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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山市中心城区智慧停车项目建设可行性探讨

徐文刚
云南省设计院集团工程投资有限公司 云南 昆明 650000

摘� 要：近年来，由于居民收入的增长和消费水平的提高，我国汽车保有量呈现出快速发展态势。截至2018年
底，保山中心城区汽车保有量71117辆，每千人汽车拥有量为213辆，高于全国汽车千人保有量的平均水平140辆。这
对城市交通运行和居民停车需求产生了较大的压力。然保山市公共停车场的建设进度缓慢，公共停车泊位缺口较大，

存在分布不合理、缺乏有效规划等问题。停车难、交通拥堵等问题日益突出，停车需求将大幅增加，引导城市停车设

施实现跨越式发展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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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保山市城市枢纽地位的日益突出，以及城市人

口和用地规模的不断拓展，保山市的机动化水平将不断

提高，停车难、交通拥堵等问题日益突出，停车需求

将大幅增加，引导城市停车设施实现跨越式发展迫在眉

睫。因此，针对保山市停车设施存在的现状问题，考虑

到保山市未来城市发展特提出本项目的运营，以引导城

市停车设施实现跨越式发展。

1 项目建设概述

1.1  建设条件
本项目的建设是《关于进一步完善城市停车场规划

建设及用地政策的通知》《保山中心城市停车设施专项

规划（2019-2035）》等国家、省市的相关政策的重要举
措。项目用地符合保山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项目运营

符合保山市相关上位规划，项目所在地交通运输便利，

基础设施有保障，具备智能化停车实施的基本条件[1]。

1.2  项目建设内容及规模
项目共计停车位18057个：公共服务停车位16299个

（其中一类区停车泊位共7784个、二类区停车泊位共
8515个）；路内停车泊位共计1758个，涉及惠通路、拱
北路、归汉路以东、腾冲路以西等共20条路段（其中一
类区域停车泊位160个，二类区域1598个）。
2 项目实施的必要性

2.1  项目实施是落实国家扶持政策的具体体现
近年来在国家与地方政府的重视下，智慧停车领域

政策铺垫相当到位。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工信部、

交通运输部联合发布《关于节能新能源车船享受车船税

优惠政策的通知》对节能乘用车和纯电动商用车、燃料

电池商用车作出减半或免征车船税要求。据此表明，汽

车产业减税正当时，汽车业也将迎来新一轮发展机遇，

汽车相关产业的消费也将随之拉动[2]。

2.2  项目实施有利于改善居住环境，提高居民生活
质量

本项目的运营，促进规范停车，是缓解交通拥堵，

提高居民生活质量的重要措施。

2.3  项目实施有利于缓解停车难题，改善城市交通
情况

数据表明，千人汽车保有量在50-400辆之间时，该城
市的机动化水平处于膨胀普及期；当该数量达到400辆以
上时，城市的机动化水平处于成熟饱和期。结合2018年
保山市中心城区千人汽车保有量为213辆的水平，可见保
山市的机动化水平正处于膨胀普及期，私人小汽车以近

17%的年平均增长率迅猛增长。
本项目的实施，有助于从供应端缓解保山市停车供

需矛盾，缓解道路通行压力，改善城市通行情况。

2.4  项目实施有利于提升城区品质，落实城市规划
主城区的部分已建老旧小区、学校、医院等人流聚

集公共场所未配套相应停车设施，导致本该由项目配套

的停车压力转移到周边市政道路路内停车泊位和公共广

场等位置，长时间挤占公共资源，造成交通拥堵，降低

了城市品质。

本项目的实施，能够极大缓解主城区目前停车困难

的现状，改善机动车大量挤占公共资源的现象；且符合

《规划》中打造保山中型城市、完善公共服务的目标。

2.5  项目实施有利于加强集约化管理，提高土地资源
利用率

《保山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

要》提出，将实施建设用地总量控制和减量化管理，建

立节约集约用地激励和约束机制，优化新增建设用地管

理，盘活存量建设用地，挖掘各类闲置土地、低效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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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废弃土地的利用潜力。

