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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现代文阅读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智慧停车，这一概念试图通过技术支持，实现在线查询和泊位预订，并支持诱导停车、反向寻

车、智能支付。发展智慧停车，首要目的就是解决停车信息不对称问题。2015年《中国城市智
慧停车指数报告》有过这样一组数据：北上广深停车位平均缺口率达76．3％，而停车场泊位
平均空置率却高达44．6％。车位绝对缺口与相对利用不足并存的状况足够说明：加强停车位
的供给固然关键，但盘活车位资源的作用同样不可小觑。

近两年来，智慧停车已经迎来了一轮大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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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企业分头行动，城市内部“山头林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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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拥有千万级人口、超160万辆乘用车，不亚于京沪拥
堵程度的情况下，哈尔滨城投集团通过联合优先科技股份公司，充分运用互联网、物联网、地

磁传感、近场支付等技术，搭建了一个实时化、可视化的城市级智慧停车平台，为国内解决停

车难问题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创新样本。

停车问题一头直通动态交通，一头扎进社区，甚至路内路外的管理方式都不尽相同。智能停车

面临各种权利关系的界定与处理，涉及一个城市的综合治理问题。具体而言，泊位的普查与认

证最为关键，没有完备的基础数据，后续管理无从谈起；管理短板也必须补上，只有避免“路
面归交警、小区不要紧”的治理空白，才不会涌现“见缝插针”式的乱停放。再比如，有学者提出
可以利用社区白天闲置车位实现车位共享，但增收的停车费如何共享，却有赖于更完善的业主

委员会治理。这一系列问题都表明：解决停车难，仅有一个城市级的智慧交通基础架构还不

够，关键要有一个政府、企业、社会、个人相调适的智慧治理架构。

智慧停车系统的目标，绝不止于方便停车，更在于有效调节车流，这便需要人们直面一个烧脑

的思考题：停车管理到底是公益还是生意?从2015年底国家发改委推行“不同区域、不同位置、
不同车型、不同时段停车服务差别收费”来看，停车费尤其是民营资本独资的停车场收费已经
放开；然而因为担心乱收费，各地对停车费的事实价格管制依然存在。智慧停车，能否实现明

码标价之下的价格浮动。助推各地突破价格管理的矛盾心态?这可能是影响停车智慧程度的一
个重要环节。

应该说，加快发展智慧停车已经成为建设智慧城市的重要子课题，考验着企业的技术创新能

力，更检验着城市运用互联网+交通管理的现代化治理能力。如果每一个城市都能落实城市级
的智慧停车方案，不仅有助于化解停车不便带来的心塞，也有望纾解城市交通拥堵，让城市多

点从容。

(摘编自何鼎鼎《智慧停车，让城市更从容》)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 智慧停车，离不开技术支持，但真正的推广却离不开“兼容”，建立一个城市级智慧停车系统
有利于解决停车难问题。

B. 发展智慧停车，首要目的就是解决停车信息不对称问题，盘活车位资源远比加强停车位的供
给更重要。

C. 解决停车难，仅有一个城市级的智慧交通基础架构还不够，关键还要有一个政府交通部门的
智慧治理架构。

D. 实现明码标价之下的价格浮动，助推各地突破价格管理的矛盾心态，是影响停车智慧程度的
重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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