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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任务来源 

根据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18 年 5 月 11 日下达的《深圳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关于下达 2018 年第一批深圳市地方标准计划项目任务的通知》，《智慧停车

系列规范》系列标准计划编号为 26 号。计划完成日期为 2019 年 12 月。 

本文件由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建议作为深圳市地方标准。 

二、编制背景、目的和意义 

（一）编制背景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城市汽车保有量快速增长，

国内汽车保有量已经突破2.3亿辆，深圳市超过了320万辆。部分城市汽车数量已

经饱和，实行限行限购的城市意见达到8个（含深圳市），而限行限购政策的实施

效果并不令人满意。 

车辆增长的同时对停车位的需求日益增长，而停车位的缺口越来越大。一方

面，我国城市规划方面，对汽车数量的快速增加有点措手不及，车位数量欠账较

多；另一方面，当前汽车数量的发展速度，大大超过了车位建设增长的速度，导

致车位缺口越来越大。这种发展的不平衡，造成城市发展的瓶颈，导致交通拥堵，

严重影响城市运行效率，影响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 

（二）编制目的 

作为城市管理者，政府相关部门急切的想知道城市停车场和停车泊位的数量、

分布区域、特征属性等停车资源数据，并根据这些数据制定相应的停车管理政策，

以求达到停车服务和车辆发展的和谐均衡。而现实情况是，大多数城市的车位底

数到底是多少，很难说清楚，有些城市做了车位普查或者抽样调查，但是数据也

很不全面和准确，难以满足城市管理者的需求。 

为了搞清楚城市停车场和泊位的数据，必须做到“一泊位一编码”，逐步搞清

城市停车底数。而要实现“一泊位一编码”，就必须先制定科学合理的编码规则体

系，为后续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其次，停车位的精准位置在以往的车位登记和资源普查中，并没有记录，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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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车辆实现自动驾驶，需要精准导航到车位上，如果没有精准的停车位三维坐标

和导航路径，将无法实现。所以，车位编码应该增加车位的精准的三维坐标位置

信息。 

再次，部分城市已经倡导实施“有位购车”政策，代替目前的限行限购政策，

类似国外的车库法，需要车主的住址和车位的位置进行距离匹配，比如2公里之

内，如果车位的位置信息缺失，将无法满足需求。交通部2016年印发《城市公共

交通“十三五”发展纲要》提出，要根据城市交通状况，适时研究推进城市交通

拥堵的政策；谨慎采取机动车限购、限行的“两限”政策，避免“两限”政策常

态化，已经实行的城市，适时研究建立必需的配套政策或替代措施。 

最后，为了鼓励社会资本投资建设新增停车位，迫切需要的车位资产进行确

权和交易流转，未来车位资产能不能进行确权和资产流转，车位编码也是基础。 

（三）编制的意义或必要性 

1）停车场基础编码体系是城市停车管理的基础性工作，包括停车场（库）

编码、车位编码等，基础编码的一致性、完整性、易用性，将直接影响城市停车

管理、智慧停车平台以及停车场系统的建设，影响停车信息交互与数据共享能力。 

2）城市停车管理者，为了搞清楚城市停车场和泊位的数据，必须做到“一泊

位一编码”，逐步搞清城市停车底数。而要实现“一泊位一编码”，就必须先制定

科学合理的编码规则体系，为后续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3）为了实现城市停车的统一管理，停车数据的无缝集成及满足城市智慧停

车发展的需要，有必要制定统一的停车基础数据规范，夯实城市智慧停车统一管

控的基础。 

4）车位基础编码标准是未来制定“车库法”的技术基础。 

5）车位基础编码信息是未来自动驾驶精准导航的基础。 

6）车位基础编码信息也是未来车位资产确权和资产流转的基础。 

 

三、编制思路和原则 

（一）编制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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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实现“一车位一编码”和编码体现停车位空间区位的要求，在设计车（泊）

