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停车设施建设：增量+挖潜，破解“停车难”
今年计划新增泊位2万个以上，努力破解停车难题，让市民尽快享受到便利出行生活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见习记者 傅树铭 通讯员 张 进

城市停车设施是满足人民
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保障，也
是现代城市发展的重要支撑。
作为青岛城市更新和城市建设
三年攻坚行动的重要任务之
一，停车设施建设包括停车场
建设和停车场共享两项任务，
旨在充分挖掘现有存量停车资
源，最大程度释放停车空间。

去年，停车设施建设成效
初显：建成公共停车场71个，
新增泊位约2.2万个，促成具
备开放条件的机关事业单位、
商场、酒店、写字楼、住宅小区
等停车设施开放共享。时下，
严重影响城市发展、群众“急难
愁盼”的停车难停车乱问题，正
被逐渐销号解决。

记者从市停车设施建设指
挥部获悉，今年我市将继续紧盯
停车难这一民生热点问题——
2023年全市计划实施公共停
车场建设项目90个以上，年内
新增泊位2万个以上。其中，
老城区建设项目30个；结合城
市公园拟建停车场27个；结合
公共建筑改扩建停车场5个；
利用边角零星地拟建临时停车
场10个。持续加大公共停车
场建设力度，着力补齐城市发
展短板，切实增强市民的获得
感和满意度，用实际行动回应
民生关切，解决好群众急难愁
盼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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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力争新增停车泊位2万个以上

随着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机动
车保有量不断攀升，车位太少、汽车太多，以至于
车辆乱停乱放成了“城市顽疾”。近年来，我市通
过加大停车设施建设、探索停车资源共享等多措
并举，力求破解停车难题。

去年，市住房城乡建设局紧紧依托全市工作
体系，坚持“统一指挥、统一规划、统一政策、统一
调度、统一督导”五个统一，认真贯彻“工作项目
化、项目清单化、清单责任化”要求，确保项目“可
操作、可量化、可考核、可评比、可督查、可评估”，
着力推动攻坚行动提速增效。

在过去的一年里，市住房城乡建设局以优先
解决老城区等重点区域停车难为突破口，打开政
策空间，研究出台并灵活运用支持鼓励政策，坚持

“向地下要空间、向空中要效益”，因地制宜、分项
施策，市区两级联合发力，启动边角地、零星地块
普查，充分利用零星边角地块、人防、公共绿地、广
场、道路等空间建设公共停车设施，促进土地集约
高效利用，破解停车设施建设用地难题。

“2 月 9 日刚拿到建设许可证，现已开始动
工。八大峡广场是市南区西部老城区重要的健身
广场，三面环海，与栈桥隔海相望，地理位置优越，
但最初广场设计停车泊位仅约有20个，难以满足
大量游客泊车需求。”八大峡广场停车场项目建设
负责人告诉记者，新建的八大峡广场停车场分为
地下两层，新增泊位215个，部分泊位配备新能源
车充电桩。预计今年11月份左右建成，建成后将
开展二期停车场工程，继续扩大停车泊位供给。

据市停车设施建设指挥部相关负责人介绍，
今年青岛将持续加快补齐停车设施短板，力争
2023年全市新增停车泊位2万个以上。抓住青岛
城市更新和城市建设三年攻坚行动机遇，按照

“12521”布局持续推动停车设施建设攻坚，即：牢牢
把握“一个定位”（“解决老城区停车难”定位）、深入
实施“两个策略”（“见缝插针”和“上天入地”策略）、
聚力打造“五种模式”（“人防+、公园+、立交+、公
建+、边角地+”建设模式）、全面推进“两类共享”

（经营性停车共享和小区停车共享）、紧紧抓住“一
个关键”（增加泊位供给），扭住硬件建设不放松，推
动开放共享不止步，实干巧干、久久为功，扎实推动
停车设施建设高质量发展走在前、开新局。

多个在建停车场项目各具特色

记者了解到，今年正在实施的停车场项目中
有不少亮点，值得期待。

市南区中山商城人防停车场，将原中山商城
地下空间改建为人防停车场，建成后与禹城路人
防停车场形成省内首个地下人防停车网，除提供
停车服务外，还将承担西部老城区地下交通通行
优化的功能。近日，记者赴现场采访，这里一片加
速推进的热闹场面，建设者们放弃休息时间，坚守
一线，确保工程高效推进，项目力争在今年8月前
完工。投入使用后，将实现青岛西部老城区交通
优化，缓解区域停车压力。

市北区聊城路停车场，紧邻市立医院、即墨路
小商品批发市场，附近既有学校，又有广兴里等商
业办公集聚区，是市北区城市更新片区的重要组

成部分，项目地上为体育馆，地下为停车库，共设
置停车泊位 362个。该项目可极大缓解中山路片
区停车难的压力，并解决老旧城区缺少健身场地
的问题。项目已于去年年底顺利封顶，将于今年
上半年建设完成。

