量预测：包括基地周边道路背景交

通量预测、由基地开发产生新增交通量预测、交通分配、

交通评价 
5）项目选址评价以及项目性质与建设规模的建议：评价项目

的选址；建议项目建设规模、性质与强度的控制要求；基

地周边道路红线宽度控制要求 
6）项目的初步交通组织设计要点：包括确定主要集散道路以

及车流、人流等主流线 
7）建议：是否进行下一层次的交通影响分析 
2 对改、扩建项目和需要进行深层次交通影响分析的新建项

目，分析的重点在于分析建设项目性质和规模的合理性，制定切

实的道路交通改善措施和界定开发商在道路交通改善费用中应承

担的义务。分析把握的要素有：建设项目内部交通设施（内部连

通道路、停车设施）是否满足交通需求、建设项目出入口规模与

布局及交通组织的合理性、项目发生/吸引的交通量在项目周边道

路上所占的比例。所完成的《XX 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价书》应

当包括下列内容 
1）概要：包括研究的背景、范围、时限、目标和原则；主要

结论；实施建议 
2）建设项目及周边地区开发情况：包括区位、建设项目及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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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土地利用开发、建筑设施概况、总平面规划、建设排序 
3）研究区域分析：包括确定研究区域、研究区域内交通系统

现状与发展规划、城市发展规划等 
4）交通预测：预测目标年开发项目交通发生、吸引、分布与

方式划分以及分配交通量；预测分析目标年项目周边道路

背景交通量；分析交通量叠加效应；预测分析建设项目停

车需求 
5）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价：评价交通影响区内的交通设施供

应与需求；评价建设项目对周边道路交通系统的影响程度

（包括：道路系统、公共交通系统、行人系统和停车系统）；

评价原方案的交通组织设计与交通设施的配置 
6）交通组织、交通设施改善及配置分析：依据分析评价结果，

提出合理的建设项目性质与规模建议；提出建设项目内部

通联道路规模与布局、配建停车泊位要求；提出合理的出

入口数量和布局；提出相应的周边道路交通系统组织与管

理要求；提出分步实施计划方案 
7）改善评价与建议：评价经过交通组织设计后建设项目对周

边道路交通的影响。重点提出对建设项目建设规模与性质

的建议、可接受的交通设施（停车泊位数量、连通道路、

出入口、周边道路交通设施、交通管理措施等）改善建议；

项目建设单位承担的设施改善义务 
8）相关附件与附图 

A.0.4 交通影响分析的最终成果包括文字说明和必要的分析图纸；

交通影响分析成果应当事先征求公安局交警总队的意见。 
A.0.5 含城市道路的商贸区、住宅区、工业区在进行详规阶段应同

步进行交通设计。主要设计内容应包括城市道路红线宽度的核定、

交叉口渠化设计、公交站点位置设计、道路横断面设计、小区出

入口布置、道路功能限制和交通组织的初步方案设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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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本标准用词说明 

 
B.0.1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

用词，说明如下： 
1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事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必须”； 
反面词采用“严禁”； 

2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应”； 
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宜”； 
反面词采用“不宜”；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B.0.2 条文中指定按其他有关标准、规范执行时，写法为“应符

合……规定”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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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本条文阐明了制定本标准的目的意义，本标准是本市交通法

规、规范的一个组成部分，其目的是为本市的建筑工程和停车库

（场）的交通设计提供设计依据，减少道路停车，确保道路畅通

安全，以使建筑工程和停车库（场）的建设能满足道路交通组织

的需要和管理要求，保障经济建设的顺利运行。 
2 本条文说明了建筑工程和停车库（场）设计，必须确保基地内

及相关道路的交通安全与畅通，并应满足城市环境要求、合理处

理好交通与环境的关系。 
3 区别于建筑，本规范所指的建筑工程包括新建、扩建部分的公

共建筑、住宅等，其出入口、内部通道、上下客门厅处建筑物及

围墙后退道路以及配建的停车库（场）均应满足本规范规定的设

计要求，以减少建筑基地内部的交通需求对道路交通产生的影响，

减少车辆排队候客和左转交通与道路交通的冲突。改建工程经技

术经济和交通影响评价可适度放宽标准。对于停车库（场）的设

计，必须满足安全、顺畅等方面的交通要求，同时该规范也区别

于停车库（场）的其他方面的设计规范、标准，如《汽车库防火

设计规范》。特种车型和私人车辆的停车库（场）设计不受该规范

的约束，可根据车型外廓尺寸性能参照本规范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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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 

