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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背景篇 开封市中心城区停车场专项规划项目背景

河南省层面

 2022年6月，为规范城市智慧停车建设管理，提高城市停车设施智能化水平，改善城市停车环境，省住房

城乡建设厅组织编制《河南省城市智慧停车建设指南（试行）》。

2022年7月，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推动城市停车设施发展意见

的通知》（国办函〔2021〕46号），加快全省城市停车设施发展，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提出关于加快发展城市

停车设施的实施意见。

开封市层面

2019年，围绕开封市破解“出行难”工作部署和要求，开封市公安局专门制定下发交通秩序治“堵”实施

方案，确定了5个重点治乱区域和20个拥堵点、秩序乱点，联合规划、城管、交通、住建等部门，开展挂牌整治。  

2020年4月，经市委城乡规划委员会专题会议审查通过的《开封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试行）》明确

规定了停车场设计的基本原则和各类建筑机动车、非机动车停车配建标准。

2020年编制《开封市城市停车场及智慧停车建设规划（2020—2022年）》，旨在打造智慧停车体系，提高

停车场管理水平，优化停车位使用效率，提高市民停车体验。停车智能化是时代的要求。

时间 相关文件 发布单位

2022年 《“十四五”新型城镇化实施方案》 国家发改委

2021年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推动城市停车

设施发展意见的通知》
国务院办公厅

2021年 《关于近期推动城市停车设施发展重点工作的通知》 国家发改委

2019年 《关于加强和改进城市停车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 公安部办公厅、住建部办公厅

国家、省、市已逐步重视并积极行动
国家层面



01 背景篇 开封市中心城区停车场专项规划项目背景

项目背景分析

开封市汽车拥有量逐年猛增，停车问题变得日益严重和迫切

开封市中心城区（2011-2020年）期间：

• 小汽车保有量从4.8万辆猛增至27.5万辆；

• 公共停车泊位从0.3万个增加至约5万个，但存在停车分布不均衡，设置不

合理等问题，尚不能满足公共停车需求。

停车问题制约开封旅游环境的提升与改善

• 开封为首批国家文化和旅游消费示范城市，节假日旅游消费市场旺盛；

• 近年来自驾游逐渐兴起，节假日小汽车出行来汴旅客约4万辆，自驾目的

地多为开封古城，古城区公共停车位约1.2万个，高峰期难以满足需求；

• 无目的寻找车位是开封市中心城区停车难、停车乱的主要原因。

停车管理水平欠缺，难以满足开封智慧城市建设要求

• 停车管理手段落后，车位周转率低；

• 停车管理缺乏智慧引导，停车效率低，公共停车泊位使用满意度低。

• 路内违章停车现象严重，执法管理不严，影响道路通行。

开封市小汽车保有量及停车泊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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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背景篇 开封市中心城区停车场专项规划项目背景

编制依据

国家政策文件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

等部门关于推动城市停车设施发展意

见的通知》（国办函〔2021〕46号）

《公安部办公厅 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

厅关于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停车管理

工作的指导意见>的通知》（公交管

[2019]345号）

《住房城乡建设部 国土资源部关于进

一步完善城市停车场规划建设及用地

政策的通知》

《关于加强城市停车设施建设的指导

意见》（发改基础〔2015〕1788号）

。。。。。。

地方文件

《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

城市停车设施的实施意见》（豫政办

〔2022〕66号）

《关于加强城市停车设施建设管理的指

导意见（豫建城建[2020]131号）》

《河南省智慧停车建设指南（试行）》

《开封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

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

《开封市加快停车场建设总体工作方案》

《开封市城乡规划管理办法》

《开封市建设工程规划管理技术规定

（暂行）》

《开封宋都古城保护与修缮规划》

《宋都皇城文化旅游度假区规划》

。。。。。。

国家标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标准》

（GB/T51328—2018）

《城市停车规划规范》（GB/T51149-

2016）

《车库建筑设计规范》（ JGJ 100-

2015 ）

《城市道路路内停车泊位设置规范》

(GA/T850—2009)

《城市公共停车场工程项目建设标准》

（建标128-2010）

《机械式停车库工程技术规范》

（JGJ/T326-2014）

《城市停车设施规划导则》

。。。。。。



01 背景篇 开封市中心城区停车场专项规划规划范围、年限及规划对象

规划范围

规划范围：开封市中心城区

重点研究范围：开封市核心区，北至：连霍高速，

      南至：连天线（G310），东至：东平路，西至：十二大街

规划年限

近期：至2025年

远期：至2035年

规划对象

社会公共停车泊位

• 路内公共停车泊位：道路红线内、建筑前区范围内停车泊位

• 路外公共停车泊位

配建停车泊位

• 住宅停车位

• 体育场、医院、商场、办公等停车位

中心城区

连霍高速

连天线（G310）

东
平
路

十
二
大
街

图   例

中心城区边界

重点研究范围

核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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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现状问题篇 开封市中心城区停车场专项规划现状问题分析

停车难区域及原因分析

停车乱原因分析

①配建不足：建筑停车位实际配建水平远低于《开封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试

行）》最低配建标准的要求，历史欠账较多；

②建设形式不合理：立体化程度低，挖掘潜力大；

③路内停车免费，泊位周转率低：路内停车免费，难以调节停车需求，且居民长期

停放，泊位周转率低；

④配建停车位只售不租：新建居住小区配建停车位普遍实行“只售不租” 策略，

居民购买车位意愿低，配建停车场的空置率高。

停车难及路外公共停车场空置现象原因分析

①路内违章停车管理：违停较多；

②停车管理不到位：路内停车泊位管理单位不统一，停车位施划颜色、尺寸不一致，

位置不合理，乱停乱放严重；

③停车智慧化、信息化不足：停车资源及管理相对分散，尚未构建统一的城市停车

信息化智能化管理平台系统，未能实现停车位动态引导；部分区域排队等车位，部

分区域空置无人停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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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思路对策篇 开封市中心城区停车场专项规划总体策略