崂山区海尔路-银川路立交停车场，充分利用
基础设施空间，创新建设地下交通环路，开拓停车
功能，且地下停车场可通过“井”字形地下环路快
速连通，实现就医车辆“全地下”通行及停放。目
前，该项目正在积极推进地下停车场土建施工，预
计今年建成投运，可新增泊位1673个，极大缓解青
医东院就医停车问题。

市南区三明路停车场、永嘉路停车场、李沧区
大枣园停车场、永兴游园停车场等一批老城区停
车场项目正在加速推进，可新增泊位约6500个，将
进一步缓解老城区停车难题。

市南区动漫产业园停车楼、市北区浮山绿道停
车场、崂山区青大一路浮山停车场和山东头路出入
口停车场等一批项目，均将在今年启动建设，可新增
泊位约2500个，将为浮山游园市民提供停车便利。

市南区八大峡广场、青岛湾广场停车场、奥帆
海岸公园停车场、崂山区麦岛停车场等一批项目，
均在积极推进施工或办理施工前期手续阶段，建成
后可新增泊位约 2200个，将进一步缓解前海一线
停车问题。

计划完成200个以上经营性停车场
开放共享

除了努力扩大供给，缓解停车难的另一个重
点，就是盘活存量停车资源，提高管理水平，推进
开放共享。

去年以来，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在共享“挖潜”
方面，开拓思路，踔厉创新，逐步形成停车共享

“新提升、新模式、新突破、新升级”，不断健全全
社会停车设施共享机制，完成 300 个机关事业单
位共享停车场智慧化改造，完成 244 个酒店、商
场、写字楼等经营性停车场开放共享，完成 28 个
住宅小区停车设施开放共享，持续缓解群众停车
难题。

据悉，2023年，我市将进一步健全全社会停车
设施共享机制。一是继续拓宽停车共享“广度”，
持续推动商场、酒店、写字楼等经营性停车场结合
自身实际，采取全天开放、错时开放、分类包时等
方式，灵活释放停车资源，全年计划完成200个以
上商场、酒店、写字楼等经营性停车场开放共享。
二是持续拓展停车共享“深度”，积极统筹业主自
持、小区公有、物业自管三类停车资源，坚持“政府
引导、个人自愿、潮汐开放、有偿共享”的小区共享
停车模式，全年计划完成60个以上住宅小区专用
停车场开放共享，持续释放停车资源。

同时，随着《青岛市停车场条例》的颁布实施，
“全市一个停车场”平台作用将进一步得到发挥，
公共停车场将实现信息联网和全面共享，让市民
尽快享受到“停车有位”“停车有序”“停车有智”的
便利出行新生活。

通过城市更新和城市建设三年攻坚行动，青
岛将更大程度释放停车空间，促进停车资源利
用更高效、更智能、更便捷。通过挖潜增供、智
慧提效，实现设置规范、停车有序、安全便民的
停车目标。

■海尔路-银川路
立交停车场正在加速建设。

■李沧区维客星城
共享停车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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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1

地块编号

370211001623GB00
012W00000000

土地位置

中德生态园岷山路以
东、山王河路以南

土地用途

工业用地

土地面积（㎡）

21663

规划设计主要指标

容积率

≥1.5

建筑密度

35%-65%

绿地率

≤15%

出让年限（年）

50

产业准入条件

由拥有“光伏空气源热泵双电源控制方法”和“永磁同步电机启动算法”等核心发明专
利的企业投资建设的年产200万套以上的直流变频空调电控总成、热泵电控总成及电

动汽车热管理系统的高端智能变频控制系统研发及生产项目

竞买起始土地
单价（元/㎡）

488

竞买保证金
（万元）

1057.1544

经青岛市人民政府批准，青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网上拍卖的方式出让一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拍卖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青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拍卖出让公告

青自然资规（自）告字〔2023〕1号

注 ：拍卖地块实际规划设计指标以及空间范围，以规
划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的规划方案为准，出让地块周边配套
情况以现状为准。土地单价是指单位面积的土地价格，土
地出让价款总额为成交土地单价与公告土地面积的乘积。
土地出让涉及的税费竞得人应依据相关政策规定另行缴
纳。

二、竞买资格及要求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或其他组织，除法

律、法规另有规定外或《出让须知》中约定禁止参加者外，均
可申请参加。申请人须单独申请竞买。

（二）竞买人竞得土地后，拟成立新公司（须为全资子公
司）进行开发建设的（不在青岛自贸片区注册的竞买人必须
在青岛自贸片区注册成立新公司），应在申请书中明确新公
司的出资构成、成立时间等内容。出让人可以根据拍卖结
果与受让人（竞得人）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
同》，在受让人按约定办理完毕新公司的注册登记手续后，
再与新公司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变更协
议》，也可按约定直接与新公司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出让合同》。签订变更协议的新公司必须为申请人的全资
子公司。

