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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适用范围 

为指导和规范本市停车场（库）的智慧停车应用系统的建设，根据国家有关标准，结合

本市实际情况，特编制本项技术导则。本技术导则适用于本市新建、改（扩）建停车场（库）

的智慧停车应用系统建设以及已建停车场（库）的智慧停车应用系统专项改造。本技术导则

未包括的技术标准、技术要求的，按原相应的国家或行业标准、规范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

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停车场（库）：是指提供机动车停放场所，包括公共停车场（库）、道路停车场以及专

用停车场（库）等。 

公共停车场（库）：是指根据规划建设的以及公共建筑配套建设的经营性机动车停放场

所。 

道路停车场：是指在道路路内设置的机动车停放场所。 

专用停车场（库）：是指供本单位、本住宅小区机动车停放的场所和私人停车泊位。 

智慧停车场（库）：停车场（库）管理或经营主体利用现代化科学技术手段，通过建设

安装相关技术设备，开发相关应用功能，实现机动车停放、经营管理、用户服务的智能化、

自动化、便捷化，具备智慧停车应用系统的停车场（库）。 

4 本市智慧停车场（库）建设总体原则 

智慧停车场（库）的规划、设计、建设、改造、升级和运维应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a) 符合和响应国家和地方政府制定的智慧交通和数字化转型发展政策要求，与本市交

通行业信息化发展规划和管理有效衔接； 

b) 以数字化管理和便捷服务为目标，充分考虑管理运营、行业监管和便民服务等政府、

企业、居民多元主体的实际需求； 

c) 以有效提升停车效能为导向，满足用户的实际停车应用，使用方便、灵活；  

d) 充分实现与市级停车平台有效对接，纳入全市停车行业“一网统管”体系，实现资源

最大利用价值； 

e) 提供全面、有效的系统安全机制和服务保障体系，具备长期、高效、可靠、稳定的运

行能力；  

f) 提倡使用绿色节能产品，信息系统集约化建设，提高资源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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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本市智慧停车场（库）整体框架 

本市智慧停车场（库）整体由三个层级，五个体系组成，包括：智慧公共停车场（库）、

智慧道路停车场、智慧专用停车场库、市级停车平台、城市运行平台等组成。相关系统组成

如图所示。 

智慧公共停车场（库）：本市公共停车场（库）建设完成智慧停车系统，支持单个或多

个公共停车场（库）实现智慧停车服务功能。 

智慧道路停车场：本市道路停车场建设完成智慧停车系统，支持单条或多条道路停车场

实现智慧停车服务功能。 

智慧专用停车场（库）：本市专用停车场（库）建设完成智慧停车系统，支持单个或多

个专用停车场（库）实现智慧停车服务功能。 

市级停车信息平台：实现全市公共停车场（库）、道路停车场、专用停车场（库）信息

系统互联，汇聚全市停车行业数据资源，支持行业管理部门决策分析和面向全市交通出行和

驾乘人员提供停车信息服务。 

城市运行平台：汇聚市级停车信息平台数据资源，实现场（库）停车数据与全市其他管

理信息平台（系统）数据共享，并向市级停车信息平台提供服务功能支持。 

出行服务平台：“出行即服务”主要是通过统筹各类交通服务资源，共享整个城市交通

所能提供的资源，以此实现无缝对接、安全、舒适、便捷的出行服务平台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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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本市智慧停车场（库）整体框架 

从分层架构包括架包括基础设施层、数据汇聚层、数据管理层、业务应用层、服务协同

层。六个层面以及管理职能、运行保障、安全保障和政策保障四个层次。 

 

图 2 本市智慧停车场（库）分层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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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基础设施层 