公共停车场建设成本极高，而小汽车购置门槛

不断下探

公共停车场建设规模越大，居民购置小汽车出

行意愿越大

公共停车场建设规模越大，单位车位周转效率

越低

通过大规模增加停车供给，来试图满足不加

限制的停车需求，这种方法不可持续！01
弹性停车场紧邻停车缺口源头，建设方式非常

弹性，建设方式多元，建设成本较低

刚性停车场是为净地，权属关系单一，办证手

续简单，投资方往往倾向建设该类停车场

但弹性停车场权属关系较为复杂，沟通难度大，

政府需主动作为，协调各方关系方能落实

老城区弹性停车场建设的沟通成本高、但

收效奇佳，政府应勇挑重担、攻坚克难！02
停车设施是布局规划强调供给密度和分布广

度，是为静态思维，而停车是动态过程

缓解停车难的核心在于重塑停车供给的时空

分布 ，存量挖潜为主、适度增加为辅。

而存量挖潜的关键在于智慧停车管理和配套

交通组织措施的落实，不智慧难缓堵

停车场规划不应只是布局规划，而应转

型为智慧化停车管理一揽子解决方案！03

01 双管齐下
既要增加停车供给，又要管控停车需求

积极作为
政府落实自身责任，牵头攻克弹性停车建设难题

02 03

本次规划调研总结了国内多个城市停车管理的现状和经验，停车难是城市治理的重大难题，想要解决停车难问

题，必须落实以下三条技术路径：

智慧缓堵
智慧停车管理是缓解停车难的核心



03 思路对策篇 开封市中心城区停车场专项规划总体策略

停车发展战略

古城区停车总量控制:  

   配建停车限量供给  +  公共停车适度补充 

                                            ——控制总停

车供给

可供开发停车资源总归有限，需求永远在增长，缓解城市停车“一位难求”的思路应为：

调整供给结构      控制停车规模      靶向精确新增       优效智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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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需求预测篇 开封市中心城区停车场专项规划停车需求分析

需求预测
2025年，开封市主城区公共停车位需求量为38636个；2035

年，开封市主城区公共停车位需求量为54581个。

规划2035年停车需求总量分布规划2025年停车需求总量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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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外公共停车场

路内道牙上
公共停车场

路内道牙下
公共停车场

项目配建
停车位规划

旅游景区
停车设施规划

本地居民

外来游客



05 规划方案篇 开封市中心城区停车场专项规划路外公共停车场规划

1、路外公共停车场——总体布局

2035年，在中心区范围内共规划132处停车场，合计

29396个停车位。

核心区共规划113处停车场，合计23506个停车位

外围区共规划19处停车场，合计5890个停车位

核心区范围内：建设开发基本完善，新用地发展空间

有限，控规已基本全覆盖，总体规划难以调整独立占

地的刚性停车场用地，研判本规划点位：符合国规、

具有需求、建设难度小！

本次规划与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关系

核心区范围外：大多为新建、未建区域，国土空间规划可能会做调整，但本规划严格控制布局规模，且点位均结合上轮停

车专项规划及控规，研判本规划点位：具有需求，精准布局，国规已保留！

本次规划已向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团队提交成果，双方建立了动态沟通机制，做好多规合一。