本项目的实施，在提高停车泊位供应量的同时，能

有效利用城市空间，符合停车设施向立体化、智能化、

集约化的发展方向。本项目运营后，能显著提高城市土

地集约化水平，保护主城区高价值土地，符合保山市长

远的发展要求[3]。

2.6  保山市城市发展要求
保山市有着特殊的城市枢纽地位。一方面，保山是

对南亚、东南亚开放的门户枢纽，是保山—密支那—雷

多的中缅孟印走廊、保山—曼德勒—缅甸内陆走廊的交

汇点。另一方面，随着大瑞铁路的建设，保山市域内将

形成“太”字型的铁路网格局，而高速路则规划远期在

保山市域内形成“两纵两横一边一联”的高速公路网格

局。未来，保山将被建设成为北联大理至昆明，南至曼

德勒，西接腾冲至密支那的铁路门户。因此，在未来的

发展中，保山市将强化设施综合承载力，加快交通设施

建设。

此外，在保山市的城市规划中，计划到2025年，市
域总人口达到370万人，其中城镇人口242万人；到2035
年，市域总人口达到480万人，其中城镇人口385万人，
划定城镇空间面积620.80平方公里，实现由中小城市到大
城市的转变。

综上所述，项目的实施符合国家及省市的政策，是

城市发展的需要。随着项目的运营将完善城市的功能体

系，缓解城市停车难的问题，加快推进区域城市化进

程，项目运营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3 项目市场需求分析

3.1  停车场现状分析
3.1.1  存量停车位现状
保山市中心城区有路内临时占道停车泊位3674个，

其中：一类车位1299个，二类车位2375个。为进一步缓
解停车位紧张局面，由昌源停车泊位管理有限公司在

保山市中心城区规划建设停车场约17个，设置停车位约
4984个，截至目前已建成玉泉路、红化生态、岱官、大
沙河等地停车场。

3.1.2  停车设施存在问题
（1）总量有缺口，结构不合理
保山中心城区现正规运营的公共停车场约46个，多

为附属项目建设或私人自发形成，停车设施布点统筹性不

足，服务半径不合理，且形式上多为地面停车，土地利用

集约度不高；部分小区开放性不足或公共用地缺乏利用

率，未改造为共享收费停车设施，无法实现车位共享。

（2）路内外停车分布不合理

目前，中心城区路内临时停车泊位部分位于现状主

干道、窄路双侧路内，另有一部分不在老城区临时停车

最需要的区域；同时，学校、商场、住宅区周边未结合

停车特性，灵活设置全天停车、夜间免费停车、非高峰

期限时停车等分时段泊位。

（3）老城区部分路内停车设置不合理
目前路内临时停车泊位3674个，大部分占用主次干

道，如人民路、梨花路、建设路等，存在窄路双侧路内

停车、老城区临时停车需要集中区域由于条件限制未

设临时停车泊位等问题，中心城市停车位依然不足。商

场、医院、住宅区周边未结合停车特性，灵活设置全天

停车、夜间免费停车、非高峰期限时停车等分时段泊

位、夜间错峰停车[4]。

（4）停车管理滞后，信息化水平低
保山中心城市现行配建指标主要是根据《云南省住

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加强城镇小区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管