基础设施层：通过停车智能化硬件设施或软件功能实现信息采集、物联感知、网络传输、

信息显示与发布、智能控制等功能。智慧停车基础设施设备包括但不限于信息采集识别设备、

网络传输设备、定位设备、信息发布显示设备、信息查询设备、便捷支付设备、智能控制设

备。 

5.2 数据汇聚层 

数据汇聚层：汇集基础设施层采集数据并向功能设施提供数据。汇聚数据包括：场库静

态数据、动态数据以及电子地图等。数据要素包括但不限于停车资源类、权属单位类、收费

价格类、 停车设施类、停车记录类、公众服务类等。其中，停车资源类、权属单位类、收

费价格类、停车设施类为停车静态采集数据，更新周期较长或较少更新；停车记录类、公众

服务类为停车动态采集数据，随停车记录和服务内容动态更新。 

5.3 数据管理层 

数据管理层：对汇聚的数据按照业务功能要求进行分类分级管理，支撑智慧停车业务应

用和数据共享。同时，按照公共停车信息联网技术要求将规定数据要素传输至市级停车信息

平台进行统一存储。 

5.4 业务应用层 

业务应用层：实现各类智慧停车业务功能。包括：停车管控、停车收费、停车预约、错

峰共享、智慧充电、停车引导、自主泊车等七个方面。同时，各个场库业务应用层需要完成

相关业务功能实现。 

5.5 服务协同层 

服务协同层：在全市层面实现智慧停车场库提供的智慧停车服务、数据共享以及行业监

管和决策分析功能。 

5.6 信息系统运行保障 

建设智慧场（库）信息系统时，应确保同步建立信息系统日常运行维护保障技术方案和

实施保障措施，确保功能实现以及括数据安全、信息传输安全、应用服务安全以及应急保障。 

5.7 数据信息安全保障 

建设智慧场（库）信息系统时，应确保同步建立数据信息安全保障方案和实施保障措

施，根据国家法律要求建立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体系，确保智慧停车信息系统不受非法破

坏，保障信息系统安全、保障数据安全，保障用户数据、隐私数据不被窃取或泄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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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场库管理职能保障 

场库建设、运营管理主体应为智慧建运行建设单位库提供必要的基础条件和职能，确

保智慧建运行建设单位能够在规定职能范围为保障智慧场库运营和应急响应。 

5.9 政策法规制度保障 

本市为建设智慧场（库）提供必要的法规、政策支撑，提供必要技术规范和行业要求。 

6 智慧停车场（库）系统组成 

本市各智慧停车场（库）基本框架和基础统组成主要包括：基础设施、计算级系统（云

资源）、数据管理、应用服务软件和数据接口。 

 

图 3 各智慧停车场库系统构成 

根据图 3 智慧停车系统架构组成说明如下：  

a) 互联接口：智慧停车系统与市级停车信息平台或相关平台（公安、应急、旅游等）平

台对接接口，实现数据交互或数据报送等功能。 

b）应用服务软件：在场内设备、计算机系统、数据库的基础上，此部分为行业管理、

运营管理、公众服务 3 类智慧停车应用服务的实现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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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数据管理：此部分承载应用服务功能相关应用所需的数据资源存储和计算，并实现

数据统一管理、存储、数据组织等功能；  

d) 计算机系统（云资源）：此部分通过计算资源、存储资源及软件资源，为智慧停车数

据和应用提供基础支撑功能保障；  

e) 场内设施：为了实现相关智慧管理和服务功能，在停车场（库）内安装部署的对泊位

或场内停车全过程中智能感知能力，实现智能识别、信息采集、监测和控制的设备。  

7 智慧停车场（库）功能要求 

规定本市停车场（库）应具备向服务对象提供各类功能，并规定各个系统的数据与市

级公共停车平台数据交换和共享流程。 

7.1 服务对象  

智慧停车服务对象主要包括 3 大类：  

1) 停车行业管理部门；  

2）停车场（库）运营单位；  

3）停车服务使用者。  

7.2 服务功能需求 

1、城市管理部门功能要求  

a)支撑管理部门采用信息化手段掌握城市停车规律，支撑其解决城市停车管理要求；  

b) 构建城市级停车资源“一张图”，建立完善的应急联动机制；  

c) 提供停车资源合理规划、错峰停车、收费定价、车辆特性分析等辅助决策支持能

力；  

d) 支持对已审批运营停车场的服务质量、收费标准、安全保障等进行有效监管；  

e) 支持对停车需求进行合理引导。  

2、 停车场（库）运营单位要求  

a) 实现对停车资源的实时监控和管理；  

b) 通过应用感知及便捷支付等手段提高运营管理效率；  

c) 支撑提高运营管理能力；  

d) 与政府部门的各种业务办理更加便捷，增强网上业务办理的能力。  

3、停车服务使用者是泊位使用者，其应用服务需求一般包括：  

a) 获取实时空余泊位信息、服务内容、停车场（库）经营性信息等，从出发地到目的

地、从场外 场内的停车引导，形成合理的行程规划，提高出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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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实现便捷支付和无感支付；  

