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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讯 记者张闻，通讯员杨
小阳、陆国韬报道：11 月 16 日，佛山
海关公布统计数据，今年前 10 月，佛
山市外贸进出口总值5608.8 亿元人民
币，比上年同期（下同）增长 7.4%，占
同期广东省外贸总值的 8.2%。其中，
出口 4710.6 亿元，增长 9.6%。单 10
月，佛山市外贸进出口总值 542.5 亿
元人民币，增长 17.1%，其中，出口
455.4亿元，增长22.3%。

民营企业进出口一枝独秀。前

10 月，佛山市民营企业进出口 4046.7
亿元，增长 13.5%，占同期佛山市外贸
进出口总值的 72.2%；外商投资企业
进出口 1545.3 亿元，占 27.6%；国有企
业进出口13.8亿元，占0.2%。

对东盟进出口快速增长。前 10
月，佛山市对东盟进出口1171.9 亿元，
增长 29.4%，较前三季度提高 4.5 个百
分点；对美国进出口 864.2 亿元，增长
1.8%；对欧盟进出口 732.2 亿元，增长
5.2%；对南非进出口 211.6 亿元，增长

16.8%。同期，对“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 、RCEP 成 员 国 进 出 口 分 别 增 长
19.7%、18%。

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增势良好。
前 10 月，佛山市出口机电产品 2391.5
亿元，增长 1.6%，占同期佛山市出口
总值的 50.8%。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
1265.7 亿元，增长 17.2%，占 26.9%，其
中鞋靴、箱包、纺织服装、塑料制品出
口 分 别 增 长 50% 、36.9% 、36.1% 、
11%。

前10月佛山外贸进出口总值5608.8亿元

在解决办法上，《报告》开出“药方”，应坚持一
张蓝图绘到底，在增加停车位供给上把握尺度，多
管齐下调控停车需求，多措并举引导停车产业良
性发展，为短、中、长期解决停车问题提供良方。

《报告》建议，要推动中心城区停车策略从“需
求满足”向“需求管理”转变。树立停车问题作为
次要矛盾的理念，走出简单增加停车泊位应对停
车问题的老路。其中，要强化建设公交都市的导
向，加大对公共交通的资金投入，促进多种公共交
通体系无缝衔接，真正实现“公交优质”和“公交优
先”；要改变简单满足停车需求的思路。开展中心
城区配建泊位标准的高限研究，并用市场化方式
解决问题。“停车泊位不属于公共产品，建议以市
场化定价为导向，扩大市场调节停车收费的弹性
空间，以促进停车产业可持续发展。”

《报告》也提出，要因地制宜、适度供给，保持
中心城区停车泊位“紧平衡”。中心城区停车配
建标准，应遵循“适度满足基本车位，从紧控制出
行车位”的原则，基本车位（一般指居住类）按照
适度满足现状及未来车辆增长的思维制定标准，
优先、基本保障市民回家有位置停车；出行车位
（商业、办公等）则按照从紧控制小汽车出勤需求
的思路制定标准。此外，要注重临时措施和长期
措施相结合，采取分类、错峰施划路内停车位的
做法，在住宅区特别是老旧小区设立专用颜色标
识，供机动车在夜间规定时段停放，白天则还路
于民。《报告》也建议加快停车位配套政策落地，
包括因地制宜在建筑退让空间设置停车泊位，利
用闲置用地增设立体机械车库等。

《报告》也建议发挥佛山的多中心组团式城
市空间优势，让停车空间需求在全市域范围内形
成“大分散”布局，避免过度集中在中心城区；加
快建立同疫情防控相适应的公交车运行监测调
整机制，推进地铁工程建设，完善公共交通换乘
系统和中心城区内非机动车道系统等举措。此
外，要用好价格杠杆调节手段，提高执法严管力
度，进一步消除执法“盲区”“模糊区”，重拳治理
停车秩序。

值得一提的是，《报告》专门提出国资牵头、智
慧先行，推动中心城区停车产业优先发展。逐步
对全市路内停车泊位资源实行统一的国资经营管
理模式，用经营收益反哺数据平台及立体车库投
资建设。采取“肥瘦搭配”利益平衡方式，用好路
内停车泊位的收益，联动支持国资投资建设运营
的路外停车场（库）。同时，要支持停车产业发展，
创新金融政策支持等。

本次调研组在中心城区选取“一节点两片
区”（“一节点”指市第一人民医院，“两片区”指
禅城片区和桂城片区，禅城片区是汾江路以东、
人民西路以南、普君北路以西、同济路以北区
域，桂城片区是南海大道以东、佛平路以南、桂
澜路以西、南新一路以北区域）开展实地调研，
为进一步分析中心城区停车问题成因和明确解
决思路奠定基础。