位编码的时候，除了引入城市网格编码的内容，还特别增加了北斗网格码的内容，

用于标示停车位在三维空间的精准位置，以及停车位的三维大小尺寸。这样使得

车（泊）位编码更能体现其空间属性和资产属性，并有利于进行实施有位购车和

推动车辆-车位的关联匹配工作。 

另外，为了体现车（泊）位的特性，便于后续的停车管理、资产确权和赋权、

车位流转等需要，编码还包括了属性编码部分。最后为了保证编码的正确，还设

置了最后一位校验码。 

所以，车（泊）位编码包括统一地址编码段、空间区位编码段、属性编码段

和校验码段4个编码段。 

其中统一地址编码段包括市辖区编码、街道编码、社区编码、基础网格编码、

建筑物编码、停车场编号、车库编号、车位编号8个字段。 

空间区位编码段包括北斗空间位置码、车位净高码2个字段。 

属性编码段包括采集时间编码、位置属性分类码、车位大小分类码、出行性

质分类码、形态分类码、用途分类码、产权分类码、附属设施分类码8个字段。 

校验码段包括校验码1个字段。 

（二）编制原则 

标准编制的设计原则如下： 

1．唯一性 

每一个停车位应赋予全国唯一的编码。 

2．规范性 

每一个停车位的各编码段应按照既定规则获得编码。 

3．简明性 

应使用尽可能短的编码包含尽可能多的重要信息，且各项信息清晰明确。 

4．实用性 

车（泊）位编码应包含停车位的精准空间区位信息和时间信息，可用于停车

管理服务和定位导航服务。 

5．可验证性 

车（泊）位编码包含的停车位空间区位编码，计算机系统可自动验证其与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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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停车位、周边建筑物结构和设施是否存在空间重叠和冲突，作为验证车位空间

合法性的依据。 

6．应用完备性 

车（泊）位编码包括统一地址编码、空间区位编码、管理属性编码，可用于

车位资产确权、停车管理服务和定位导航服务。 

7．实施可行性 

车（泊）位编码将停车位信息转变为一串编码，便于存储、计算、定位导航、

资产管理。 

四、编制过程 

本标准从2018年2月立项开始，经过标准编制工作小组历时10个月的努力，

其间召开了多次标准讨论会议，终于形成了目前的征求意见稿。 

2018年2月6日，在深圳市特区建发公司的会议室举行了标准的立项论证会议，

会议通过了本标准的立项工作，并报主管部门批准。 

立项完成后，在深圳市特区建发公司的领导下，主编单位智慧互通科技公司

执笔编写了本标准的初稿。初稿编制还联合了北京大学空间技术研究院和深圳清

华大学研究院，并参考了北京大学此前做的一些类似的标准内容。 

2018年4月26日，在深圳市特区建发公司的会议室本标准的启动会和标准讨

论会，会议布置了下一步标准工作计划，参会专家对标准的初稿提出了一些建议

和意见。 

2018年7月4日，在深圳市档案大厦深标院的会议室，举行了第一次标准起草

工作会。会议对标准的基本架构达成一致，但是对空间区位采用什么坐标系有疑

虑，即对采用北斗网格码作为编码依据，需要会后进行深入研究。 

会后，标准工作小组仔细研究了测绘技术和理论，拜访了北京大学空间技术

研究院的程承旗教授，详细了解北斗网格码的编码原理，并共同商讨了结合停车

位编码的需要，拓展了车位的高度码和净高码的内容，以完整表达停车位三维空

间的属性。 

2018年8月3日，在深圳市档案大厦深标院的会议室，举行了第二次标准起草

工作会。会议对标准初稿进行了逐条的讨论，与会专家对标准的内容提出了修改



6 
 

意见。尤其是对停车位三维坐标的保密问题有一些疑问，会后，编制工作小组专

门拜访了深圳市规土委信息中心，和有关专家进行了技术交流。 

2018年9月18日，在深圳市档案大厦深标院的会议室，举行了第三次标准起

草工作会。会议对标准的初稿进行了逐条研讨，与会专家对本标准和智慧停车其

他标准的对口一致问题提出了建议。 

2018年11月6日，在深圳市档案大厦深标院的会议室，举行了第四次标准起

草工作会。会议对标准的初稿进行了逐条研讨，会后形成了标准的送审稿。 

 