c) 收费标准、营业时间等更多信息的统一渠道获取；  

d) 使用车位预定、充电桩预约等一系列增值服务。 

8 本市智慧停车场（库）建设管理 

本市智慧停车场（库）全生命周期包括整体规划、方案设计、系统建设、平台对接、验

收检测、评定定级、运维保障、改造升级等环节。 

 

图 4 智慧场库建设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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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建设规划 

交通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城乡建设、公安交通、信息化主管主管部门制定智慧停车场（库）

总体规划和技术标准，明确本市智慧停车场（库）顶层设计、总体要求、建设原则、技术规

范和发展规划，为开展智慧停车场（库）建设提供政策支撑。 

各区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制定本区域定智慧停车场（库）总体规划并于区域交通综合规划

和数字化发展规划协调按照。 

各个停车场（库）管理主体或经营主体制定本场（库）智慧场库建设方案，并按照规划

推进智慧场库建设。 

8.2 设计与评审 

各个停车场（库）管理主体或经营主体应委托具有相关资质和经验的咨询机构编制智慧

场库建设方案，并组织行业专家评审，根据专家意见进一步完善方案。 

市管场库或市级试点场库智慧场库建设方案应报市道路运输主管部门审核，由市道路运

输主管部门委托相关咨询机构评审。 

道路停车场智慧场库建设方案由区交通主管部门委托相关资质和经验的咨询机构编制

并组织行业专家评审，同时应征求市级道路运输、公安交通主管部门意见。 

其他停车场（库）智慧场库建设方案应征求区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意见。 

8.3 建设与对接 

8.3.1 智慧公共停车场（库） 

1））智慧公共停车场（库）应按照国家、本市相关采购要求确定建设实施单位和设备

供应商。 

2）配套新建设的智慧公共停车场（库）和智慧专用停车场（库）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步

设计、同步施工、同步验收、同步交付使用。 

3）公共停车场（库）智慧停车系统建设过程中应按照规范要求实现与市级停车平台功

能协调发展等。 

8.3.2 智慧道路停车场 

1）区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推进智慧道路停车场建设，并按照规定职责，划设泊位标线，

设置智慧道路停车标志，公示停车收费标准和道路停车规则。 

2）道路智慧停车系统建设过程中应按照规范要求实现与市级停车平台数据接入、统一

支付、电子票据、视频图像、征信信息等功能。 

3）智慧道路停车场智建设过程中应按照规范要求实现与市级停车平台功能协调发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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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3 智慧专用停车场（库） 

1）智慧专用停车场（库）应按照国家、本市相关采购要求确定建设实施单位和设备供

应商。 

2）各个行业主管部门负责本行业专用停车场库建设推进和数据归集，并实现与市级停

车平台数据接入等。 

8.4 验收评价  

各级交通行政主管部门牵头开展本市智慧停车建设验收评估工作。 

8.4.1 自评价 

1）智慧停车场（库）经营主体根据本技术导则要求对场库智慧等级进行自评价。 

2）智慧停车场（库）将填写好的自评表提交至区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市管停车场（库）

提交至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 

3）区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按照本技术导则要求对智慧停车场（库）提交的自评表进行初

审，梳理 L1-L3 级智慧停车建设项目清单，并上报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 

8.4.2 复检 

    1）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对市管场库或试点场库智慧停车场（库）进行等级评估。 

2）由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委托复检机构根据本技术导则对 L2 级的智慧停车建设项目

进行检测复核，对 L3 及以上的智慧停车建设项目开展检测核实。 

8.4.3 定级 

本市停车行业协会根据验收检测结果向智慧停车场库颁布等级证书。 

8.5 运营管理 

1）本市实行智慧停车信息系统联网管理。智慧停车场（库）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和标准，

