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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智慧停车管理平台建设方案研究

刘戌丹

南京智慧停车有限责任公司  江苏  南京  210000

【摘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收入的提高，车辆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已逐步普及，居民汽车数量的增长致

使停泊车位不足问题日益严重。由于缺乏管理，停车场的车辆经常出现乱停乱放现象，车主需要不断在主干道上寻

找空闲车位，很容易引起交通堵塞。日常车位管理单靠人工管理，耗时耗力，很可能由于监管疏忽而引发安全问题。

新时期科学技术的应用，有利于实现停车管理平台的智能化，通过互联网信息共享实现智能化管理，使停车管理方

式更加经济，智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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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智慧停车已经迎来了一轮大发展。国

家政策明确提出大力推动智慧停车系统等高新技术的应

用。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已有超过 200 家企业研发了各

种智慧停车 APP。然而诸多实践也表明，技术固然是化

解难题的手段，真正的推广却离不开“兼容”。如果企

业分头行动，城市内部数据彼此独立，用户不方便，城

市管理也难以升级，停车也就难以真正“智慧”，发展

智慧停车需要信息互联与共享。

根据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9 年第 35 号会议纪

要精神以及有关批示，南京市城建集团全额出资的南京

智慧停车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2 日注册成立，

负责整合全市资源，建立全市统一架构的智慧停车管理

平台，以前端设备智慧改造和平台智慧化运营为抓手，

减少“跑冒滴漏”，降低人力成本，提升车位周转率，

构建全市“路内、路外一张网”，缓解南京市目前“停

车难”、“交通堵”问题。

1 总体目标
充分运用“大智云物移”等技术，先行完成智慧停

车静态交通大数据平台建设，逐步推广共享平台、信用

平台，立足公共服务定位，有序整合全市停车场（位）、

设施等资源，制定平台统一接入标准，推进各类停车资

源有序开放、共享，实现“路内、路外一张网”。

一是存量有效盘活。基于路内路外一张网，在“宁

停车”APP 发布停车余位信息，动态诱导出行；平台支

持分时收费试点，通过价格杠杆，精准调配泊位，驱动

车位高效周转；基于一张网从时间空间两个维度分析停

车不均衡的区域，帮助各区推动小区融合管理，开发线

上错时共享平台，平衡职住车位供需，切实提高市民出

行的幸福感。

二是运营降本增效。基于停车运营管理数据，制定

分析指标，数据化生产与运营。对人的行为、设备的状

态、管理的效能都可以进行分析评估，异常预警。

三是打造智慧停车大数据中心 3D 交互系统，不仅

颗粒度可宏观可微观，还可以将多种数据融合分析。

四是探索、衍生智慧停车的行业应用，拉动城市数

字经济，促进静态交通产业。

2 建设方案
2.1 建设市级智慧停车管理平台

南京市智慧停车管理平台是南京市统一的政府停车

管理系统平台，将分步整合全市路内、路外停车信息，

按照“一个中心、两个领域、三个子平台、四个核心应

用功能、多种数据接入手段”的总体建设思路，统一规划、

分布实施，分步推进系统建设，逐步迭代完善系统功能。

（1）“一个中心”指南京市智慧停车大数据中心；

（2）“两个领域”指路内道路临时泊位、路外停

车场（库）；

（3）“三个子平台”包括南京市静态交通大数据

管理平台、南京市停车信用体系管理平台以及南京市停

车资源共享平台；

（4）“四个核心应用功能”包括可视化监管及决

策支持功能、各层级的运营管理功能、市民的客户端服

务功能以及停车场业主的服务功能；

（5）“多种数据接入手段”主要是指面对不同设

备厂家、路内路外停车场（位）的不同现状、存量增量

停车场的性质区分，采取灵活多样的数据采集手段和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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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实施道路临时停车泊位智能化改造