新编号 位置 现状用地性质 规划用地性质 规划停车位 建设类型
停车场类

型

1 鼓楼商城鹁搁市街东侧 空地 停车场用地 247 地面及地下立体停车场 刚性

2 火车站停车场 站前广场 交通场站用地 1020 地下 刚性

3 化工路新宋路西北角 住宅 停车场用地 70 地面 刚性

4 工农路与新宋路东北角 住宅 交通场站用地 200 地面 刚性

5 五福东路与医院前街东南角 棚户区 停车场用地 120 地面 刚性

6 广宇新城南黄河大街西 村庄 停车场用地 120 地面 刚性

7 华夏大道与丰收街西南 村庄 停车场用地 200 地面 刚性

8 育新街与黄河大街东北 住宅 停车场用地 50 地面 刚性

9 开元广场 停车场 停车场用地 463 地面及地下 刚性

10 五大街与安顺路西南角 空地 停车场用地 180 地面 刚性

11 六大街与安顺路东南角 空地 停车场用地 190 地面 刚性

12 轻轨运粮河站晋安西路与十五大街西南 空地 交通场站用地 170 地面 刚性

13 轻轨汴西站晋安西路与第十大街西南 空地 交通场站用地 220 地面 刚性

14 轻轨马家河站晋安西路第三大街西南 空地 交通场站用地 200 地面 刚性

15 环堤路学南路东南角 停车场 停车场用地 40 地面 刚性

16 环堤路学南路东南角南侧 停车场 停车场用地 40 地面 刚性

17 学西路学南路东南角 停车场 停车场用地 60 地面 刚性

18 学西路学南路东南角南侧 空地 停车场用地 30 地面 刚性

19 西关北街与复兴大道东南角 村庄 停车场用地 80 地面 刚性

20 陇海四路五大街东南角 农田 停车场用地 100 地面 刚性

21 陇海五路与七大街西南 农田 停车场用地 120 地面 刚性

22 龙亭北路与文昌后街西南 办公用地 停车场用地 80 地面 刚性

23 一大街（汉兴南） 停车场 停车场用地 97 地面 刚性

24 陇海三路五大街西北角 农田 停车场用地 100 地面 刚性

25 机场西路南苑大街东北 仓库及村庄 停车场用地 420 地面 刚性

26 东陈庄路涧水河东北 停车场 停车场用地 90 地面 刚性

27 迎宾路东大厅门街南保定巷 拆迁空地 停车场用地 95 地面 刚性

28 创业街与融合大道东北 农田 停车场用地 120 地面 刚性

29 东平路新曹路西南角 村庄及空地 交通场站用地 500 地面 刚性

30 育英路与长乐街西北角 农田 停车场用地 60 地面 刚性

31 一大街（汉兴北） 停车场 停车场用地 97 地面 刚性

32 二十二大街东京大道交叉口西南角 农田 停车场用地 680 地面 刚性

33 郑开大道(二十大街-二十一大街)南侧地块 空地 交通场站用地 150 地面 刚性

34 夷山大街天成双语学校西侧地块 空地 停车场用地 80 地面 刚性

35 学西路环堤路东北角 空地 停车场用地 55 地面 刚性

36 延庆街开封府南侧 广场 停车场用地 55 地面 刚性

37 五福北路营房街西北角 棚户区 停车场用地 120 地面 刚性

38 魏都路演武厅南街西北角 棚户区 停车场用地 440 地面 刚性

39 公园路东文庄街北地块 棚户区 停车场用地 160 地面 刚性

40 新华东街洪学街东北角 棚户区 停车场用地 140 地面 刚性

41 惠家胡同西侧规划水系南 老旧小区 停车场用地 50 地面 刚性

42 鼓楼街三眼井街东北角 棚户区 停车场用地 25 地面 刚性

43 鹁鸽市街复兴北街西北 停车场 停车场用地 20 地面 刚性

44 延寿寺街规划路东北角 棚户区 停车场用地 75 地面 刚性

45 延寿寺街文华街东北角 老旧小区 停车场用地 55 地面 刚性

46 内环路铁塔四街东北角 部分房屋 停车场用地 235 地面 刚性

47 龙亭北门 停车场 停车场用地 120 地面 刚性

48 广济路万兴苑东路东北 老旧小区 停车场用地 75 地面 刚性

49 繁塔北街花园街西北角 空地 停车场用地 355 地面 刚性

50 药厂路南侧规划路与药厂东路西侧规划路
西北角

厂区 停车场用地 100 地面 刚性

新编号 位置 现状用地性质 规划用地性质 规划停车位 建设类型 停车场类型

51 铁南新街与东大路东北角 空地 停车场用地 80 地面 刚性

52 铁南新街与丰收街西北角 棚户区 停车场用地 95 地面 刚性

53 铁南新街与杨寺庄街东北角 棚户区 停车场用地 160 地面 刚性

54 铁南新街与夷山大街西北角 厂区 停车场用地 60 地面 刚性

55 华夏大道与金明大道西北角 空地 停车场用地 580 地面 刚性

56 金明大道与余良路东南角 广场停车场 停车场用地 740 地面 刚性

57 陇海七路与二十大街西北角 农田 停车场用地 115 地面 刚性

58 内环路穆家桥街西北 棚户区 停车场用地 55 地面 刚性

59 迎宾路大纸坊街东北角 老旧小区 停车场用地 220 地面 刚性

60 包公祠大门西侧 棚户区 停车场用地 60 地面 刚性

61 包公湖南路西坡北街东南角 老旧小区 停车场用地 55 地面 刚性

62 十三大街陇海九路东南 农田 停车场用地 110 地面 刚性

63 二十一大街陇海七路东南 空地 停车场用地 85 地面 刚性

64 东京大道西关北街东南角(环城公园) 广场 停车场用地 400 地面 刚性

65 北亭北路天波杨府北侧地块 公交场站 停车场用地 60 地面 刚性

66 法院街内顺城路东北地块 拆迁空地 公园绿地 250 地面及地下 半刚性

67 金明大道与万胜路东北角 绿地 教育用地 250 地面及地下 半刚性

68 新区党校北侧安顺路南侧 空地 商业 144 地面 半刚性

69 铁塔公园入口 公园广场 广场 250 地面机械式 半刚性

70 金明广场 广场绿地 广场及绿地 500 地下 半刚性

71 相国寺对面自由路南侧 停车场 绿地及商业 54 地面 半刚性

72 张钫古宅南侧曹门大街路北 停车场 商业 80 地面 半刚性

73 万岁山南门西侧 停车场 绿地 89 地面 半刚性

74 连霍高速下站口东侧地块 停车场 商业及广场 664 地面 半刚性

75 东京大道与开柳路西南 停车场 公园绿地 200 地面林荫 半刚性

76 大纸坊街延庆观南侧 商住用地 广场用地 80 地面 半刚性

77 龙亭北路与体育场东路东南角 商业用地 公园绿地 100 地面 半刚性

78 文昌后街与龙亭北路东北体育馆 体育场 体育用地 80 立体 半刚性

79 科教大道与中学路西南 公园 体育用地 90 地面 半刚性

80 县府北街与纬一路西南 村庄 公园绿地 150 地面 半刚性

81 世纪大道与李太路东南 汽修厂 公园绿地 160 地面 半刚性

82 经四路与纬三路东南 公园 公园绿地 180 地面 半刚性

83 文化路与王白路西北 绿地 公园绿地 100 地面 半刚性

84 晋安桥北 绿地 公园绿地 194 地面 半刚性

85 中意湖绿地西 停车场 公园绿地 58 地面 半刚性

86 中意湖绿地北 停车场 公园绿地 100 地面 半刚性

87 环堤路北头 停车场 公园绿地 80 地面 半刚性

88 阳光湖片区 拆迁空地 公园绿地 100 地面 半刚性

89 附一大街与一大街东南 绿地 公园绿地 174 地下 半刚性

90 郑开大道与环堤路西南角 绿地 公园绿地 200 地下 半刚性

91 晋安桥南 绿地 公园绿地 120 地面 半刚性

92 三大街郑开大道东北 公园 公园绿地 80 地面 半刚性

93 西关北街利汴河西北角 废弃学校 公园绿地 142 地面 半刚性

94 十四中南侧加油站以北 断头路 广场用地 90 地面 半刚性

95 包公祠停车场 空地等 文化及广场 49 地面 半刚性

96 清明上河园东门停车场 公园广场 广场用地 260 地面及地下 半刚性

97 清明上河园三期停车场 公园绿地 公园绿地 2000 地下 半刚性

98 开封府二期停车场 拆迁空地 商业公园 800 地面及地下 半刚性

99 徐府街中山路东北角 临时停车场 混合用地 350 地面及地下 弹性

100 相国寺客运站中山路东侧 空地 商业住宅 26 地面 弹性