将其停车信息纳入市级停车信息系统，向社会公众提供智慧停车服务。 

2）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是对市管停车场（库）智慧停车系统日常运营实施监督管理。

区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按照规定职责，负责其管辖范围内停车场（库）智慧停车系统日常运营

的监督管理。 

3）智慧停车场（库）应向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或者的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行业协会办

理智慧等级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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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停车场（库）建设技术导则 

第Ⅱ部分：智慧公共停车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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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适用范围  

为指导和规范本市公共停车场（库）智慧停车应用系统的建设，根据国家有关标准，结

合本市实际情况，特编制本技术导则。本技术导则适用于本市新建、改（扩）建公共停车场

（库）的智慧停车应用系统建设以及已建公共停车场（库）的智慧停车应用系统升级改造。

本技术导则未包括的技术标准、技术要求按相应的国家或行业标准、规范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

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DB31/T 1083 《公共停车信息联网技术要求》   

DB31/T 976 《公共停车场（库）智能停车管理系统建设技术导则》   

T/CSAE 185《自动驾驶地图采集要素模型与交换格式》 

T/CSAE 156 《自主代客泊车系统总体技术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3.1 智慧停车 smart parking 

利用信息和通信技术实现城市停车资源的监测、管理、服务，提高城市停车资源利用率

和管理效率、提升城市停车服务质量的一种智慧应用。 

3.2 停车场管理系统 parking lots management system  

利用信息和通信技术，实现停车场车辆进出、停车收费、停车诱导等监控、管理、运维、

服务功能的软件系统。 

3.3 市级停车信息平台 Shanghai municipal parking information platform  

采用云计算技术，为智慧停车系统中应用服务、数据、计算存储等功能模块提供支撑的

一种信息系统。实现全市公共停车场（库）、道路停车场、专用停车场（库）信息系统互联，

打通跨部门数据共享交换通道，支持行业管理部门决策分析和面向全市交通出行和驾乘人员

提供停车信息服务。 

3.4 停车数据基座 parking data base 

市级停车信息平台汇聚、存储、治理的全市停车静态和动态全部数据资源，通过统一规

范和标准形成的全市停车数据资源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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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停车场电子地图 electronic map 

在一定坐标系统内具有确定的坐标和属性的停车场基本情况、交通标志、标线、其他设

施物组成的地图，利用计算机技术，以数字方式进行存储和查阅。 

3.6 ETC electronic toll collection 

即电子不停车收费，通过车载电子标签与在停车场（库）安装的 ETC 读写器之间进行

的专用通讯，自动识别车辆身份，实现不停车快速通行。 

3.7 智能车位锁 intelligent parking lock 

安装在停车位表面的一种机械装置。装置收到无线指令后自动落锁释放车位，车辆驶离

后自动抬锁，可实现精确化、智能化的车位级停车管理。 

3.8 智能泊车设备 intelligent parking equipment 

集声、光、电、计算机等为一体的，专用应用于停车场（库）实现车辆搬运、停放等功

能的移动装置。 

3.9 V2X 

车载单元与其他设备通讯的简写，包括但不限于车载单元之间通讯（V2V），车载单元

与路侧 单元通讯（V2I），车载单元与行人设备通讯（V2P），车载单元与网络之间通讯（V2N）。 

3.10 UWB 

超宽带（Ultra Wide Band）技术，一种无线载波通信技术，它利用纳秒级的非正弦波窄

脉冲传输数据，其所占的频谱范围很宽，具有对信道衰落不敏感、发射信号功率谱密度低、

截获率低、系统复杂度低、能提供数厘米的定位精度等优点。 

 

4 公共停车场（库）智慧停车系统 

公共停车智慧系统由场内智慧设施、计算机系统（云资源）、数据基座、智慧应用系统

组成。 

1）智慧设施指为了实现相关智慧管理和服务功能，在停车场（库）内安装部署的信息

采集识别设备、信息发布显示设备、便捷支付设备、智能管理服务设备、高精定位设备、V2X

通信设施等。 

2）计算机系统（云资源）包括完成系统应用所需要的内场计算机资源，包括计算服务

资源、存储资源及软件资源等。 

3）数据基座指市级停车信息平台汇聚、存储、治理的全市停车静态和动态全部数据资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D%90%E6%A0%87%E7%B3%BB%E7%BB%9F/4725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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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通过统一规范和标准形成的全市停车数据资源池。 