因地制宜、综合施策，做好道路临时停车泊位智能

化改造试点工作，深入研究各种智慧停车前端采集技术，

选择识别手段先进、施工难度适宜、投资成本可控、后

期维护便捷的技术手段在主城六区范围内全面实施。

2.3 开展路内、路外停车场（位）数据接入工作

南京市政府大力推进全市统一架构的智慧停车管理

平台建设，市政府相关会议多次明确要加快全市停车数

据路内路外一张网。今年 5 月，由市级多部门联合印发

的《进一步加强南京市城市公共停车设施建设的指导意

见（试行）》（宁交规范【2020】1 号）明确规定，“市

城建集团负责建设智慧停车管理平台，整合全市停车资

源，构建全市停车资源一张网。”，并要求全市停车设

施经营者必须将停车信息与智慧停车管理平台实时对

接。

3 目前成效
3.1 平台开发

3.1.1 路内版块

南京智慧停车管理平台于一期工程已于 2019 年 11

月 28 日在主城区上线，为市、区、街三级城管部门提

供完善的停车业务管理、停车运营分析、泊位资源管理、

人员管理、停车行业监管等服务，目前服务范围覆盖主

城六区道路临时泊位近 4 万个，为 1000 多名收费员、

200 多名管理人员以及市民停车提供服务，同时集团正

加快与郊园区的数据对接工作，年内实现南京市道路临

时泊位数据一张网。

3.1.2 路外板块

目前智慧停车管理平台已经具备一套完整的面向停

车场管理运营的系统，并完成与部分第三方系统的联通，

实现了对停车场的监管服务能力。通过后继的系统建设，

平台将具备与停车场的数据深度联动的能力，可以为停

车场的管理单位提供标准的管理过程、全面的经营监控，

提升停车场的管理水平、营业收入、资源利用等多方面

的能力，打造标准化的停车场经营管理体系。

3.1.3 “宁停车”客户端

“宁停车”APP 于 2019 年 12 月上线，微信公众号

和支付宝生活号也已同步上线，提供停车缴费、找车位、

停车诱导、预约停车、反向寻车、优惠加油等功能，下

一步将陆续上线汽车充电、自助移车、无感支付等功能，

为市民提供一站式出行服务。

3.2 先进应用场景建设

3.2.1 路内泊位智慧化改造试点

一是完成秦淮区试点小火瓦巷高位视频摄像头的安

装工作；二是在玄武区高楼门试点安装 NB 地磁 29 个，

目前收费员在高楼门正式使用地磁系统进行收费，收费

率较人工收费提高约 20%；三是在城建集团内部停车场

安装高位视频、地磁及路牙机设备进行试点。目前各种

设备实时信息均已上传至智慧停车平台，可在智慧停车

数据中心实施监控各个试点的设备运行情况。

3.2.2 公共停车场智慧化改造

4 月 12 日，南京火车站南、北广场地下停车场完

成 ETC 设备安装，成为实现我市首个全通道 ETC 无感

支付停车场。5 月 16 日，集团系统五台山地下停车场

ETC 设备安装调试工作，实现停车场 ETC“无感支付”；

5 月 22 日，南京火车站南广场地下停车场完成智能化

硬件改造工程，通过安装视频车检器和蓝牙信标，实现

车牌识别及车辆定位，车主手机蓝牙打开后，即可实现

反向寻车和空位引导功能。据统计，目前通过 ETC 方

式缴纳的停车费用占南、北广场总收费的 50% 以上。

随着本次停车智慧升级改造，可实现“无感支付、集中

管理”的方式与“云 + 人工智能”新型技术的结合，为

停车场主提供停车场云端监管系统。

4 未来展望
智慧停车平台将以数据应用、共享开放、模式创新、

用户感知四个理念为本，在解决问题的基础上打造开放

的发展生态，鼓励利用静态交通数据的应用创新。一是

为政府提供停车资源实时监控、停车资源智能调度以及

停车资源配置的决策依据，提供停车管理效能分析、信

用管理以及社会治理应急联动等服务。二是为车主提供

车位发布、车位预约、精准导航、反向寻车、无感支付、

智能客服等服务功能。三是为停车场主提供停车场云端

监管系统，利用大数据实现信息共享、精准发布、引流

导流等服务，应用区块链技术推行统一支付（一码通行）。

四是实现动态调价，以“价格为杠杆”，通过大数据分析，

实现对医院、学校、商圈、景区、交通枢纽等各功能区

的实现精准调度。五是从车位资源的错时共享、资源优

化利用角度出发，激活闲置车位，提升车位周转率，打

造一个连接车位、物业及需求者的供需平台，缓解城市

停车难问题。六是开发和丰富智慧运营产品，发挥大数

据价值，鼓励通过市场化的手段，建设互利互赢的商业

模式，以市场的力量推动停车行业的长远发展，通过与

涉车领域公司共同探讨线上线下合作模式，打造基于出

行即服务 MAAS 理念的智慧出行圈、维保圈和生活圈。

5 结束语
智慧停车管理平台建设以智能化数据为依托，通过

大数据共享灵活解决“停车难”、“交通堵”问题，实

现对泊位的智能化改造，通过技术设备实现对泊位的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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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监控，更经济、更环保地打造智慧出行圈，维保圈和

生活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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