理的指导意见》（云建〔2015〕155号）实行，仅对住宅
小区做出了配建要求，缺少对交通枢纽、公园、医院、

学校、机关、体育馆、旅游景区等重点地区的配建要

求。目前保山市中心城市存在的停车管理问题主要有：

①停车不规范、违停现象突出；②停车设施占用慢行空

间；③停车管理的政策法规文件不健全；④路内停车缺

乏管理标准及保障措施；⑤停车泊位被部分商铺、住户

占用，泊位周转率较低，约为20%～30%，停车资源未得
到有效利用；⑥停车设施信息化水平低，导致停车设施

的存量资源利用不足；⑦收费管理形式多为人工或半人

工收费，智能化较低。

（5）新建停车场筹资难
停车设施建设因其“公共产品”和自身的特性，其

建设投融资模式不同于其他投资项目。通过采取特许经

营方式，可缓解政府资金压力，同时也为项目带入先进

的施工技术和管理方案，促进项目顺利实施。

（6）公共停车设施管理混乱，智能化水平低
现状停车设施布点统筹性不足、公共配套不规范、

收费主体复杂、定价标准不一等问题；缺乏停车诱导系

统，智能化水平较低，缺乏管理效率。

3.2  保山市汽车保有量预测
一个城市的机动化水平根据其千人汽车保有量分

为不同的发展阶段。当千人汽车保有量在小于50辆、
50～400辆之间以及大于400辆时，该城市的机动化水平
分别处于雏形起步期、膨胀普及期和成熟饱和期。截至

2022年9月，保山中心城区汽车保有量321959辆，千人汽
车保有量为213辆，可见保山市的机动化水平正处于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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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及期，在未来较长时间内其汽车保有量将呈现快速增

长的趋势，与之相对应的配套设施供需矛盾也将愈演愈

烈。

数据显示，2008-2018年间，保山市私人小汽车增长了
2.2倍，年平均增长率高达14%。根据《保山市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公报》，保山市2021年全市汽车（含低速汽车）
拥有量355208辆，新注册34904辆。2020年全市汽车（含低
速汽车）拥有量321959辆，新注册35975辆。2019年全市汽
车（含低速汽车）拥有量286647辆，新注册34351辆。2020
年、2021年增速分别达10.33%、12.32%。参考中国的汽车
保有量发展趋势，并结合保山市的汽车保有量发展特征，

初步判断未来保山市汽车保有量的总体发展将呈现逐年增

长但增速缓慢下降的趋势。

3.3  保山市中心城区停车需求缺口分析
3.3.1  发展趋势分析
保山市的城市发展定位为“山水田园城市、历史文

化名城和开放创新之城”，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机动

化水平的提升以及旅游业的发展，保山市对停车设施的

需求将更为迫切。同时考虑到停车设施配建需兼顾城市

本地居民和城市外来人口，因此，停车设施的配建规模

需适度超前。

3.3.2  缺口估算
根据基础数据显示：2018年底，保山市汽车保有量

为261395辆，而中心城区汽车保有量为71117辆，占全市
近三分之一的比例。2019年全市汽车拥有量286647辆，
2020年全市汽车拥有量321959辆，2021年全市汽车拥有
量355208辆。按此比例，预测2022年中心城区的汽车保
有量将达到133795辆，2023年将达到149850辆，2023年
将达到166334辆。按照国际城市建设经验中城市停车位
数量与机动车辆数量1.2：1的合理比例，届时中心城区的
停车位需求应分别达到160554、179820、199601个，项
目发展前景广阔。

3.4  建设规模
本项目根据城区实际情况综合考虑保山市未来发

展，预测未来保山市中心城区停车位需求急剧增加。由

于老城区土地等情况限制，根据老城区实际情况综合考

虑保山市未来发展，本项目公共服务停车场停12个（其
中一类区停车泊位共7784个、二类区停车泊位共8515

个）；惠通路（东至永昌路，西至远征路）、拱北路

（东至正阳北路，西至远征路）、归汉路（龙泉路～保

岫东路段）以东、腾冲路（龙泉路～保岫东路段）以西

等路段共20条，路内停车泊位共计1758个，其中一类区
域160个停车泊位，二类区域1598个停车泊位。以缓解保
山中心城市老城区停车难的问题[5]。

4 环境影响评价

本项目功能与周边所规划的功能及环境相容，相互

之间不会产生影响，环境污染物主要是生活垃圾、污水

和汽车尾气。项目投入使用后，继续加强对生活垃圾和

污水的收集、运送工作，防止人为地造成环境污染。其

他污染物可通过采取污染防治措施做到达标排放或得到

有效控制。

项目在运营期及正式使用后，虽然产生一定量的污

染物，但采取了相应的环境保护措施和绿化工程，不会

给当地的环境带来污染。故项目运营环境可行。

结语

在对保山市城区智慧停车场建设各指标分析后，我

们发现本项目符合国家及省市相关政策要求，建设区域

位置及环境条件较好，规划科学，方案合理，项目所需

建设条件具备，建设规模合理，建设标准适当，具有实

施建设的可操作性及实用性，且环保措施得当，能有效

控制环境污染。项目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

显著。项目建设具有充分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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