4）智慧应用功能指由市级停车信息平台和智慧公共停车场（库）共同完成的各类智能

服务功能，包括停车管控、停车收费、停车预约、车位共享、停车充电、停车引导、自主泊

车等。 

5）互联接口：智慧停车系统与市级停车信息平台或相关平台（公安、应急、旅游等）

平台对接接口，实现数据交互或数据报送等功能。 

 

5 智慧公共停车场（库）建设分级 

5.1 分级要素 

在进行智慧停车场（库）建设分级时，从公共停车场（库）数据基座、智慧应用、智慧

设施三方面要素对公共停车场（库）进行智慧化分级。 

5.1.1 数据基座 

智慧公共停车场（库）建设分级宜根据公共停车场（库）采集和上传至市级停车信息平

台的停车数据基座内容的完整性进行分级。  

数据基座要素包括场库静态数据、停车动态数据、公众服务数据、高精电子地图数据等

四个方面。 

5.1.2 智慧应用 

智慧公共停车场（库）建设分级宜根据公共停车场（库）智慧应用的实现程度进行分级。 

智慧应用要素包括停车管控、停车收费、停车预约、车位共享、停车充电、停车引导、

自主泊车等七个方面。 

5.1.3 智慧设施 

智慧公共停车场（库）建设分级宜根据公共停车场（库）智慧设施的配备程度进行分级。 

智慧设备包括信息采集识别设备、信息发布显示设备、便捷支付设备、智能管理服务设

备、高精定位设备、V2X 设施等六个方面。 

5.2 等级划分 

智慧停车场（库）根据其智慧化分级要素建设程度划分为 L0~L3 级四个等级，按智慧

化程度从低到高依次为 L0 停车场、L1 停车场、L2 停车场、L3 停车场。 

5.2.1 L0 停车场 

L0 级停车场是指按要求与市级停车信息平台规范联网的停车场（库），分级要素应满

足以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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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设场库静态数据和停车动态数据等数据基座内容； 

2）配备信息采集识别等设备； 

3）建设部分停车管控等应用功能。 

5.2.2 L1 停车场 

L1 级停车场是指在 L0 级基础上，能够向公众提供多种便捷停车服务的停车场（库），

分级要素应满足以下要求： 

1）建设场库静态数据、停车动态数据和公众服务数据等数据基座内容； 

2）配备信息采集识别设备、信息发布显示设备、便捷支付设备、智能管理服务设备等

设施设备； 

3）建设停车管控、停车收费、停车预约、车位共享、停车充电、停车引导等智能服务

应用功能。 

5.2.3 L2 停车场 

L2 级停车场是指在 L1 级基础上，具备高精度电子地图和高精度定位设施，能实现车位

级停车、反向寻车、步行指引等动态高精度导航的停车场（库），分级要素应满足以下要求： 

1）建设全部场库静态数据、停车动态数据、公众服务数据、高精电子地图数据等数据

基座内容； 

2）配备信息采集识别设备、信息发布显示设备、便捷支付设备、智能管理服务设备、

高精定位设备等设施设备； 

3）建设停车管控、停车收费、停车预约、车位共享、停车充电、停车引导等智慧应用

功能。 

5.2.4 L3 停车场 

L3 级停车场是指在 L2 级基础上，具备 V2X 通信技术设施，能为自动驾驶车辆提供智

能路径调度、场端全息感知等自主泊车应用的停车场（库），分级要素应满足以下要求： 

1）建设全部场库静态数据、停车动态数据、公众服务数据、高精电子地图数据等数据

基座内容； 

2）配备信息采集识别设备、信息发布显示设备、便捷支付设备、智能管理服务设备、

高精定位设备、场端 V2X 设施等设施设备； 

3）建设建设停车管控、停车收费、停车预约、车位共享、停车充电、停车引导、自主

泊车等智慧应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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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各级建设内容 

