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选址不佳车位窄
新手司机不敢停

科教大厦停车场位于武昌洪山广
场核心区域，除了常规的地面停车位
外，停车场内有一座大型立体停车库。

17日11时许，记者现场看到，该
停车库共4层，可提供约300个停车
位。此时，车库一层停车位基本被停
满，二层停的车不多，三四层则空置。

“停车场所有车位收费都是每小
时6元，大部分车主都愿意选择地面车
位停车，立体停车库车位使用率不到
一半。”停车场管理人员告诉记者。

记者注意到，司机要想在立体停
车库停车，需驾车驶过一条长约50米、
带坡度的弯道。

“才拿驾照，车位本来就窄，还得
驾驶这样的坡道。技术还没练好，我真
不敢试。”在附近上班的市民王女士告
诉记者，她一般选择这里的地面停车
位，如果没找到地面停车位，就换一家
停车场停车。

建设标准偏低
“限停规定”拦住中大型车辆

江岸区怡和路公共停车楼负一层
除地面停车位外，还设有40多个立体
停车位。7月17日15时许，记者在停车
楼看到，负一层共有30多台车停放，但
无人选择立体停车位。

在此停车的齐先生说，立体停车
位看上去比正常车位窄，“有正常车位
可停，肯定不会选立体停车位”。

记者发现，包括怡和路公共停车楼
在内，很多立体停车库限定停放车辆车
长不超过5米，宽不超过1.85米，高不
超过1.55米，重量不超过2吨。记者检
索发现，如今，很多中大型轿车的车长
一般都在4.7米左右，车宽在2米左右。

记者驾驶的一辆长 4.67 米、宽
1.82米、高1.72米的越野车，因为车辆
超高，无法停入怡和路公共停车楼的
立体车位。

收益不足以覆盖成本
车库运营1个月就停摆

因为运营成本问题，汉阳区远洋
东方境8号地块新交付的一座公共立
体停车库，投入运营仅一个月就不得
不停摆。

“车库就在楼边，看得见却停不了，
闹心。”小区居民胡先生无奈地表示。

7月15日，记者在现场看到，该立

体停车库位于小区10栋和11栋之间。
车库有5层，公示牌上注明每小时收费
5元。记者看到，车库仅最下面一层停
了几辆车。停车场值班人员告诉记者，
立体停车库确实尚未启用。

“现在车库没有操作员，所以用不
了。”远洋东方境项目8号地块负责人
告诉记者，这座立体停车库由开发商
投资百余万元建成，可提供近70个车
位，面向社会开放。

他介绍，今年6月，该车库投入运
营了一段时间，但效果并不好。该负责
人表示，立体停车库需要专门的操作
人员及保养人员，每月各项支出万余
元。目前，来这里停车的人不多，收益
不足以覆盖成本，车库也只能被闲置。

车位尺寸大运维人员多
这些立体停车库受欢迎

莲溪寺立体停车库位于武昌区莲
溪寺路，周边有多个老旧小区。这座车
库有132个车位，开放半年多来，日常
使用率达七成，车主多是附近的居民。

7月19日10时许，记者看到，该停
车库为越野车和中大型轿车提供的专属
车位——停靠越野车的车位限长5.3米、
限宽2.1米、限高2米、限重2.5吨；停靠
中大型轿车的车位则限长5.3米、限宽2
米、限高1.55米、限重1.8吨。上述尺寸比
一般的立体停车库车位尺寸大出不少。

除了车位尺寸选择多，该停车场
的停车价格也很优惠。记者注意到，该
停车场公示收费价格为4元每小时，若
选择年租，价格最低为每月300元，还
额外赠送一个月的停车权益。相比之
下，距该停车场约200米处有一座地面

停车场，每小时收费5元，月租400元。
19日上午10时，记者在中山公园

北门停车场看到，前来停车的市民络
绎不绝，两层立体停车位大部分都已
停满了车。

据了解，该车库在工作日配有3名
工作人员引导停车。一到节假日的停
车高峰时段，则会安排7名工作人员。

中山公园管理处相关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这座立体停车库建于 2018
年，由第三方公司负责运营管理，面向
社会开放，以解决游客和附近市民停
车难问题。车库有车位139个，实行公
益性收费，每小时停车收费3元。“这里
很受市民欢迎，车位每天都供不应
求。”工作人员介绍。