新编号 位置 现状用地性质 规划用地性质 规划停车位 建设类型 停车场类型

101 解放路财富大酒店解放路自由路东北 空地 商业 83 地面 弹性

102 二十二大街与十六号路东北 停车场 商业用地 280 地面 弹性

103 顺河坊穆家桥街与清平南北街西北角 空地 文物古迹用地 30 地面 弹性

104 二十二大街与四号路东南 空地 商业 200 地面 弹性

105 西环路大梁路东南银地商务 商业用地 商业用地 12 地面 弹性

106 寺后街振河商城内 商业用地 商业用地 20 地面 弹性

107 龙亭北路体育场体校院内 体育场用地 体育场用地 93 地面 弹性

108 汉兴路夷山大街西北角文化广场 商业用地 文化用地 120 地面 弹性

109 鼓楼街鹁鸽市街东南莫泰酒店 商业用地 商业用地 20 地面 弹性

110 东大街南京巷东北口腔医院 医疗用地 医疗用地 20 地面 弹性

111 建设路重工路东北中医骨伤医院 医疗用地 医疗用地 29 地面 弹性

112 徐府街书店街西南鼓楼新天地院内 商业用地 商业用地 50 地面 弹性

113 解放路曹门大街东南中医院南院 医疗用地 医疗用地 30 地面 弹性

114 晋安路黄河大街东南柒柒酒店 商业用地 商业用地 40 地面 弹性

115 十八大街宋城路西北银基水世界 停车场 居住用地 1100 地面 弹性

116 十八大街郑开大道东南银基O秀 停车场 商业用地 900 地面 弹性

117 一大街郑开大道西南万达地下 商业用地 商业用地 2000 地下 弹性

118 电视台南路黄河大街西北星光天地地下 商业用地 商业用地 580 地下 弹性

119 文昌后街与内顺城路东南角 拆迁空地 居住用地 196 地面 弹性

120 万兴苑路与涧水河交叉处东北角 拆迁空地 居住用地 475 地面 弹性

121 双龙巷地块 拆迁空地等 居住商业教育 850 地面及地下 弹性

122 汴京路南侧人民医院对面 老旧小区院落 绿地及中小学 80 地面 弹性

123 迎宾路与省府西街西北 拆迁空地 居住 400 地面 弹性

124 和平街西侧万象城 商业用地 商业用地 280 地下 弹性

125 十四中南侧加油站以北 停车场 加油加气站 30 地面 弹性

126 樊楼停车场 商业用地 商业 70 地面 弹性

127 圣泰温泉宾馆 商业用地 商业 84 地面 弹性

128 淮河医院北院 医疗用地 医疗用地 296 地面 弹性

129 万博商业广场 商业用地 商业用地 500 地下 弹性

130 儿童医院北侧停车场 空地 商业用地 400 地面 弹性

131 河大一附院南北院 医疗用地 医疗用地 400 地面 弹性

132 相国寺大市场南 广场用地 广场商业 40 地面 弹性

133 文化艺术职业学院 教育用地 教育用地 200 地面 临时

134 警察学校 教育用地 教育用地 800 地面 临时

135 党校 教育用地 教育用地 100 地面 临时

136 大兴社区停车场 停车场 商业住宅 2000 地面 临时

137 宝珠寺停车场 空地 商业用地 100 地面 临时

138 文庙停车场 空地 商业文化 200 地面 临时

139 白衣阁西侧停车场 空地 居住用地 40 地面 临时

140 开封市五中 教育用地 教育用地 30 地面 临时

141 鼓楼信访局 机关单位 机关用地 30 地面 临时

142 开封宾馆 酒店 商业用地 120 地面 临时

143 包公祠景区开封市三十三中 教育用地 教育用地 40 地面 临时

144 金耀门外西关北街绿地 公园绿地 公园绿地 200 地面 临时

145 金耀门外南侧市民广场 广场用地 广场用地 100 地面 临时

146 安远门外东北侧绿地 公园绿地 公园绿地 200 地面 临时

147 龙亭区政府 机关单位 机关用地 150 地面 临时

148 东京大饭店 商业用地 商业用地 400 地面 临时

149 西关北街东京大道西南角 空地 居住用地 100 地面 临时

　 合计 　 　 34206 　 　



05 规划方案篇 开封市中心城区停车场专项规划路内车位优化

规模：中心城区内分期共改造口袋停车场76处，共计4786个车位，深度释放挖掘现有土地的停车潜能，实现停车资源共享。

管理：按照统一的智慧化标准改造，改造完成一个接入总系统平台一个，全市统一运营管理维护、产权方按约定分享收益

2、路内道牙上公共停车场规划思路（口袋停车场挖潜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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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路内道牙下公共停车位规划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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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路内道牙下停车设施规划

取消

优化调整

保留

1、主次干路上，距离交叉口停止线50m范围内的停车位取消；

2、支路上，距离停止线20m范围内的停车位取消；

3、交叉口内影响行车安全视距的停车位取消；

4、距离公交车站30m范围内的停车位取消；

5、交通拥堵较为严重的路段停车位取消。

1、将紧邻中小学道路的停车位调整为接送学生限时段停车位；

2、对于人口密集的小区周边考虑将停车位调整为夜间限时段停车位。

1、保留停车需求较大，设置符合规范的停车位；

2、核心区外道路运行状况较好，路内停车对道路影响较小的，近期暂不予以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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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期取消主干路上的路内停车位，路内停车规划

具有弹性和滚动性，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随着城

市建设的发展，道路网功能的调整、路外停车场

的建成使用、交通组织的变化，路内停车布局根

据道路布局原则也会作适当的调整。

远期规划核心区路内停车再取消7318个至20976

个，以使得中心城区路内停车泊位占比不超过停

车总量的5%。
道路
类别

道路宽度
(不包括人行道)

占用机动
车道要求

占用非机动车道要求 停车状况

主干路 —— 禁止停车
原则上不建议，如需设
置，应保证非机动车行
驶宽度不小于2.5m

次干路
W≥14m V/C＜0.8 V/C＜0.7 允许双侧停

车

14m＞W≥8m V/C＜0.8 V/C＜0.7 允许单侧停车
W＜8m V/C＜0.8 V/C＜0.7 禁止停车

支路

双
向
道
路

W≥14m V/C＜0.8 V/C＜0.7 允许双侧停车
14m＞W≥8m V/C＜0.8 V/C＜0.7 允许单侧停车

W＜8m V/C＜0.8 V/C＜0.7 禁止停车

单
行
道
路

W≥8m V/C＜0.8 V/C＜0.7 允许单侧停车
W＜8m V/C＜0.8 V/C＜0.7 禁止停车

W≥9m —— —— 允许双侧停车

巷道

9m＞W≥6m —— —— 允许单侧停车

W＜6m —— —— 禁止停车

14m＞W≥8m V/C＜0.8 V/C＜0.7 允许单侧停车

2035年路内停车设施整体布局图

3、路内道牙下停车设施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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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新建项目配建停车优化策略