公共停车场（库）智慧化建设各级别建设要素如下： 

类别 分级要素 L0 级 L1 级 L2 级 L3 级 

数据

基座 
数据基座 

场库静态数据 ● ● ● ● 

停车动态数据 ● ● ● ● 

公众服务数据  ● ● ● 

高精电子地图数据   ● ● 

智慧

设施 
智慧设施 

信息采集识别设备 ● ● ● ● 

信息发布显示设备  ● ● ● 

便捷支付设备  ● ● ● 

智能管理服务设备  ● ● ● 

高精定位设备   ● ● 

场端 V2X 设施    ● 

智慧

应用 

停车管控 

道闸管控 I I I I 

车辆识别 I II II II 

泊位状态监测  I I I 

视频监控  I II III 

网络覆盖  I I I 

停车收费 

智能计费  I II II 

便捷支付  I II III 

电子票据  I II II 

停车预约 

车位预约  I II III 

信息通知  I I II 

车位管控  I II III 

车位共享 在线签约  I II III 

停车充电 智能充电  I II III 

停车引导 

泊位诱导  I II III 

步行指引  I II III 

反向寻车  I II III 

高精度定位   I II 

场内外导航   I I 

自主泊车 

智能设备自动泊车    I 

智能调度    I 

全息感知    I 

注：1）●表示应建设； 

2）I、II、III 表示各项智慧应用要素对应的不同级别的要求，详见第 7章。 

3）智慧设施性能要求详见第 8章。 

 

5.4 停车场（库）分类建设等级建议 

上海市公共停车场（库）智慧化建设建议达到的等级要求如下： 

1）所有备案公共停车场（库）应达到 L0 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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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已建大型停车场（库）、新建中型停车场（库）应至少达到 L1 级别。 

3）已建特大型停车场（库）、新建大型停车场（库）以及医院、交通枢纽、大型文

体场馆、P+R 停车场、独立公共停车场以及其他政府规划建设停车场应至少达到 L2 级别。 

4）新建特大型停车场（库）应至少达到 L3 级别。 

上海市公共停车场（库）智慧化建设等级要求 

应建设等级 公共停车场（库）类别 

L0 停车场 所有备案公共停车场（库） 

L1 停车场 
a) 已建大型停车场（库） 

b) 新建中型停车场（库） 

L2 停车场 

a) 已建特大型停车场（库） 

b) 新建大型停车场（库） 

c) 医院、交通枢纽、大型文体场馆、P+R 停车场、独立公

共停车场以及其他政府规划建设停车场 

L3 停车场 新建试点特大型停车场（库） 

注：根据备案泊位数量划分的停车场（库）类别： 

1）特大型停车场（库）：1000 个泊位及以上 

2）大型停车场（库）：300 个泊位及以上且 1000 个泊位以下 

3）中型停车场（库）：50 个泊位及以上且 300 个泊位以下 

4）小型停车场（库）：50 个泊位以下 

 

6 数据基座  

6.1 数据基座要素 

智慧停车场（库）数据基座要素包括但不限于场库静态数据、停车动态数据、公众服务

数据、高精电子地图数据。其中，场库静态数据、高精电子地图数据为静态采集数据，更新

周期较长或较少更新；停车动态数据、公众服务数据为停车动态采集数据，随停车记录和服

务内容动态更新。 

6.1.1 场库静态数据 

包括但不限于停车场注册信息、停车场产权单位信息、停车场经营权单位信息、车位数

量、出入口地址、收费停车场类型、收费规则和价格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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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停车动态数据 