 
2.0.1~2.0.16  本规范根据国家、行业的相关定义对本规范所涉及

的主要术语进行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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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一般规定 

 
3.0.1 本条文规定目的，主要是防止主体建筑物与停车库（场）不

在道路同侧所带来的车辆和人流交通横穿道路，特别是干路，避

免由此产生的交通堵塞和交通事故，因此要求配建的停车库（场）

宜与主体建筑同侧。如由于用地限制不得不设置在城市道路两侧

时，应用人行天桥连接。 
3.0.2 本条文规定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避免公共建筑、住宅吸引的

车辆在道路上下客以及内部通道交通不顺畅所引起的上下客车辆

排队对道路产生的影响。 
3.0.3 本条文规定的目的，是为了确保内部道路和停车场内的车辆

和行人的安全、畅通，减少对城市道路的干扰。 
3.0.4 本条文规定的设计车型外廓尺寸是参照《汽车库建筑设计规

范》（JGJ100-98）的设计车型。 
3.0.5 本条文规定的停车库坡度要求参照《汽车库建筑设计规范》

（JGJ100-98）中相关要求。 
3.0.6 本条文具体说明见附录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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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总平面布局和平面布置 

 
4.1 总平面布局 

 
4.1.2 对基地内车辆行驶提出了车速的要求，规定车速不宜大于

10km/h. 
4.1.12 提出了对停车场鼓励设置停车诱导信息系统。 

 
4.2 基地出入口 

 
4.2.1 对停车场的基地出入口开口作了从严规定，严格控制主干道

出入口设置，减少对主干道的影响，同时放宽支路开口的限制。

具体内容如下。 
原条文中 3.2.1 基地位于城市主干路与次干路、支路相交的位

置旁，出入口应设在次干路和支路上基地位于次干路和支路相交

的位置旁，出入口应设在支路上；出入口不宜设置在主干路上确

需在主干路位置时，距离交叉口不应小于 80m 或在基地的最远

端。在次干路上设置出入口，距离交叉口不应小于 50m 或在基地

的最远端。在支路上设置出入口，距离与主干路相交的交叉口不

宜小于 50m ，距离与次干路相交的交叉口不宜小于 30 m，距离

与支路相交的交叉路口不宜小于 20m. 
修改后的 4.2.1 基地位于城市主干路与次干路、支路相交的位

置旁，出入口不应设置在主干路上，基地位于次干路和支路相交

的位置旁，出入口应设在支路上；出入口不应设在次干路上。确

需在主干路上设置时，距离交叉口不应小于 80m 或在基地的最远

端。在次干路上设置出入口，距离交叉口不应小于 50m 或在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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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远端。在支路上设置出入口，距离与主干路相交的交叉口不

宜小于 50m ，距离与次干路相交的交叉口不应小于 30 m，距离

与支路相交的交叉路口不应小于 20m. 
4.2.4 考虑到交通流的安全运行，驾驶员在进入交叉口前的一段距

离内，应能看到相交道路上的行车情况，以便能及时采取措施顺

利通过或安全停车，这段距离应大于或等于停车的视距 Ss，交叉

口转角部分视距三角形范围内不得有任何高于 1.2m 妨碍驾驶员

视线的障碍物。 
停车视距 Ss 可按式 4.2.4 确定。 

Ss= )(
)(2546.3

2

mVtV
φϕ +

+
⋅

               (4.2.4) 

