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圳市停车设施建设专项规划（2018-2020年） 

深圳市发改委2018年7月发布 



现状基础 目标策略 规划方案 项目实施 
停车设施是支撑现代城市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加快停车设施建设，补强城市发展短板，
是推动交通提质增效的重要抓手，是基础设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既利
当前更惠长远的重大举措。 

2017年3月，深圳市被列为全国推进城市停车场建设第一批五个试点示范城市之一，要求
在公共设施集中区停车设施建设和停车信息平台建设两个重点方向先行先试。 

2016年3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印发2016年停车场建设工作要点的通知》，
要求各省（市、区）发展改革部门牵头，切实抓好停车场建设有关工作任务分解落实，
会同有关部门抓紧编制停车场专项规划，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杭州、深圳六个
城市作为试点城市要率先出台。 



01 
现状基础 

停车基础设施体系和政策法规体系逐步完善 

基础条件 

停车设施配置规模大幅提升 

停车需求管理不断适应调整 

停车设施供给结构逐步优化 

停车技术创新能力显著增强 

停车政策法规体系逐步完善 
全市路外停车泊位共191.6万个 
路边划线泊位1.3万个 
停车泊位与小汽车保有量之比为0.6:1 

停车配建标准多轮优化调整 
收费机制不断完善 
小汽车增量调控管理 

扩大路外公共停车设施供给 
实施路边划线收费管理 

停车场车牌自动识别和自动抬杆技术等 
机械式停车充电一体技术 
宜停车路边停车系统 
停车与互联网融合发展 

价格调控 
设施配置 
行业管理 



01 
停车发展 

供给总量依然不足 

318万辆 

191.6万个 

停车位 机动车 

现状问题 



01 
停车发展 

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 

现状问题 

以居住类为
主的基本车
位供需失衡 

公共停车
设施发展
严重不足 

差别化停车
供给政策需
进一步适应

调整 



01 
停车发展 

利用效率有待提高 

现状问题 

停车场信 
息化、智能
化缺乏统筹 

停车联网
推进缓慢 

停车共享
尚未启动 



立项 设计 

投资 建设 

运营 

规划 

4 

停车设施建设落地难，工作链条不顺 

01 
停车发展 

支持政策尚需强化 

现状问题 

怎么规划报建？    怎么消防验收？ 

3 2 1 5 6 



02 
目标策略 

智慧引领、空间破局、多元融合、精准调控 

总体思路 

以差别化停
车供给政策
为导向 

以满足刚性停
车需求为根本 

从土地供给、
设施挖潜、智
慧联网、投融
资等方面着手 

精准供给扩大增量，高效使用优化存量，逐步缓解停车难问题 

以停车调查
数据为支撑 

同步建设
充电设施 



02 
目标策略 

启动停车设施“百千万工程” 

规划目标 

35万个 
建筑物配建 

医院、公园、学校、机关、
交通枢纽、旅游景区、老
旧居住（小）区等 

10万以上 

• 供给原则:差别化供给、用着自付 
 

• 供给结构:以配建停车为主体、路外
公共停车为辅助、路内停车为补充 
 

• 供给体系:布局完善、规模适宜、运
行高效、与道路容量相协调 

到2020年推动10万个以上泊位建设（不含配建类35万个） 



02 
目标策略 

坚持停车供给差别化 

主要策略 

差别化的停车供给策略 

差别化的停车收费策略 

…… 

一类区域 

二类区域 

路内 

高峰 

路外 

平峰 

二类区域 

三类区域 
逐步形成以路外
停车为主，路内
停车为补充的停
车供给结构 

优化调整《深标》
配建停车场的停
车位指标 



02 
目标策略 

坚持停车设施立体化 

主要策略 

将全自动机械式立体停车设施 
作为城市停车装备发展的主要方向 



02 
目标策略 

坚持停车充电一体化 

规划布局 建设机制 

运营服务 标准规范 

停车
充电 

强化停车设施和充电基础设施一体化衔接 
 
创新商业合作和服务模式 
 
推动停车设施与充电设施协调发展，促进电动汽车
推广应用 

主要策略 



02 
目标策略 

坚持停车智慧化产业化 

建立统一的数据标准和交换机制      
逐步实现各停车场信息系统的互联互通 

建设城市级智慧停车云平台 

主要策略 

PPP 
政府 

社会资本 

智慧化 

坚持市场化运作和产业化发展 
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创新投融资模式 

产业化 



03 
规划方案 

公共停车场增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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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区公共停车项目分布图 