包括但不限于车辆入场记录数据、出场记录数据、总剩余车位数、停车图片信息等。 

6.1.3 公众服务数据 

包括但不限于预约车位信息、缴费与发票信息、车位共享信息、停车位置信息等。 

6.1.4 高精电子地图数据 

包括但不限于停车场（库）基本信息、停车场（库）交通标志、停车场（库）交通标线、

停车场（库）其他设施物等要素组成的电子地图。 

    停车场（库）高精度电子地图应与第三方地图服务商的室外地图导航进行无缝切换。 

6.2 数据采集  

智慧停车场（库）数据采集应满足智慧停车应用功能的相关数据需求。智慧停车采集数

据包括但不限于停车静态采集数据和动态采集数据。数据采集应具备以下基本功能要求：  

1）应满足智慧停车应用功能相关数据需求。 

2）数据采集方式包括以下两种方式：  

a）直接采集方式：利用车牌识别器、车位引导系统等终端系统设备直接采集数据；  

b）间接采集方式：从停车场管理系统等信息系统采集数据。 

6.3 数据传输 

智慧停车场（库）数据基座应完成与上海市公共停车信息平台的数据对接和传输。 

智慧停车场（库）与上海市公共停车信息平台之间数据传输应符合以下基本要求：  

1）联网通信支持互联网、无线专网、有线专网等多种物理网络方式。  

2）传输协议支持国内外主流协议的一种或多种，如 HTTP 协议、TCP 协议；  

3）数据传输过程中对数据进行加密和完整性保护；   

4）公共停车场（库）管理系统支持网络异常情况下的数据存储和重传功能； 

5）公共停车场（库）静态数据发生变更时，应及时将变更的信息上传至市级停车信息

平台。  

6.4 数据质量 

数据质量应符合以下基本要求： 

1）真实性：公共停车场（库）上传的静态数据、动态数据数据应真实有效，不得存在

数据造假和篡改。 

2）规范性：公共停车场（库）上传的数据内容、格式等应符合通信协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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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完整性：公共停车场（库）上传静态数据、动态数据应完整。当通信链路因故中断

时，停车场（库）管理服务器应进行停车信息保存。在通信链路恢复后，将中断时保存的数

据和恢复后的数据补传到市级停车信息平台。 

4) 准确性：公共停车场（库）上传的数据值与真实值之间的差异程度应在规定的误差

范围内。 

5) 时效性：公共停车场（库）管理信息系统数据应按规定的时间要求及时上传至市级

停车信息平台。 

6) 一致性：公共停车场（库）上传的数据与其他关联数据之间无矛盾。 

7 智慧应用 

智慧应用功能包括停车管控、停车收费、停车预约、车位共享、停车充电、停车引导、

自主泊车等七个方面。 

7.1 停车管控 

7.1.1 道闸管控 

I 级：对进出停车场（库）的车辆在智慧停车场（库）出入口实现对车辆放行、拒绝、

收费、记录和管理等操作。 

7.1.2 车辆识别 

在停车场（库）出入口对进出智慧停车场（库）的车牌号码、车辆类型等信息进行识别

和处理。 

I 级：应能自动识别车辆号牌字符。 

II 级：应能自动识别车辆号牌字符和车辆号牌类型。号牌类型应包括 GA36 规定的号牌

（摩托车号牌、低速车号牌、临时号牌、拖拉机号牌除外）、新能源汽车号牌、武警汽车号

牌和军用汽车号牌等。 

7.1.3 泊位状态检测 

I 级：智慧停车场（库）通过车位上方或车道上安装的感应线圈、微波检测器、超声波

检测器、视频检测器等设备，对车位使用情况的检测，实时采集每个车位的使用信息。 

7.1.4 视频监控 

I 级：应对停车场（库）所有进出口进行实时监控与视频存储。 

II 级：应对停车场（库）所有进出口及其它重点区域进行实时监控与视频存储。 

III 级：应对停车场（库）所有区域全覆盖进行实时监控与视频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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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5 网络覆盖 