项目配建停车位

确立主体性：确立配建停车在泊位供给体系中的主体定位，标准取值要细化、要精确

分区差异性：根据城市不同区域的土地利用、交通特性和建筑密度差异，提出区域差别化的配建指标值

管理要弹性：促进配建停车场使用将变得开放、公共化，远期配建停车场在一定程度上具备公共停车场的功能

1. 细化住宅配建标准 2. 提高幼儿园及小学配建标准

建筑物性质分类
计算

单位

现行标准

机动车配建最低指标

住

宅

商品住宅

车位/户
1.0

安置住房

政策性保障房 0.5

建筑类型 配建标准

商品房

套型建筑面积≤60m2

车位/户

0.6

60m2＜套型建筑面积≤90m2 0.9

90m2＜套型建筑面积≤130m2 1.0

130m2＜套型建筑面积≤150m2 1.2

150m2＜套型建筑面积≤180m2 1.5

套型建筑面积＞180m2 2.0

原
指
标

推
荐
指
标

开放化

智能化

共
享
化

公
共
化

3. 制定合理的管理方式

促进配建停车场使用将变得开

放、公共和高效化，远期配建停车场

在一定程度上具备公共停车场的功能。

  原指标  推荐指标

3.
0

4.
0

小学周边停车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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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停车配建标准优化

项目配建停车位

① 住宅

 按照套型建筑面积，将现行3级配建指标丰富为7级。

②  办公

 将行政办公分按“省级以上及涉外”和“市区级及以下”进行分类。

③  学校

在学校分类中，新增“寄宿制中学”的类别。

①  调高

将农贸市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博物馆、图书馆及科技馆、幼

儿园及中小学等的公建的配建指标适当调高。

指标调整

增加分类

建筑类型 计算单位 配建标准

住宅
商品房

套型建筑面积≤60m2 车位/户 0.6

60m2＜套型建筑面积≤90m2 车位/户 0.9

90m2＜套型建筑面积≤130m2 车位/户 1.0

130m2＜套型建筑面积≤150m2 车位/户 1.2

150m2＜套型建筑面积≤180m2 车位/户 1.5

套型建筑面积＞180m2 车位/户 2.0

政策性保障住房 车位/户 0.5

办公建筑
行政办公

省级以上及涉外 车位/百平米建筑面积 2.0

市区级及以下 车位/百平米建筑面积 1.5

商务办公 车位/百平米建筑面积 1.5

科研、设计、研发办公 车位/百平米建筑面积 1.5

商业建筑

宾馆、旅馆 车位/客房 0.8

餐饮 车位/百平米建筑面积 3.0

娱乐服务 车位/百平米建筑面积 3.0

商场 车位/百平米建筑面积 1.0

居住区配套商业设施 车位/百平米建筑面积 1.0

大型超市、仓储式超市 车位/百平米建筑面积 1.5

批发市场、综合市场 车位/百平米建筑面积 1.0

农贸市场 车位/百平米建筑面积 1.0

医院
综合医院、专科医院 车位/百平米建筑面积 1.5

传染病医院、精神病医院 车位/百平米建筑面积 0.8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车位/百平米建筑面积 0.7

文体公共设施

展览馆 车位/百平米建筑面积 1.0

博物馆、图书馆及科技馆 车位/百平米建筑面积 0.8

会议中心、剧院、音乐厅、电影院 车位/百座位 7.0

体育场馆 车位/百座位 4.0

游览场所
主题公园 车位/公顷占地面积 10

城市公园、风景区 车位/公顷占地面积 3.0

交通枢纽
火车站 车位/100高峰乘客 1.5

长途客车站 车位/100高峰乘客 1.0

公交枢纽 车位/101高峰乘客 0.5

学校

幼儿园及中、小学 车位/百师生 4.0

中等专科学校 车位/百师生 4.0

寄宿制中学 车位/百师生 5.0

高等院校 车位/百师生 5.0

社会福利
老年公寓、养老院 车位/百平米建筑面积 0.4

社会救济 车位/百平米建筑面积 0.3

工业

普通工业厂房 车位/百平米建筑面积 0.2

创新型产业（标准化厂房） 车位/百平米建筑面积 0.5

物流仓储用房 车位/百平米建筑面积 0.2

配套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 车位/百平米建筑面积 1.0

       根据全国其他城市的先进经验，建议在开封市中心城区开

展交通影响评价工作，严格落实停车配建标准，并邀请规划、交警、

建筑等相关部门及专家进行评审，确保《开封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

规定（试行）》落到实处。

开展交通影响评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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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停车配建标准优化

项目配建停车位

充电桩配建标准

                      新建各类建筑充电基础设施配置标准

　　新建住宅小区：配建停车位应100%建设充电设施或预留建设

安装条件，其中不少于20%的车位应与住宅项目同步建成充电设施,

达到同步使用要求。现有住宅小区根据实际需求和场地建设条件逐步

建设,满足电动汽车推广应用的需要。对没有固定停车位的用户,鼓励通

过在住宅小区内配建一定比例的公用充电车位,制定有序轮流充电的制

度规范,建立充电车位分时共享机制,为用户充电创造条件。建设类型以

慢充为主。

　　大型公共建筑物配建停车场、社会公共停车场：建设充电设施或

预留建设安装条件的车位比例不低于20%。新建大于2万平方米的商

场、宾馆、医院、办公楼等大型公共建筑物配建停车场、社会公共停

车场建设充电设施或预留建设安装条件的车位比例不低于20%。建设

类型以快充为主、慢充为辅。

　　政府机关、公共机构和企事业单位：应结合单位电动汽车配备更

新计划以及职工购买使用电动汽车需求,利用内部停车场资源,规划建设

电动汽车专用停车位和充电设施。其中,具备条件的,建设比例不低于

20%。建设类型以快充为主、慢充为辅。

　　既有建筑：配建电动汽车充电停车位数量可参考相应新建建筑配

建指标的要求适当配建。

专用充电基础设施配置标准

类别 专用充电基础设施桩车比

公交车、公路客运 1:2

公务车 1:1

出租车 1:2

乘用车（私人） 1:1

专用车（含环卫、物流、邮政等） 1:2

注：专用充电基础设施车桩比=专用充电桩数量/对应车型数量

                               公用充电基础设施配置标准

公共充电桩：公共充电桩与电动汽车比例不小于1：12。

公共充电站：每2000辆电动汽车应至少配套建设一座公共充电站。

城际快充站：每个高速服务区都应配套建设城际快充站，满足4辆及以

上车辆充电需要的公共快充设施。国省干线可依托加油站和道路附近

休息场所，按照不超过最高限速行驶半小时配套建设城际快充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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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停车管理规划

项目配建停车位

停车管理措施

1 、近年来开封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内周边新建小区和相关配套逐步发展成熟，入住人口增加，组团内车流量增大，