式中 V——交叉口计算车速； 
t——制动反应时间，取 2.5 秒； 
ϕ——潮湿系数，按不利情况取值为 0.4； 

φ---粗糙系数，其取值范围为 0.03~0.05。 
4.2.6 

原条文中 3.2.5 在城市道路上设置的机动车出入口数应符合

下列规定： 
3.2.5.1 当机动车停车数小于等于 50 辆时，不应超过 1 个。 
3.2.5.2 当机动车停车数大于 50 辆小于等于 300 辆时，不应超

过 2 个。 
3.2.5.3 当机动车停车数大于等于 300 辆小于等于 500 辆时，

不应超过 3 个。 
3.2.5.4 当机动车停车数大于 500 辆时，不应超过 3 个，并宜

分别布置在不同城市道路上。 
3.2.5.8 可在道路上另设置备用出入口，但备用出入口在城市

道路上不得设置进口坡道，机、非隔离带不得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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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后的 4.2.6 在城市道路上设置的机动车出入口数应符合

下列规定： 
1 当机动车停车数小于等于 100 辆时，如必须在主干路上设置

有出入口的，则基地出入口总数不应超过 1 个；出入口均设在次

干路和支路上的，则基地出入口总数不应超过两个。 
2 当机动车停车数大于 100 辆且小于等于 300 辆时，如必须在

主干路上设置有出入口的，则基地出入口总数不应超过两个；出

入口均设在次干路和支路上的，则基地出入口总数不应超过 3 个。 
3 当机动车停车数大于 300 辆，且基地位于主干路与次干路，

或与支路相交的道路，主干路上不应设置车辆出入口。且出入口

总数不应超过 3 个，并应分别布置在主干路以外的不同城市道路

上。主干路上必须设置有出入口的，出入口总数不应超过两个。 
4 非机动车不宜在道路上单独设置出入口。 
8 可在道路上另设置备用出入口，但备用出入口不应设置在城

市主干路上，在城市道路上不得设置进口坡道，机非隔离带不得

开口。 
 
 

4.4 机动车停车库（场）设计 
 

4.4.2 以小型车为例，对图 4.4.2 说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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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建筑工程配置停车位指标 

 
5.2 停车位指标 

 
5.2.1~5.2.2 宾馆、饭店和娱乐配置停车位指标 

1 原指标 
表 4.2.1 旅馆停车位指标 

项目 机动车 非机动车 

内部 外部 停车位/每客房 0.25 

0.75 0.25 

 
表 4.2.2 饭店、娱乐停车位指标 

项目 机动车 非机动车 

内部 外部 停车位/每 100 ㎡建筑面积 0.75 

1.0 1.0 

注：1.饭店指餐馆、酒店等； 

2.桑拿、健身参照 4.2.2 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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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修编指标的调查分析与计算 
调查单位 红塔大酒店 

扬子江万丽大酒店 

调查方法 问询法，连续观测法 

调查参数 参数计算 

1．设施调查日高峰停车累计量m1,m2(辆) 

m1：住宿类停车量（包括住宿、或住宿及

餐饮、娱乐为目的停车） 

m2：餐饮、娱乐类停车累计量（仅以餐饮、

娱乐为目的停车） 

2．员工拥有机动车停放数：m3 

3.宾馆、饭店类客房数（个）：n 

4.客房出租率P1(%) 

5.配套餐饮、娱乐面积(㎡):S 

6.当天平均利用率P2(%) 

7.其它未划分功能面积(㎡):S 

现状停车率K1、K2、K3 

K1=
1

1

Pn
m
⋅

  

K2=
2

2

Ps
m
⋅

 

K3= s
m3  

1.平均缺泊位数c1、c2 

c1：住宿类缺泊位数（包括住宿，或住宿

及餐饮、娱乐为目的停车） 

c2：餐饮、娱乐类缺（仅以餐饮、娱乐为

目的停车） 

平均缺泊位率k4、k5 

K4=
1

1

Pn
c
⋅

 

K5= 
2

2

Ps
c
⋅

 

1.高峰（如五一长假等旅游高峰）客房出租

率p3

发展系数泊位需求率k6 

K6=（P3- P1）·K1

客房停车泊位指标 Kr=K1+K4+K6指 标

计算 Ka=K2+K3+K5餐饮、娱乐及其他停车泊位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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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新指标 
 