五、主要参加单位和工作组成员及其所做的工作等 

主要起草人信息如下表： 

姓名 工作单位 职务 专业 职称 项目分工 

刘鹏 
智慧互通科技有限公

司 
副总裁 自动控制

教授级

高工 

统筹标准编制的整体协调、

进度控制、资源调配，标准

制订执笔人 

王鹏 
智慧互通科技有限公

司 
副总裁 计算机 工程师 

标准的规划、技术标准制

定、业务标准制定 

张超 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 院长助理 精密仪器 高工 
标准的规划、技术标准制

定、业务标准制定 

陈波 
北京大学空天信息工

程研究中心 
副主任 地球物理 副教授 

标准的规划、技术标准制

定、业务标准制定 

吴余龙 
北京大学大数据研究

院 
副院长 测绘 高工 

标准的规划、技术标准制

定、业务标准制定 

陈镇武 
深圳怡丰自动化科技

有限公司 

大区域总

监 
  

标准的规划、技术标准制

定、业务标准制定 

米志立 
深圳市特区建发智慧

停车发展有限公司 
总经理   牵头起草、标准需求制定 

王益群 
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

院 
副主任   组织协调、标准文本统稿 

 

六、内容说明 

（一）本标准的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停车场的基础数据的信息编码体系的应用范围、规范性应用文

件、术语和定义、设计原则、编码规则、编码保密原则等。 



 

（二

保密

制示

语。

用完

编码

建筑

质分

 

本标准适

二）主要技

本标准规

密原则。以及

示例表等内

1. 术语和

定义了空

 

2. 设计原

设计原则

完备性、实

3. 编码规

内容包括

编码组成

码段和校验

其中统一

筑物编码、

空间区位

属性编码

分类码、形

校验码段

4. 编码保

适用于本标准

技术内容 

规定了停车基

及附件中空

容。 

和定义 

空间剖分、网

原则 

包括车位编

实施可行性等

规则 

括编码组成、

成是：车（泊

验码段4个编

一地址编码段

停车场编号

位编码段包括

码段包括采集

形态分类码、

段包括校验码

保密原则 

准适用于智

基础信息编

空间定位网格

网格单元、北

编码的唯一

等原则。 

编码结构

泊）位编码包

码段，共计

段包括市辖

号、车库编

括北斗空间

集时间编码

用途分类

码1个字段。

图 1  车

7 

智慧停车、智

编码的术语和

格码的编码

北斗网格码

一性、规范性

构、编码规则

包括统一地

计71位。见

辖区编码、街

编号、车位编

间位置码、车

码、位置属性

类码、产权分

 

车（泊）位编

智慧导航等

和定义、设计

码规则、校验

码、车位编码

性、简明性

则、编码字

地址编码段

见图1。 

街道编码、社

编号8个字段

车位净高码

性分类码、车

分类码、附

编码结构

等领域。 

计原则、编

验码生成规

码、停车位

、实用性、

字段表、简码

、空间区位

社区编码、基

段。 

码2个字段。

车位大小分

附属设施分类

编码规则和编

规则、编码图

位空间区位等

可验证性、

码等内容。

位编码段、属

基础网格编码

 

分类码、出行

类码8个字段

编码

图编

等术

、应

 

属性

码、

行性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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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密起见，停车场和车位编码，应避开城市涉密（或敏感）区域，采集

和存储编码的计算机和数据库系统应设置涉密（或敏感）区域范围，保证在设置

范围内的停车场和停车位不得采集和录入。 

 

附录A. 空间定位北斗网格码编码规则 

详细描述了北斗网格码的编码规则，它是将地球空间进行空间剖分，剖分的

层次越多，网格单元越小，代表的精度越高。根据停车位编码的精度要求，选用

第九级网格（即12.5cm×12.5cm网格）。 

附录B. 校验码的生成规则 

校验码，采用1位编码，以车位编码本体码为依据，按照现行国家标准GB/T 

17710的规定生成数字校验码。 

附录C. 车位编码图编制示例 

对车位编码和数字城市电子地图结合，做到“一位一码一图”完全对应。并

用三维立体画面展示停车位三维编码的空间属性。 

 

七、明确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对于涉及专利的标准项目，

应提供全部专利所有权人的专利许可声明和专利披露声明  

本文件不涉及知识产权问题。 

八、标准的属性 

本标准为深圳市地方标准。 

 

 

 

 

                                               标准编制工作小组 

                                              2019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