但两侧路面被长时停车占据，甚至出现多排违停，导致示范区部分区域成为新生堵点。

2、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内新小区按相关标准严格建成地下车库，但小区地库车位购置费用高、部分开发商只售不租，

加上目前开封市路内停车泊位均免费，导致地下空置、地面堵车现象严重。

1、地库租售并行

建议出台相关法规，对地库空置严重的小区开发商进行引导，提高地下

车库使用率，推行租售并行措施，要求其自身诱发的停车问题不能传导

到道路空间；

周边居民可利用错峰特征，使用周边公共停车场或办公商业等共享停车

场，选择办理月卡，满足其长时静态停放和充电需求，通过价格杠杆倒

逼开发商租售并举。

2、明确公共停车场租售关系

建议政府和国有企业投资建设的公共停车场、社会投资的公共停车场

均须对社会开放；

社会投资建设的公共停车场允许整体转让，但转让前后均不得变更用

途或挪作他用；

特别是当前市场化被严重压制的面向居住区的停车收费制度，更应逐

步加大开放力度，形成市场化的收费制度，强化停车成本对小汽车发

展的调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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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景区空间分布

1

2

3

4

5
8

6 7
9 10 11 12 

13

16

1 包公湖景区 包公祠 开封府  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

龙亭湖风景区含清明上河园、龙亭公园、翰园碑林、天波杨府

开封城墙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万岁山·大宋武侠城  国家AAAA级中国魅力武侠主题景区

铁塔公园    名胜古迹公园

双龙巷    历史文化街区

张钫故宅   河南省文物保护单位

刘青霞故居

延庆观

山陕甘会馆

刘少奇在开封陈列馆

东大寺

鼓楼

大相国寺  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

禹王台公园  河南省文物保护单位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4

15

朱仙镇启封故园  国家文化生态旅游示范区16

古
城
区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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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景区停车供给现状

古城区停车现状：现状景区周边停车场共有24个，供给7951个泊位，其中，

古城区内停车位共7403个。

存在问题：① 节假日停车泊位严重不足；② 景区停车成本低，造成

道路停车超过承载能力，严重影响交通。

编号 停车场名称 车位数

1 万岁山南路时理和 89

2 铁塔公园院内 50

3 龙亭公园北门 100

4 清明上河园3处 2760

5 樊楼停车场 70

6 宝珠寺临时停车场 100

7 文庙停车场 200

8 大兴地块停车场 2000

9 张钫故宅南侧 80

10 刘青霞故居西侧 40

11 包公祠 49

12 相国寺对面院内 54

编号 停车场名称 车位数

13 原粮食五库林荫停车 200

14 万博商场地下 500

15 白衣阁西侧 40

16 文昌后街 196

17 徐府街北 150

18 万兴苑路 475

19 朱雀苑 60

20 翰园碑林北门 45

21 天波杨府北门 60

22 开封府门前 85

23 禹王台公园 48

24 启封故园 500

合计 7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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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停车需求预测

• 未来年旅游交通方式结构比例

• 开封市旅游停车泊位需求预测

• 开封市区各景点高峰日均接待游客人次需求预测（人次/天）

年份 2021 2025 2035

开封府 48884 58128 69753
龙亭湖风景区 77769 93004 104630

大宋武侠城 24442 34877 41852

铁塔公园 11110 14532 17438
朱仙镇启封故园 26664 40689 55802

大相国寺 2222 2906 3488

禹王台公园 15554 26157 31389

东大寺 2222 2906 3488
刘青霞故居 4444 5813 6975
山陕甘会馆 1778 2325 2790
张钫故宅 2444 3197 3836

延庆观 2222 2906 3488

刘少奇纪念馆 2444 3197 3836

合计 222198 290638 348765

规划年 2025 2035

停车泊位总数（个） 15430 21232

城北景区（清园、龙亭、武侠城等） 7715 10616

包公湖景区（开封府、相国寺等） 3857 5308

42%

12%

32%

14%

自驾车 旅游团大巴 公共交通 其他

2035年旅游出行方式

根据2020年以前，游客的出行方式，预估未来游客到达景区所采用的交通方式：

2025年旅游出行方式

38%

10%

28%

24%

自驾车 旅游团大巴 公共交通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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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停车规划策略

供
在旅游景点周边区域进行停车泊位挖潜，适度增加停车位供给，节假日高峰

期时，积极动员社会资源及各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具备条件的内部停车场，

向社会开放，缓解极端情况下的停车需求。

截
在外围设置旅游集散中心或“P+R”（停车加换乘）停车场，分层次截流外

来旅游车辆，通过加开临时公交，加密公交运营网络，推进共享交通体系建

设，有效提升运力，快速疏解疏导，做好旅游服务保障工作，鼓励游客转换

交通出行方式。

管
研究景区的主要通道及从景区向外的距离分层差异化停车收费标准，引入智

慧停车管理设施，提高停车泊位利用率；主要旅游通道在节假日采用分层交

通管制，通过网络、广播等方式做好宣传引导，缓解交通拥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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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停车设施规划理念

强化弹性供给，推进共享停车理念

树立共建共享理念，加强政府统筹，动员社会力量，在重大节假日期间

限时免费开放城区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内部停车场，缓解节假日期间城

区停车难问题。

重大节假日（元旦、春节、清明、五一、中秋、国庆），可免费开放景

区周边所有行政机关、事业单位（涉密单位除外）的内部停车场。

在道路醒目位置设置临时停车场标志、引导标识和临时停放说明，并安

排专人做好巡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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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停车设施规划理念

智慧管理措施

建立智慧化旅游交通引导平台

为外来及本地游客提供一站式旅游交通服务。即综合协调各部

门后，通过小程序或者APP为游客提供贴心和舒适的旅游路线

定制服务，结合实时交通状况引导游客由近及远的选择停车点

（近点景区停车场、中距公共停车场或商业停车场、远距旅游

服务中心或绿地广场等临时停车场）。

通过app免手续换乘公交车、出租车、共享单车等前往景区周

边的行李寄存点、童车租赁点、售票点、景区大门，并可以在

该APP中一次性结算景区门票、停车费、公交车/出租车或共

享单车使用费、行李寄存费、童车租赁费等。

智能引导平台建立后，将可以把旅游相关的如餐饮、购物、

住宿、娱乐、休闲等点与景区紧密结合起来，让旅游真正成

为带动相关产业的强劲动力，进一步促进开封市旅游产业的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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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停车设施规划理念