表 5.2.1 宾馆停车位指标 
非机动车 项目 机动车 

内部 外部

中高档宾馆、旅馆、酒店 0.5 0.75 — 

一般旅馆、招待所 

停车位/客房

0.3 0.75 0.25 

注：1.中心城外汽车旅馆增加泊位标准的 1.2-1.3 倍。 

 
表 5.2.2 饭店、娱乐停车位指标 

非机动车 项目 机动车 

内部 外部 

建筑面积≤1000 ㎡ 0.75 0. 5 — 停车位/100

㎡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1000 ㎡ 1.25 0. 5 0.25 

 
5.2.3 办公楼配置停车位指标 

1 原指标 
表 4.2.3 办公楼停车位指标 

非机动车 项目 机动车 

内部 外部 

停车位/每 100 ㎡建筑面积 

 

0.5 1.5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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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修编指标的调查分析与计算 
调查单位 东方国际科技大厦、华能联合大厦、万

都中心、上海世贸商城、国际贸易中心，

上海实业大楼 

调查方法 问询法、连续观测法 

1.设施调查日高峰停车累计量 m(辆) 

2.建筑面积 n(㎡) 

3.现办公面积利用率P1(%) 

现状停车率K1 

K1=
1Pn

m
⋅

 

2.预测办公楼出租率高值P2 发展系数泊位需求率k2 

K2=（P2- P1）·K1

 

指标计算 K0=K1+K2办公楼停车泊位指标 

3 新指标 
表 5.2.3 办公楼停车位指标 

非机动车 项目 机动车 

内部 外部 

内环线以内 0.6 1.0 0.75 停车位/每 100 ㎡建筑面积 

内环线以外 1.0 1.0 0.75 

5.2.4 商业场所配置停车位指标 
1 原指标 

表 4.2.4 商业场所停车位指标 
 

非机动车 项目 机动车 

内部 外部 

停车位/每 100 ㎡建筑面积 0.25 1.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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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修编指标的调查分析与计算 
调查单位 正大广场、好美家联华超市（浦东店）、

新虹桥广场、上海世贸商城、光大会

展中心、汇金广场、港汇广场 

调查方法 问询法，连续观测法 

调查参数 参数计算 

1．设施调查日高峰停车累计量 m(辆)

2．建筑面积 S(㎡) 

现状停车率K1 

K1= s
m

 

1.客流高峰停车缺泊位率n1 发展系数泊位需求率k2 

K2=n1·k1

指标计算 Kr=K1+K2停车泊位指标 

3 新指标 
表 5.2.4 商业场所停车位指标 

非机动车 项目 机动车 

内部 外部 

内环线以内 0.3 0.75 1.2 商业 

内环线以外 0.5 0.75 1.2 

内环线以内 0.8 0.75 1.2 

停车位/每 100

㎡建筑面积 

超级市场

内环线以外 1.2 0.75 1.2 

5.2.7 展览馆配置停车位指标 
1 原指标 

表 4.2.7 展览馆停车位指标 
非机动车 项目 机动车 

内部 外部 

停车位/每 100 ㎡建筑面积 0.4 1.0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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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修编指标的调查分析与计算 

调查单位 新国际展览中心、上海世贸商城、光大

会展中心 

调查方法 问询法，连续观测法 

调查参数 参数计算 

1.设施调查日高峰停车累计量 m(辆) 

2.建筑面积 n(㎡) 

3. 当天利用率P1(%) 

现状停车率k1 

K1=
1pn

m
⋅

 

1.客流高峰停车缺泊位率n1 发展系数泊位需求率k2 

K2=n1·k1

指标计算 Kc=K1+K2停车泊位指标 

3 新指标 
表 5.2.7 展览馆停车位指标 

 
非机动车 项目 机动车 

内部 外部 

停车位/每 100 ㎡建筑面积 0.6 0.75 1.0 

5.2.11~5.2.14 交通枢纽停车位指标 
1 原指标 

表 4.2.11-1 火车站停车位指标 
非机动车 项目 机动车 

内部 外部 

停车位/高峰日第百位旅客 2.0 *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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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1-2 客运码头停车位指标 