“百”个公共停车场项目 

至2020年，全市共规划181个公共停车项目，提供约7.12万个泊位 

• 各类公共停车项目分布图 

公园 学校 医院 其他 机关 

8 

15 

25 23 

70 

40 

交通 



03 
规划方案 

老旧居住（小）区停车扩容工程 

利用小区内部临时停车场、边角地块、建筑退线空

间及单侧靠墙通道等空间新建停车项目50个 

对现有平面停车设施进行机械式立体化改造项目97个 

“千”个老旧居住（小）区停车挖潜改造项目 

至2020年，向社会资本推介1157个有停车设施建设需求的老旧居住（小）区，优先实施147
个老旧居住（小）区停车项目，提供约3.11万个泊位 



03 
规划方案 

路边停车全覆盖工程 

• 同步推进智慧路边停车管理信息系统和智慧
路边停车标识系统建设 

“万”个路边停车泊位 

至2020年，实施组织3个路边停车项目，提供约1.65万个路边临时停车泊位 

2018年新

增1万个 
2019年新

增3千个 

2020年新

增2千个 

2018年新

增500个 

2019年新

增500个 

2020年新

增500个 



03 
规划方案 

智慧停车联网工程 

“互联网+”智慧停车 

至2020年，实施组织6个停车信息化项目，率先构建全国首个城市级智慧停车云平台 

政府监管 
停车场规划、调节费政策、行业监管 

公众服务 
出行服务、交通诱导、信息查询 

停车收费与支付手段 
收费设备、深圳通、第三方工具 

身份识别 
二维码、RFID 

政府服务 
网上办事、服务，政务公开，行业协会 

停车场企业 
信息化管理、经营情况 

车位探测 
地感、地磁、超声波、视频 

停车诱导 
诱导牌 “互联网+”智慧停车 P 

P 



04 
项目实施 

本次规划近期优先实施的项目共337个 

建设规模 

337个 

公共停车项目 路边停车项目 

181 

（小）区停车项目 智慧停车联网项目 

6 3 147 

供给泊位1.65万个 供给泊位约7.12万个 供给泊位3.11万个 



04 
项目实施 

总投资规模约206.02亿元 

建设规模 

206.02亿 

113个PPP项目 43个区政府
投资项目 

98.24 

147个社会资本
项目 

34个市政府直
接投资项目 

19.4 30.93 57.45 



04 
项目实施 

优先保障停车供需矛盾突出区域，先行实施建设条件良好项目 

建设计划 

分为三个批次实施：2018年项目48个，投资约48.22  
   亿元；2019年项目为78个，投资约50.36亿元；2020     
      年项目55个，投资约39.63亿元 

有社会资本方与业主协商确定年度实施计划 

在2018-2020年按实施条件分片区推进 

公共停车场项目 

老旧居住（小）区停车项目 

路边停车项目 

智慧停车联网项目 
在2018年启动前工作，按实施条件分 
   年度有序推进 

为应对规划实施的不确定性，分类预留了相应项目包，
其实施计划和投资规模据实确定 



04 保障措施 

项目实施 

实施机制 配套文件 舆论宣传 

通过新闻媒体等公共媒介宣传，增
进社会公众对停车设施发展的认识。
通过政策发布等多种方式加大宣传
力度，营造良好的停车产业化发展
氛围 

《深圳市加强停车设施建设工作
实施意见》 
《深圳市机械式立体停车设施规
划建设运营管理实施细则》 
《深圳市机械式停车充电一体化
技术标准体系》 
《深圳市智慧停车云平台技术标
准体系》 

“一个顶层设计、一个规划项目
库、一个实施计划”，体系化推
动全市停车设施建设 



深圳市停车设施建设专项规划（2018-2020年） 

深圳市发改委2018年7月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