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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交通体系战略目标

构建面向区域的一体化综合交通体系，全面提升与

首都战略定位相匹配的交通支撑能力，建设“公交都

市”，形成步行友好城市，提供国际一流的交通可达性

和出行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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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交通出行方式优先级示意图



交通出行方式

城市客运出行方式发展目标导向

2014年 2020年 20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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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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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2030



交通发展要建管并重，在交通供给和需求两方

面，既要两手抓，更要两手硬。

更加严格交通需求管理政策

大力提升交通基础设施供给
能力和品质



市域小客车需求管理政策分区图

实施差异化的交通需求管理，降低机动车使用

强度，分区制定拥车、用车管理策略。

从源头调控小客车

出行需求，2030 年小

客车出行比例和车均出

行强度降幅不小于35%，

形成中心城区比外围地

区更严格、重点地区比

普通地区更严格的需求

调控格局。



与资源节约、污染

物减排相结合的交通需

求管理政策相组合，逐

步缓解交通拥堵，提高

城市交通运行水平，提

升出行品质和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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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控拥有、限使用、差别化、有序化”的

思路，制定停车管理政策



社会各界越来越重

视停车问题对交通拥堵、

空气质量、生态环境和

步行环境等的影响，认

识到停车策略是调控机

动车出行的有效手段。

快速增长的机动
车拥有量

机动车导向的
交通规划

机动车导向的土
地利用规划

分散的土地开
发模式

其他交通方式服务
水平降低

绿色空间的消失
与郊区化

出行方式可选择
性降低

不计经济成本的过度依赖机车的恶性循环示意图



《免费停车的高昂代价》（唐纳德·苏泊）

几个观点：

1、停车设施不是公益设施；

2、停车成本应当用者自付；

3、停车设施可以是开发的；

4、违法停车必须严格管理。



 政府的事权

（一）基本车位总量控制——控拥有

（二）出行车位时空调控——限使用

（三）停车空间资源分区管控——差别化

（四）停车空间资源综合整治——有序化

（五）严格执行停车秩序管理法规——差别化

（六）完善政策法规保障——法治化



人均GDP与小客车千人拥有率的关系预测

2005年现状值

2050年预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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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0年我国小客车千人拥

有率有可能达到200-400辆。

（一）基本车位总量控制——控拥有



（一）基本车位总量控制——控拥有

城市人口规模与小客车千人拥有率的关系（2010年）

北京市已超过200辆。

美国和日本小客车千人拥有率发展历程



（一）基本车位总量控制——控拥有

模型类型
机动车保有量

（万辆）

小客车保有量

（万辆）

小客车千人拥有率

（辆/千人）

趋势外推法 720 590 236

总量线性回归 1176 1048 419

人均量线性回归 951 899 360

Logistic回归 866 845 338

预测区间 750-900 600-760 240-304

在资源环境约束下，充分发挥停车空间资源稀缺性的特点，

在缓解居民基本车位供需失衡的过程中，按照远期小客车千

人拥有率控制在230辆以下的控制目标，规划建设停车空间。



（二）出行车位时空调控——限使用

通过差别化停车空间资源管理实现不同区位（市中心

区、郊区等）、不同主导功能（商业区、居住区等）、不同

出行目的（通勤出行和非通勤出行）、不同公交服务水平等

条件下停车供给与需求相匹配，避免停车设施资源在时间和

空间分布上的不合理。

可采取的措施：停车配建指标差异化，削减公共交通

社区停车供给总量，停车换乘（Parking and Ride, P&R）

措施、停车收费累进制、差异化的计费标准和计费方式等。



（二）出行车位时空调控——限使用

针对远期高峰小时小汽车出行比例控制在20%以下，

市域内车均出行强度控制在每年8000公里以下的目标，

细化停车空间资源差别化管理政策，分区域、分时段调

控出行车车位供给总量，并充分发挥经济杠杆的作用。



（三）停车空间资源分区管控——差别化

差别化停车空间资源管理政策示意图

划定停车政策分区，按

照空间上“内近外松”，明

确严格控制区、适度控制区、

统筹平衡区和宽松调节区的

管控范围，针对不同区域、

不同时段实施不同方式、不

同标准的停车空间资源管理

政策要求及配套措施。



（四）停车空间资源综合整治——有序化

可推广的菜单式停车空间资源整治措施

开展区域停车空

间资源综合整治试点

工作，弥补城市停车

设施规划建设的历史

欠账。近期政府主导，

为停车市场化创造必

要条件，逐步过渡到

市场主导模式。



（五）严格执行停车秩序管理法规——差别化

严查违法停车行为主要发挥以下作用：一是改善道路交通运行

和公共安全环境；二是有利于公共停车场建设和经营的市场化；三

是抑制市民非理性购车行为。

北京

上海

波特兰



（六）完善政策法规保障——法治化

补充完善停车收费定价机制、居住小区停车位产权归属、老旧

居住小区停车环境改善模式、建筑物配建停车指标、路内停车收费

效益地区补偿机制、停车设施共享、停车需求管理等相关法律、法

规，以及实施保障政策。

现行政府令：《北京市机动车停车管理办法》，正在开展《北

京市机动车停车条例》的立法准备工作，将按照“有位购车、停车

入位、停车付费、违停受罚”的思路，对停车定位、停车差别化供

给和收费政策、规划与土地供应、吸引社会投资、强化路侧停车管

理、统筹停车资源使用和加强执法等重点内容予以明确。



 居民的事权

（一）承担合理的停车费用

（二）共同决策停车资源合理利用



根据1000份问卷调查：58.4%的受访者现状没有固定的基本车位。

停车非常困难

停车比较困难，每天需
要花很长时间找车位

较容易，只是偶尔
需花时间找车位

有车居民 无车居民

找停车位特
别困难

行人没有走路的地方、散步
休闲空间被占用

上地东里

PK

小区车位紧张，找个停车的地方很

难，只能停在路侧或占用消防通道。

——远见名苑小区居民

需要花时间找车位，乱停车堵塞通道。

——松榆里居民

（一）承担合理的停车费用



试点：石景山区杨庄中里社区

21

启动规划幼儿园：
140个，0.2公顷（三层）

车位数

利用小区内部路 800

启动规划幼儿园 140

建筑改造 100

利用周边道路 100

合计 1140

利用规划公共设施用地，进行居委会改造
配建停车位：100个，0.15公顷（三层）

周边道路设置
夜间停车位：100个

远期可结合当代商
城地下停车位进行
车位共享

沿绿带外侧建设立体
机械停车位：440个

利用道路两侧停车：230个保留小区内部原分散
停车位：130个

（二）共同决策停车资源合理利用



 企业的事权

（一）建设优质的停车设施空间

（二）提供优质的停车运营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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