智慧管理措施

城市外围停车诱导

作为旅游城市，需要考虑从城市外围开始

引导外来游客进入各停车场，因此除景区

集中的内环区外，建议沿主干道将停车引

导系统延伸至高速下站口、城市出入口、

各枢纽站等。

参考了主要旅游路线后，建议在图示各道

路沿线设置景区停车泊位指示牌标示沿线

景区周边剩余总泊位数。

近期计划在17处主干道交叉口、21处主次

干道交叉口设置诱导指示牌。

通过设置旅游公交专线或定制公交等方式，

引导乘客在近点停车场满负荷后外围停车

换乘。主要通过与景区旅游路线引导APP

等结合的方式，通过低价停车、免费换乘

等方式提高吸引力。



05 规划方案篇 开封市中心城区停车场专项规划旅游景区停车设施规划

旅游停车设施规划方案

旅游集散中心、P+R停车场规划

      在古城内外结合相关单位方案建立城区旅游集散中心或结

合轨道交通站点设置换乘中心，增设旅游公交线路，负责游客的

集散以及古城外围生态、旅游资源的连接和带动；同时对进入古

城及景区的交通进行截流等，缓解古城交通压力。

1

1 2

3

旅游集散中心

换乘中心

类型 编号 位置
现状用地

性质
规划用地
性质

规划停车
位数

建设类型 停车场类型

旅游集
散中心

1
连霍高速开封站下
站口东侧旅游集散

中心
停车场

广场及商
业

664 地面 半刚性

2
复兴北路开柳路东

北集散中心
村庄、酒店

及空地

留白用地
建议改为
文旅综合

600 地面或立体 半刚性

3
郑民高速金明大道

出入口
村庄及空地 商业用地 600 地面 半刚性

4
珠玑巷游客综合服

务中心
拆迁空地 商业用地 300 立体 半刚性

换乘
中心

1
二十二大街与十六
号路东北童世界

广场及停车
场

商业用地 280 地面 刚性

2
轻轨运粮河站晋安
西路与十五大街南

交通场站 交通场站 170 地面 刚性

3
轻轨汴西站晋安西
路与第十大街西南

空地 交通场站 220 地面 刚性

4
轻轨马家河站晋安
西路第三大街西南

空地 交通场站 200 地面 刚性

5 高铁北站 交通场站 交通场站 583 地下 刚性

6 轻轨宋城站 交通场站 交通场站 100/2000 地面/地下 刚性

合计 3717

2 3 4晋安西路

K2

高速出入口

轨道站点

3

5

6



05 规划方案篇 开封市中心城区停车场专项规划旅游景区停车设施规划

旅游停车设施规划方案

泊位挖潜，适度增供

泊位挖潜：对景区周边300米内充分挖掘，利用广场、商业、医院等配建停车位，采用共享停车方式为游客提供停车

位，部门协调挖潜6524个路外停车位。古城区景区周边路外停车位共14097个，口袋停车位460个；古城区外548个，

合计14645个。

古城区

编号 位置 停车位 备注
1 万博商业广场 500 现状已用
2 包公祠停车场 49 现状已用
3 文庙停车场 200 现状已用
4 宝珠寺停车场 100 现状已用
5 大兴社区停车场 2000 现状已用
6 龙亭公园北门 100 现状已用
7 樊楼停车场 70 现状已用
8 清明上河园三期停车场 2000 现状已用
9 清明上河园东门停车场 260 现状已用
10 相国寺对面自由路南侧 54 现状已用
11 徐府街中山路东北角 150 现状已用
12 张钫故宅南侧曹门大街路北 80 现状已用
13 万兴苑路与涧水河交叉处东北角 475 现状已用
14 万岁山南门西侧 89 现状已用
15 铁塔公园入口 50 现状已用
16 文昌后街与内顺城路东南角（水文站） 196 现状已用
17 清明上河园西南停车场 500 现状已用
18 白衣阁西侧停车场 40 现状已用
19 东京大道与开柳路西南粮食五库 200 现状已用

20 龙亭北路与文昌后街西南（风景园林
研究所）

50
部门协调

21 文昌后街与龙亭北路东北体育馆、体
育场

190
部门协调

22 龙亭北路体育场体校院内 93 部门协调
23 双龙巷地块 150 部门协调
24 徐府街书店街西南鼓楼新天地院内 50 部门协调
25 和平街西侧万象城 280 部门协调
26 寺后街振河商城内 44 部门协调
27 鼓楼商城鹁鸽市街东侧 247 部门协调
28 鼓楼街鹁鸽市街东南莫泰酒店 20 部门协调
29 相国寺客运站中山路东侧 26 部门协调
30 文化艺术职业学院 200 部门协调
31 河南警察学校开封校区 800 部门协调
32 中共开封市委党校 100 部门协调

33 万岁山配建停车场（新建） 800 部门协调
34 开封市五中 30 部门协调
35 鼓楼信访局 30 部门协调
36 开封宾馆 120 部门协调
37 包公祠景区开封市三十三中 40 部门协调
38 开封府停车场 800 部门协调
39 金耀门外西关北街绿地 200 部门协调
40 金耀门外南侧广场 100 部门协调
41 安远门外东北侧绿地 200 部门协调
42 龙亭区政府 150 部门协调
43 河大一附院南北院 400 部门协调
44 东京大饭店 400 部门协调
45 相国寺大市场南 40 部门协调
46 汴京饭店 116 部门协调
47 县后街南侧 50 部门协调
48 新玛特商场地下 86 部门协调
49 铂尔曼酒店 326 部门协调
50 孙李唐村东北角 100 部门协调
51 相国寺商场对面空地 150 部门协调
52 中山路西省委大院 136 部门协调
53 刘青霞故居西侧 40 口袋停车
54 大商新玛特门前 50 口袋停车
55 解放路银祥酒店东侧 30 口袋停车
56 开封府门前 85 口袋停车
57 翰园碑林北门 45 口袋停车
58 朱雀苑建行南侧 60 口袋停车
59 天波杨府北门 60 口袋停车
60 西司夜市东口 90 口袋停车
61 禹王台公园 48 古城区外
62 启封故园 500 古城区外

合计 14645



05 规划方案篇 开封市中心城区停车场专项规划近期建设规划

路外公共停车场——近期布局

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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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3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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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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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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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49

50

51

525354
5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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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2025年核心区共规划规划路外公共停车场25处，停车