非机动车 项目 机动车 

内部 外部 

停车位/高峰日第百位旅客 2.0 * 2.0 

 
表 4.2.11-3 客运机场停车位指标 

非机动车 项目 机动车 

内部 外部 

停车位/高峰日第百位旅客 4.0 * — 

 
2 新指标 

表 5.2.11—1 长途汽车客运站分类 
等级 发车位 年平均日旅客发送量（人次） 

一级 20~24 10000~25000 

二级 13~19 5000~9999 

三级 7~12 1000~4999 

四级 6 以下 1000 以下 

注：该分类按照《汽车客运站级别划分和建设要求》（JT/T200—2004）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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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11-2 长途汽车客运站停车位指标 

项目 高峰小时交通量

（人次） 

机动车 非机动车

内环线以内 2.2 3.0 二级站及以下 

内环线以外 2.0 3.0 

内环线以内 2.0 3.0 一级站 

内环线以外 1.8 3.0 

内环线以内 1.6 3.0 

停车位/年平

均日每百位

旅客 

高于一级站 

内环线以外 1.2 3.0 

注：由于上海特大城市的实际情况，高峰小时交通量较大，所以在一级站以

上另外增加了“高于一级站”的指标。 

表 5.2.11-3 客运码头、火车站停车位指标 
项目 类别 机动车 非机动车 

客运码头 3.0 1.5 停车位/年平均日

每百位旅客 火车站 1.5 1.5 

5.2.12 轨道交通车站停车位指标不应小于表 5.2.12 的规定 
表 5.2.12 轨道交通车站停车位指标 
项目 机动车 非机动车

一般站 停车位/远期高峰小时每百

位旅客 

— — 10.0 

换乘站 停车位/远期高峰小时每百

位旅客 

中环线以外 0.2 7.0 

枢纽站 停车位/远期高峰小时每百

位旅客 

中环线以外 0.3 4.0 

注：1.换乘站：有两条轨道交通通过的车站。 

2.枢纽站：3 条及 3 条以上轨道交通通过的车站。 

3.中环线以内，轨道交通站不设配建机动车停车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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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每个轨道交通车站均应设非机动车停车库（场）。 

5.2.13 客运机场停车位指标不应小于表 5.2.13 的规定。  
 

表 5.2.13 客运机场停车位指标 
非机动车 项目 机动车 

内部 外来 

停车位/高峰日进出港每百位旅客 4.0 * — 

注：内部非机动车停车数按职工总人数的 15%计算。 

5.2.14 公交枢纽停车位指标不应小于表 5.2.14 的规定。 
 

表 5.2.14 公交枢纽停车位指标 
非机动车 项目 机动车 

内部 外来 

首末站 停车位/高峰日

每百位旅客 

中环线以外 0.1 * 4.0 

注：1.3 条以上常规公交线路或 1-2 条快速公交线路即构成公交枢

纽。 
2.内部非机动车停车数按职工总人数的 30%计算； 
3.出租车泊位不小于高峰日每百位旅客 0.2 个。 

 
 
 
 
 
 
 
 

16 



 
 

17 


	建筑工程交通设计及停车库（场）设置标准 DGJ08-7-2006
	目次
	1 总则
	2 术语
	3 一般规定
	4 总平面布局和平面布置
	4.1 总平面布局
	4.2 基地出入口
	4.3 机动车停车库出入口
	4.4 机动车停车库（场）设计
	4.5 非机动车停车库（场）设计

	5 建筑工程配置停车位指标
	5.1 一般规定
	5.2 停车位指标

	附录A 交通影响评价
	附录B 本标准用词说明

	建筑工程交通设计及停车库（场）设置标准 DGJ08-7-2006 条文说明
	目次
	1 总则
	2 术语
	3 一般规定
	4 总平面布局和平面布置
	4.1 总平面布局
	4.2 基地出入口
	4.4 机动车停车库（场）设计

	5 建筑工程配置停车位指标
	5.2 停车位指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