通过全资子公司进行项目开发的，原则上应在土地拍
卖成交之日起30日内注册完成。

（三）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禁止参加竞买：
1、未按《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缴纳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金的；
2、未按《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进行开发

建设导致土地闲置的；
3、扰乱土地出让活动秩序，受到自然资源管理部门警

告或处罚的；
4、竞买人因债务原因被列入失信人员名单的；

5、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认定不具备竞买资格
的。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拍卖出让通过青
岛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交易系统（以下简称“网上
交易系统”）进行，网上交易系统通过青岛市公共资源电
子服务系统（http://ggzy.qingdao.gov.cn/PortalQDManage）
点击“青岛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交易系统”进入。
本次拍卖出让设起始价、最高限价、不设底价，采用增价
拍卖方式，按照价高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当竞买报
价达到或超过最高限价后，网上土地竞价中止，转到线下
竞亩均税收环节，所有取得网上竞价资格且同意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以最高限价成交的竞买人，均可参与线下
竞亩均税收环节。

四、拍卖文件的领取
本次拍卖出让的详细资料和有关要求，详见《青岛市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拍卖出让文件》（以下简称“拍卖出
让文件”）和《青岛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交易规则》等
资料。竞买人可通过青岛市公共资源交易网进入网上交易
系统进行查询。

竞买人可于2023年2月21日至2023年3月14日，登录
网上交易系统查询、下载本次拍卖出让文件及相关资料，并
按照拍卖出让文件规定的操作程序参加竞买。

五、竞买申请的办理
竞买人可于 2023年 3月 13日 9时至 3月 14日 16时（以

网上交易系统服务器时间为准，下同），登录网上交易系统，
提交竞买申请并交纳竞买保证金。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
时间（到账时间）为2023年3月14日16时。

竞买人通过网上交易系统的审核并按时足额交纳竞买
保证金后，在网上交易系统获得竞价权限。

六、拍卖时间和地点

拍卖时间：2023年3月15日10：00
拍卖地点：竞买人通过青岛市公共资源交易网进入“青

岛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交易系统”进行竞买。当竞
买报价达到或超过最高限价后，网上土地竞价中止，转到线
下竞亩均税收环节。

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一）本次公告地块按“标准地”、“带方案出让”，具体要

求详见出让须知。
（二）竞买人须持有数字证书（CA），方可登录网上交

易系统，申请参加网上拍卖出让活动。竞买人须携带有
效证件等相关资料到青岛数字证书认证中心窗口，申请
办理数字证书（CA）。数字证书（CA）的办理程序和申请
资料要求详见网上交易系统《数字证书（CA）的办理指
南》。

（三）拍卖出让活动不接受除通过网上交易系统提出竞
买申请以外（如电话、邮寄、书面、口头等）其他形式的申请。

（四）竞买人自行现场踏勘出让地块。
（五）本次拍卖出让公告内容如有变化，出让人将在《青

岛日报》等相关媒体发布补充公告，届时以补充公告为准。
（六）根据税务部门要求，网上交易成交后，竞得人须出

具《授权证明》（详见拍卖出让文件），同意协助自然资源及
有关部门办理竞买保证金抵作土地出让价款申报缴库手
续。

（七）本次国有建设用地宗地砂石土资源属于国家所
有，纳入公共资源交易平台进行统一处置。

八、注意事项
（一）申请人请在网页提示下使用网上交易系统，并慎

重上传《竞买申请书》等竞买申请需提交的资料。如上传虚
假或与竞买申请无关的资料扰乱网上交易活动的，申请人
将被列入诚信黑名单。

（二）网上交易成交后，竞得人所提交纸质文件未通过
审查的，应当撤销竞得人的竞得资格，没收 5%的竞买保证
金；竞得人未按《青岛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交易规
则》第二十六条规定提交纸质申请文件，或竞得人拒绝签订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应当撤销竞得人的竞
得资格，没收全部竞买保证金,竞价结果无效，另行组织土
地出让活动。

（三）根据《青岛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交易规
则》，竞得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竞价结果无效，不签订《成
交确认书》，没收全部竞买保证金，另行组织土地出让活动，
涉及违法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

1、采取恶意串通等非法手段竞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

2、通过黑客攻击、病毒入侵等手段影响或操纵交易系
统竞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3、实施影响网上交易活动公开、公平、公正的其他违法
行为。

（四）网上交易系统增加 5 分钟延迟功能。竞价时，当
监控到系统网络出现异常，网上交易系统将自动中止交易，
5分钟后进入新一轮报价周期。系统中止期间，请竞买人等
候5分钟后，继续报价。

九、联系方式
出 让 人：青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承 办 人：中国（山东）自由贸易试验区青岛片区自然资

源局
联系地址：青岛西海岸新区团结路2877号
联系电话：0532-86767138

青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3年2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