泊位6467个，其中一期规划建设刚性、半刚性、弹性

停车场7处，增加泊位2622个。

2035年核心区内共规划路外公共停车场113处，共计

23506个泊位。

编号 位置 现状用地性质 规划用地性质
规划停
车位数

建设类型
停车场
类型

1 鼓楼商城鹁鸽市街东侧 空地 停车场用地 247
地面及地
下立体停

车场
刚性

2 火车站停车场 站前广场
交通场站用

地
1020 地下 刚性

3 六大街与安顺路东南角 空地 停车场用地 190 地面 刚性

4 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北侧
安顺路南侧

空地 绿地公园 144 地面 半刚性

5 徐府街中山路东北角 临时停车场 混合用地 350 地面及地
下

弹性

6 文昌后街与内顺城路东
南角

拆迁空地 居住用地 196 地面 弹性

7 万兴苑路与涧水河交叉
处东北角

拆迁空地 居住用地 475 地面 弹性

合计 2622 　 　

2035年核心区规划停车场

开封市核心区停车场一期建设明细表

2025年一期规划建设停车
场

5
8

59

1

3

7

5

2

4
6



05 规划方案篇 开封市中心城区停车场专项规划近期建设规划

路内道牙下停车设施规划—— 近期布局

类型 保留停车位 单侧停车位
限时段
停车位

取消停车位

停车位数
（个）

22938 982 4374 1776

小计
28294 1776

（个）

现状合计
（个）

30070 2025年路内停车设施整体布局图

通过调整核心区内路内停车泊位，以满足近期核心区停

车需求，核心区外路内停车需求不大，对道路影响较小，

近期暂不予以调整。

开封市核心区共有30070个路内停车泊位

近期（2025年）保留路内停车泊位28294个；

近期（2025年）取消路内泊位1776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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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智慧管理篇 开封市中心城区停车场专项规划智慧停车系统规划思路

ü 建设城市智慧停车管理平台

ü 面向全域停车资源联网接入

ü 实现停车信息互联互通

ü 通过智慧化手段盘活存量停车资源

三期建设内容（周边辐射）

（持续建设）

l 下辖各区县智慧停车项目建设

l 远期路外停车场规划建设

二期建设内容（市本级推广）

（2024-2025）

l 城市级智慧停车管理平台升级

l 核心区全域路内泊位智慧化改造

l 市本级全域停车资源联网接入

l 中期路外停车场规划建设

一期建设内容（搭建平台，试点

先行，滚动发展（2022-2023）

l 城市级智慧停车管理平台建设

l 路内泊位优化

l 路面停车诱导系统建设

l 运营调度指挥中心建设

l 近期路外停车场规划建设

l 充电桩配套建设



06 智慧管理篇 开封市中心城区停车场专项规划城市级智慧停车管理平台建设

平台建设框架

开封市智慧停车综合管理平台

新增公共资源

路内泊位

联网接入、智慧赋能

共享社会资源

公共停车场 规划新增车场

  物联感知体系： 高位视频 巡检车 ETC ...

一体化运营
管理系统

商家服务系
统

统一支付管
理系统

静态交通大
数据系统

便民服务系
统 ...

数
据
融
合

C端便民应用 B端运营赋能 G端协同调度

运
营
赋
能

智能道闸

第三方停车场

数据
融合

运
营
赋
能

数据
融合

搭建面向开封需求的现代化的智慧停车综合管理平台，将全市新增和现有公共停车资源全部接入，将社会停车资源按统一标准改造

后逐步接入。实现全市停车资源统一建设、统一管理、统一应用。



06 智慧管理篇 开封市中心城区停车场专项规划

统一支付管理系统之停车收费标准
建议修改完善《开封市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办法》。

收费标准调整建议遵循以下原则：

1. 要推行分区差异化收费

路内泊位＞路外泊位，高峰期＞平峰期；一类区＞二类区＞ 三类

区，重点拥堵区＞非拥堵区

2. 要推行按时间动态浮动收费

短时临停免费、长时停放按小时累加计费；夜间停放免费、拥堵

高峰期停放较高收费

3. 收费政策要分阶段推行

小步快走，逐步推广，民生为主、兼顾收益

停车运营管理系统

图   例

一类区

二类区

三类区

一类区
二类区

三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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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规划保障篇 开封市中心城区停车场专项规划管理保障

强化管理、政策引导——停车产业化

由规划、建设、公安交警、城管、文广旅等部门负责人组成

由政府投资建设资金、停车收费等构成停车产业专项基金



07 规划保障篇 开封市中心城区停车场专项规划部门联动

部门联动，规划保障

时间 工作任务 内容类别 负责部门

2022年-2023年

完善并实施停车收费政策 发展政策 市发改委、市公安局、市城管局、市交通运输局、市财政局

研究和制定停车产业化政策，鼓励社会资本投资 发展政策
市发改委、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文广旅局、市城管局、市住建
局、市财政局

落实规划方案，逐步推进公共停车场建设 设施建设 市住建局、市公安局、市城管局、市文广旅局

优化路内泊位，严管车辆违停与商铺占用车位现象 城市管理 市公安局、市城管局、市住建局

2023年-2024年

要求相关建设项目恢复已挪用配建空间 城市管理 市住建局、市城管局

增加公交发车密度和线路，提升公交吸引力 公交管理 市交通运输局

停车智慧建设，构建停车智慧管理平台 城市管理 市公安局、市城管局、市住建局

实施停车产业化政策，引进社会资本 发展政策 市发改委、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城管局、市住建局、市财政局

开展共享停车的研究和实施工作 发展政策 市发改委、市住建局、市城管局、市公安局

2024年-2025年

结合城市空间拓展，将优质医疗、教育资源逐步疏解至外部，
减少古城区停车需求

城市规划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住建局、市卫健委、市教育局等

以政府投资为主，推进停车场建设和改造 设施建设 市住建局、市财政局

修订停车收费标准，收费等级、收费区域 发展政策
市发改委、市公安局、市城管局、市交通运输局、市文广旅局、市
财政局

修订停车产业化政策，健全停车产业机制体制 发展政策
市发改委、市公安局、市城管局、市交通运输局、市财政局、市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

重点工作：建议尽快推动出台停车场建设管理相关地方法规，研究修订“开封市城市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办法”。

                 法规条款要广泛征求意见，寻求公众支持，办法的实施要分期、分阶段逐步推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