通过实地调查，调研组对“一节点两片
区”停车特征分析发现，根据普查数据，本次
调研范围（禅城区与南海区桂城街道）停车泊
位共有 79.7 万个，而在该区域登记的汽车总
量为 79.3 万辆，停车泊位与汽车保有量之比，
已逐步接近预期目标。然而，部分时间段的
停车难问题较突出。节假日期间，禅城区核
心区的商业区域停车位紧张，路外停车位使
用率普遍在 80%以上，周转率大于 2.0；桂城
核心区，其商业区的路外停车场除了家天下
停车场外，其余商业区的路外停车场周转率
与使用率均较高。

调查发现，内街背巷的车辆违停现象普

遍，存在大量不规范停车空间。在工作时段，
商业区的违停车辆数在中午时间段达到较高
数量，中午至夜间违停车辆均保持在较高数
值；住宅区的违停车辆数在夜间达到最高值，
有的路段违停车数可达 45 辆；在节假日期
间，大部分区域违停车辆从日间到夜间逐渐
增加，到夜间达到最大值。违停车辆通常停
放在内街巷道的消防通道上，存在较大的安
全隐患。

在停车设施选择上，75.74%的市民表示
可以接受机械式停车位，但不会优先选择，只
有 9.97%的市民表示愿意优先使用机械式停
车位，约 15%的市民则表示不愿意使用，主要
原因是停车操作相对繁琐，且停车时间与取
车时间均相对较长。经现场调查，部分机械
式停车楼使用效率比较低，停车体验比较差，
明显影响此类停车设施的推广和使用。

此外，调研显示，中心城区约有六成的市
民，其停车后步行到目的地的距离在 200 米
以内。市民就医时对停车距离会更加敏感，
甚至不太愿意到邻近停车场停车。

佛山市政协深调研为缓解中心城区佛山市政协深调研为缓解中心城区停车难寻觅良方停车难寻觅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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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佛山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居民汽车保有量逐年增加，中

心城区停车难逐渐成为令佛山市民最头疼的问题。每年“两会”前

夕，“停车难”更是政协委员反映的热点。为此，佛山市政协专题调

研组正式就中心城区停车难问题展开调研，并于近日形成了《关于

加快推进缓解中心城区停车难问题专题调研报告》（以下简称《报

告》），《报告》建议，要系统考虑公交都市建设和应对停车问题之间

互动关系，通过强化建设公交都市的导向、用市场化方式解决问题

等方法，走出简单增加停车泊位应对停车问题的老路。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张闻 通讯员 陈勃冲

【对策】
从需求满足向需求管理转变
解决短、中、长期停车问题

在停车设施选择上，只有 9.97%的市民表示愿意优先使用机械式停车位 黄佩莹 摄

【现状】
总量基本满足要求
但部分时间段供不应求

解决停车问题要强化建设公交都市的导向解决停车问题要强化建设公交都市的导向

促进多种公共交通体系无缝衔接是缓解停车难的有效解决方案

在停车难的原因上，调研组分析调查结
果发现，五方面原因导致“停车难”问题长期
得不到有效缓解。其中，从需求端看，小汽车
的综合成本（拥有成本+使用成本）与人均收
入的比值逐年降低。此外，为拉动内需，国
家、地方持续拉动汽车消费，陆续出台了鼓励
汽车购置和消费等一系列政策，进一步降低
了市民购车成本，进而产生大量的停车需求。

从供给角度来看，目前，佛山市的停车
供需不平衡，主要源于 2010 年之前因建筑
物配建停车泊位不足所形成的历史欠账，
短时间难以弥补。上述区域往往是城市建
设高度成熟的地区，土地资源珍贵且价值
高，难以提供足够的公共停车场建设用地，
制约了停车设施的有效供给。

而从体制机制上看，佛山市虽然建立
了公共停车场建设管理领导小组，但在实

际运行过程中的横向、纵向的沟通协调、统
筹力度均不足，造成停车场建设管理工作
实际推进难度较大。

从资源利用角度来看，停车泊位的时
空分布不均衡影响其使用效率。夜间，商
场、写字楼等社会公共停车场基本空置，而
周边老旧小区车满为患；白天，医院、学校
周边停车泊位严重不足，而周边住宅小区
停车泊位则有大量闲置。此外，车辆停放
时间偏长周转率偏低。

而从管理角度来看，“执法”与“收费”的
弱化造成交通需求调控力度薄弱。部分区域
执法主体不清，也缺乏合理的路内外收费比
价关系，存在如路内泊位收费低于路外停车
场的“倒挂”现象，不符合中心区域高于其他
区域、路内高于路外、繁忙路段高于一般路
段、拥堵时段高于空闲时段的收费原则。

【病症】
需求供给存在矛盾
五大原因导致停车难

居民汽车保有量逐年增加，中心城区停车难逐渐成为佛山市民最头疼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