对旧车库技改
以满足目前停车需求

“立体停车库优点明显，有助于缓
解城市停车压力。”中国城市公共交通
协会城市停车分会会长、湖北省停车
行业协会会长孙晓波介绍，据测算，一
个地面停车位需占用综合分摊面积约
30平方米（综合分摊面积是车位面积、
交通道路、出入口等公共建设面积分
摊之后的平均面积）。一座垂直升降的
立体停车库，一个停车位仅需综合分
摊面积1平方米。

孙晓波表示，武汉市二三十年前
就开始出现立体停车库。市民反映立
体停车库“不好停”，与部分车库选址
不合理有关，也与立体停车库设计标
准较低有关。

他告诉记者，随着社会发展，过去
立体停车库的设计标准对于新车型不

再适用。目前，常见的立体车位宽度在
2.1米到2.3米之间，而一些新车型车
身宽度就达2米。“目前，业内也在研究
制定新的标准。我个人认为，2.3米的车
位宽度才是合理的。”孙晓波说。

孙晓波表示，解决上述矛盾，车库
的管理方须对旧车库进行技改，更新
停车库的设施，更好地满足现在居民
的停车需求。技改须“一库一策”，根据
不同的情况进行针对性改造。比如，有
的车位电机功率不足，难以支撑大型
车辆起降，就要更换新的电机；有的车
位高度或宽度不够，要重新更换载车
板，调整设施间距。“目前，协会正联合
业内企业研究这一问题，推动具体方
案落地。”孙晓波说。

停车取车毫不费力
立体车库才能“活”起来

“一方面，立体停车库运营成本高，
需要提高使用率；另一方面，有需求的
市民往往不知道哪里有立体停车库。”
一位公共立体停车库的运营人员说。

据了解，武汉市正在借助大数据和
AI技术，打造武汉停车“一张网”——
武汉市智慧停车管理服务平台。武汉城
投停车场投资建设管理有限公司相关
负责人介绍，该平台以武汉停车APP为
基础，已研发完毕并上线运行。目前，各
相关单位正加快推进全市停车场的数
据接入工作，力争今年底完成3000个
公共停车场的数据接入。

该负责人表示，车主可通过武汉
停车APP查看全市所有联网停车场的
实况信息，还可为城市停车场规划、建
设、运营等提供科学决策依据。“依托
该平台，车位使用率不高的立体停车
场也有望‘活’起来。”

孙晓波认为，从长远上看，切实提
高立体停车库的使用率并降低运维成
本，还是要靠智慧化的管理。

武汉已出现不少智慧停车库。例
如，武汉光谷生物城公共停车场已实
现了人车分离式、无人驾驶式的自动
泊车——驾驶员只需按照车库语音提
示，将车停在库内一楼的感应平台上，
感应系统确认人车分离后，便会自动
平移、关门，升降电梯直接完成停车操
作。驾驶员司机使用“人脸存车”或“车
牌存车”模式，可在操作终端一键确认
存取车辆。

“只有让车主能够毫不费力地停
车、取车，立体停车库才能真正‘活’起
来。”孙晓波说。

记者史强 孙笑天 实习生刘姝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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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5日，张先生刚买不久的
中大型新能源轿车让他面子上有
些挂不住了——在汉口一座公共
立体停车库，由于车位较窄，他多
次尝试停车未果。见状，五六名热
心司机变身“驾校教练”上前一番
指导，他才勉强将车停进了车位。

张先生的遭遇并非个案。提
及公共立体停车库，多数人的第一
印象就是“不好停”。

近年来，为缓解“停车难”，不
少地方兴建了公共立体停车库。
连日来，记者走访发现，市内公共
立体停车库使用状况冷热不均：有
的车库运维精细，车位不够用；有
的车库少有车主问津，部分车库甚
至因运维跟不上直接被弃用。

车位窄新手司机不敢停 中大型车辆被限停

公共立体停车库“不好停”

◁莲溪寺立体停车场。 记者孙笑天 摄

△远洋东方境8号地块新建的立体停车库。
记者史强 摄

科教大厦停车场内，有一座大型立体机械停车库。 记者史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