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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车位的烦恼

——汽车保有量不断增长，停
车需求随之攀升，但历史规划欠账
使存量资源难以实现“1户1车位”

河北省石家庄市的潘月每天下班回家都
要为停车问题发愁。“我们小区车位是免费
的，车主‘先到先停’。但小区车位很紧张，

‘抢’车位的不仅有本小区业主，还有部分外
来社会车辆。没有车位时，我得把车停到附
近街道再骑车回家，很不方便。”潘月说。

潘月的苦恼也是不少车主的心声。高德
地图今年上半年发布的全国停车场分析报告
显示，国内已建设超 100 万个停车场，但对
比庞大的汽车保有量，停车位依然紧缺，需
求缺口约8000万个。分地区看，停车较难的
十大城市分别为深圳、南京、上海、广州、武汉、
杭州、西安、长沙、郑州和成都。城市内停车难
主要集中在就诊高峰期的知名医院、热门景
区、出行高峰时的交通场站、大型商圈、老
旧小区等地。

找个车位咋就这么难？伴随城市化进程
不断推进，人们对机动车停车位的需求持续
攀升，目前中国汽车保有量已超过 3 亿辆，
位居全球第一。然而供给侧的停车基础设施
建设不足，远远跟不上持续增长的汽车消费
量，导致停车供需矛盾较为突出。

一名房地产从业人员告诉记者，早些年
开发商在规划建设住宅小区时重点考虑的是

“住”而非“行”的需求。“2000年全国机动车保
有量只有1000多万辆，如今这个数字涨了30
多倍。几乎家家都有小汽车的局面是开发商
20多年前无法想象的，所以在当年的小区规
划建设中，没有设计这么多车位。”

据北京市交通委静态交通管理处处长赵
震介绍，1994年以前，北京市对于居住停车
并无配建指标要求；1994年至2003年间，居
住区车位配建指标仅为 0.1个/户；2003 年至
2015年间，配建指标为 0.3—0.5个/户；2015
年后，该指标提高至 0.3—1.3 个/户。“但目
前北京市户均机动车保有量已达到 0.7 个/
户，原规划配建的停车位远远不能满足需
求。”赵震说。

盘活存量是关键

——推动老旧小区车位改造；
健全停车资源共享制度；优化停车
价格机制

车位不够用，不仅给有车一族造成困
扰，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部分潜在消费者
的购车意愿。

“85后”吕一杰最近在上海购入了一套建
于 1999 年的二手房，房子所在的小区约有
240个停车位，车位配比约1∶0.5。“小区车位
比较紧张，很多业主的车都停到了附近马路

上，即便如此，车位还是很难抢。看这阵
仗，我是不打算买车了。”吕一杰说。

车位紧张，推高了停车价格，继而影响
汽车消费意愿。高德地图发布的报告显示，
根据各大城市重点区域路边停车场平均价格
分析，广州以每小时 26 元的停车价格居首
位，其次分别为上海20元、深圳20元、南京20
元、杭州 12 元、北京 10 元、苏州 10 元、成都 10
元、重庆 8 元、天津 8 元、武汉 4 元。“停车难”
和“停车贵”的城市重合率较高。广州市一名
车主告诉记者：“广州是我到过的城市中停车
费较高的。前几天我去一家商场吃饭，停了
2 个多小时车就花了 45 元。因为停车费比较
贵，我身边许多有车的朋友都不愿意开车出

门，还有一部分人认为这是‘养车’的成本之
一，而且这个成本不低，索性不买车了。”

为了加快补齐城市停车设施供给短板，
去年 5 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
委、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四部委印发的《关于
推动城市停车设施发展的意见》（简称《意
见》），提出鼓励有条件的城市加快实施城市更
新行动，结合老旧小区、老旧厂区、老旧街区、
老旧楼宇等改造，积极扩建新建停车设施。

《意见》 发布后，多地通过建设地下车
库、立体车库等方式，在老旧小区里“改”出
了更多停车位。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建筑节能与科技司负
责人张雁介绍，今年1—5月，各地结合城镇

老旧小区改造，新增停车位26.94万个，比去
年同期增加2.3万个。

“改造老旧小区停车位是满足停车需求的
主要方式之一，多地也取得了较好的经验和
成果。不过，在场地有限的情况下，推进改
造往往涉及动用小区绿化面积等，工程量较
大且较难形成共识。因此，盘活公共停车资
源也很关键。”上海中原地产市场分析师卢文
曦告诉记者。

一些城市推出了共享式、潮汐式停车方
案。在部分机关事业单位、商务楼等办公场
所，工作人员下班后腾出的停车资源可供周
边住户使用，能有效缓解车主的停车难题，
也避免了“外边停车困难，里边车位闲置”。

城市停车设施建设完备与否，关乎汽车
产业发展程度。让消费者愿意买车，就要力
争实现有地方停车、停得起车。对此，张雁
表示，住建部将会同有关部门进一步研究完
善停车收费政策，强化资金用地政策保障。
健全有利于吸引社会资本的停车收费机制，
科学制定差异化收费标准并建立动态调整机
制，更好地满足居民的停车需求。

因城而异缓解“停车难”

——一线城市应进一步提升精
细化治理水平；其他人口规模相对
较小的城市可在新建停车位方面下
功夫

新建停车位是解决停车难题的重要途
径。住建部要求，推动规划人口规模大于50
万人的城市在普通商品房建设中，按照“1户
1车位”配建停车位，引起居民广泛关注。这
对建设成本、土地资源等提出了新要求。

卢文曦告诉记者，上海市近3到5年新建
的商品房基本达到了“1户1车位”的标准，部
分项目的车位配比甚至更高。上海市今年初
颁布实行的 《建筑工程交通设计及停车库

（场）设置标准》明确提出“商品房配建停车位
指标调整为不低于 1户 1位的标准”。而其他
城市多以房屋面积作为车位配比标准，比如
浙江宁波等地要求若干单位面积的商品房配
建1个停车位。

上海市某房地产开发企业负责人告诉记
者：“作为开发商，我们会根据楼盘定位、所在
区域地价等情况进行车位规划。由于消费者
购房时越来越看重车位配比，在开发规划楼
盘时，开发商也会从售价增值等多方面综合
考虑。因此‘1 户 1 车位’并非多出来的成本，
而是一项综合成本。”

按“1户1车位”配建停车位，需要更多土
地资源，这在“寸土寸金”的一线城市很不容
易。赵震介绍，北京作为人口规模逾两千万
的超大城市，土地资源十分稀缺。当前，北
京市采取城乡建设用地减量发展的思路，中
心城区新增配建停车设施空间极为有限，大
规模建设停车设施的可能性较小。

“一线城市的人均用地面积本就较少，在
有限的面积里还要解决道路问题、停车问题
等，得算一笔明白账。”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
副所长杨新苗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新建
商品房实现“1 户 1 车位”，无疑能对汽车消费
起到一定刺激作用，但在具体实施中要因城
而异。在北京、上海等超大城市，车满为患
的现实情况较为突出，相比通过新建停车位
来促进汽车产业发展，盘活公共资源、鼓励
绿色出行等更具紧迫性。

杨新苗建议，一线城市应更多在提升精
细化治理水平上下功夫。一方面，以更高标
准、更科学的方式做好道路停车等规划工作；
另一方面，加快推动共享停车等公共资源落
地，让车位流转起来，满足更多人的需求。而
在人口规模相对小一些的 50 万人口以上城
市，包括人口在1000万左右的新一线城市以
及人口在百万级的二三线城市，则可以根据
实际需求适当鼓励新建停车位，力争做到“1
户 1 车位”，这有望在一定程度上对汽车消费
形成正向刺激，从而拉动实体经济发展。

家里没车位，车子停
在哪儿？停车费用高，上
哪儿停车划算？不少车主
深受“停车难”困扰。

如何满足不断增长的
停车需求，不让“停车难”
影响汽车消费？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近日
在“稳定增加汽车消费国
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
表示，将推动规划人口规
模大于50万人的城市，在
普通商品房建设中按照“1
户1车位”配建停车位。

50万人口以上城市将按“1户1车位”配建商品房停车位——

你住的小区停车方便吗？
本报记者 廖睿灵

▲浙江省宁波市利用拆迁待建地块、桥下空间等建设
停车场，为市民解决“停车难”问题。图为宁波市东部新城
生态走廊停车场。

胡学军摄 （人民视觉）

江 苏 省 如 皋 市
因地制宜利用小区
周边、河道岸边等
地 规 划 建 设 停 车
位，打造生态型停
车场，让停车场成
为城市的一道绿色
风景线。图为 7 月 8
日，车辆有序停靠
在如皋市大司马路
边一处停车场。

吴树建摄
（人民视觉）

▼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在老旧小区改造中推进停
车位建设，实现老旧小区功能优化升级。图为章贡区
南外街道红杉里街区一处老旧小区内新设的停车位。

朱海鹏摄 （人民视觉）

本报长春电（记者孟海鹰、刘以晴） 7 月 30 日，吉林
蛟河抽水蓄能电站在蛟河市白石山镇琵河村全面启动建
设，标志着中国首个千万千瓦级抽水蓄能基地开建。作为
吉林省“山水蓄能三峡”工程的标志性项目，这是“十四五”
期间该省规划建设的8座抽水蓄能电站中的首座，也是吉林
建设国家级清洁能源生产基地的重要组成部分。

据介绍，抽水蓄能电站就是在山上、山下分别建设2座
水库。在用电低谷时，用富余电能把水抽到山上；在用电
高峰时，再放水发电，这样就可以把富余的清洁能源存储
起来，被称为电力系统的稳定器、调节器和平衡器。

此次全面启动建设的吉林蛟河抽水蓄能电站总装机容
量120万千瓦，安装4台30万千瓦发电机组，年发电量超12
亿度，其下水库库址位于漂河干流上，流域面积为112平方
公里，多年平均来水量为4260万立方米。

进入“十四五”，吉林省新能源建设提级加速。目前，该
省正以光伏、风电、氢能、水能等为重点，扎实推进西部

“陆上风光三峡”、东部“山水蓄能三峡”建设，多渠道促进煤
炭消费减量替代，实现多能互补，增强资源生产保障能力。

“山水蓄能三峡”工程总投资2100亿元，规划装机容量
3500 万千瓦，主要包括白山、敦化、蛟河 3 个抽水蓄能电站
和纳入国家《抽水蓄能中长期发展规划（2021—2035年）》的
7 个站点，预计到 2030 年全省抽水蓄能电站装机规模将达
到1210万千瓦。

据悉，“十四五”期间，国家电网规划在吉林省建设吉林
蛟河抽水蓄能电站及塔拉河、大沟河、大沙河、前河、卧
龙湖、景山屯、通化共 8 座抽水蓄能电站，总装机超过
1000万千瓦。预计到2025年，吉林省的风电光伏装机将达
到3000万千瓦。建设千万千瓦级抽水蓄能电站，将有效促
进这部分清洁能源可靠消纳。

新一代信息技术快速发展，手机等
电子设备安全成为消费者关心的话题。
近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标准委）
批准发布了GB 4943.1-2022《音视频、信
息技术和通信技术设备 第 1 部分：安全
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将于 2023年 8月
1日正式实施。消费者在日常生活中所用
到的电子产品的安全问题，都可以在该
标准中找到对应的技术要求。

市场监管总局标准技术管理司一级
巡视员国焕新介绍，该标准的前身是两
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分别是《信息技术设
备 安全 第1部分：通用要求》和《音频、视
频及类似电子设备 安全要求》。

新版标准主要有两方面突出改进。
一是适用范围进一步扩大，涵盖了音
频、视频、信息技术和通信技术设备的所
有产品，顺应了当前技术产业发展趋
势。二是技术上优化升级，运用安全工
程理念，提出能量分级，全面考虑了各
类电子产品在使用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电
击、着火、过热、声光辐射等六个方面
的危险来源，并提出相应的防护要求与
试验方法，助力电子产品安全防护精准

化、科学化、规范化。
“新版国家标准充分考虑了与消费

者人身财产安全密切相关的新技术、新
产品、新应用，以及由此带来的安全风险
和隐患。”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副
院长刘贤刚举例说，无线充电功能的广
泛使用带来了安全问题，当消费者将钥

匙、硬币等金属物品放置于无线充电器
上时，无线充电器可能会通过能量传输
使金属物品产生高温并带来灼伤、着火
等危险。对此，新国标明确要求无线充电
器需要具备识别金属异物的功能，并及
时停止对异物进行能量传输。

随着电子设备多媒体功能的普及，

具有个人音乐播放器功能的手机、头戴
式耳机、蓝牙耳机等产品深受消费者青
睐，但如果在佩戴耳机时耳机音量过大
或收听时间过长，将会对人的听觉带来
伤害。新国标从耳机声压级限值等方面
提出了安全要求，保障消费者的听力健
康：在一定时间内累计超过在规定限值
以上时，电子产品应给出警告并要求使
用者确认，在不确认的情况下则自动降
低到安全音量。

此外，越来越多的便携式电子产品
采用了可充电电池供电，由此带来过
热、灼伤等安全隐患。新国标对电池安
全问题进行了重点考虑，规定电池的温
度保护、外壳防火、跌落防护等安全要
求，并充分考虑了因钥匙、项链等金属物
体短接电池而造成短路，以及由上述问
题引发的漏液、燃烧、爆炸等安全问题。

国焕新表示，新版标准的发布实施
有利于电子产品生产企业实施标准。

“之前两项标准适用范围各有不同，导致
诸多企业生产设计电子产品选用标准存
在困惑。”他说，新版国标合并后，解决
了以往适用标准界定难的问题，实现了
产品生产、检测、抽查“一把尺子”，减轻
了企业负担，提高了市场运行效率。

新版标准也有利于促进中国电子产
品出口贸易。据介绍，新版标准修改采
用了国际标准 IEC 62368-1，主要技术
内容与国际保持一致。企业按照新版国
家标准生产电子产品就能符合国际安全
评估体系要求，从而消除国际贸易技术
壁垒，助力中国电子产品“走出去”。

音视频和信息技术设备新修订标准发布——

这项新国标让手机更安全
本报记者 孔德晨

全国首个千万千瓦级抽水蓄能基地开建全国首个千万千瓦级抽水蓄能基地开建

四川省仁寿县一家公司的手机生产线。 潘 帅摄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