I 级：停车场区域范围内无线网络信号应全覆盖，确保移动端网络畅通。  

7.2 停车收费 

7.2.1 智能计费 

I 级：应对进出场车辆自动计算车辆停留场内时间，并按照规定的收费标准自动计算停

车费。  

II 级：应可设置多条件的组合计费，满足各种复杂的计费要求。通过停放区域、用户组、

车牌颜色、出入口等组合进行计费。实现不同用户组计费方式不同；不同车辆类型计费方式

不同；不同的停车区域计费不同；不同的车牌颜色计费方式不同；不同出入口进出计费方式

不同等复杂计费。 

7.2.2 便捷支付 

提供便捷支付功能：  

1）移动支付：支持微信、支付宝、云闪付、数字人民币等移动支付平台支付。 

2）无感支付：a)在支付宝或微信车主服务中绑定车辆信息，授权免密支付，车辆进出停

车场库时，通过车牌识别系统，自动从该账户中扣款，对该车辆自动放行。b)ETC 车辆进场

通过车牌扫描自动抬杆，车辆出场通过 ETC 设备识别后，自动抬杆，不停车、不摇窗、不

刷卡、不扫码，自动扣费。 

3）智慧支付：通过人脸识别、指纹识别、电子车牌识别等方式实现停车智慧支付功能。 

I 级：应支持移动支付方式。 

II 级：应支持移动支付方式和无感支付方式。 

III 级：应支持移动支付方式、无感支付方式和智慧支付方式。 

7.2.3 电子票据 

I 级：提供停车收费在线电子发票的查询和开票服务功能。  

II 级：提供停车收费在线电子发票的自动开票服务功能。 

7.3 停车预约 

7.3.1 车位预约 

能提供场库车位预约、预约车辆自动识别进场等预约服务。 

I 级：应提供场库级普通车位预约服务。 

II 级：应提供场库级普通车位及无障碍泊位、充电桩泊位等特殊车位分类预约服务。 

III 级：应提供车位级精准预约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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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2 信息通知 

车位预约成功后，提供预约信息通知和推送服务，提醒用户成功预约信息以及预约停车

场和车位信息和达到提醒等。 

I 级：应提供普通短信通知和推送服务。 

II 级：应提供 5G 消息通知和推送服务。 

7.3.3 车位管控 

应对预约车位进行车位管控，为预约车辆预留停车位。 

I 级：应提供场库级预约车位预留的人工管控服务。 

II 级：应提供车位级预约车位预留的人工管控服务。 

III 级：应提供智能车位锁管控服务，智能车位锁装置收到无线指令后自动落锁释放车

位，车辆驶离后自动抬锁，可实现精确化、智能化的车位级停车管理。 

7.4 车位共享 

7.4.1 在线签约 

提供共享车位的在线签约服务，在上海停车平台进行在线签约和支付。 

I 级：应提供场库级普通车位共享在线签约服务。 

II 级：应提供场库级普通车位及无障碍泊位、充电桩泊位等特殊车位分类在线签约服务。 

III 级：应提供车位级精准在线签约服务。 

7.5 停车充电 

7.5.1 智能充电 

I 级：应提供人工操作的普通充电服务。 

II 级：应提供人工操作为主，智能操作为辅的智能充电服务，如车主能够实现在线预约

充电，驶入预约充电泊位进行充电，在线支付充电费用等功能。 

III 级：应提供智能操作为主的全自动充电服务，如车主能够通过停车场（库）的 AGV

小车、智能停车服务机器人等智能停车服务设备进行全自动充电服务。 

7.6 停车引导 

7.6.1 泊位诱导 

实时采集停车场（库）空闲泊位信息并对外发布，方便车主快速便捷找到空闲泊位停放

车辆。 

I 级：应提供场库级泊位诱导功能，通过诱导显示屏实时发布场库总剩余空闲泊位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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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级：应提供场库内分区域泊位诱导功能，通过诱导显示屏实时发布场库内各区域或

方向的空闲车位数量，引导车主快速寻找空闲车位区域。 

III 级：应提供车位级泊位诱导功能，通过诱导显示屏或手机室内导航实时显示每个泊

位空闲状态，引导车主快速精准的寻找到空闲车位。  

7.6.2 步行指引 

应设置明显的静态指示标志或通过动态的定位技术，引导车主停车后迅速找到通往各目

的地的电梯或通道。 

I 级：应提供电子显示屏等标志，指引车主便捷通往各目的地的电梯或通道。 

II 级：应提供静态与动态相结合的步行指引服务，如通过停车场道路交叉口等关键位置

的电子显示屏，分阶段生成步行指引路线。 

III 级：应提供电子导航服务，车主通过手机跟随实时动态导航路线精准通往各目的地

的电梯或通道。 

7.6.3 反向寻车 

提供反向寻车服务，可以通过输入车牌确认车辆停放位置，形成反向寻车路线，帮助车

主快速找到停车位。 

I 级：应提供静态寻车路线指引服务，如通过电梯或通道口的反向查询机，查询停车位

置及生成静态寻车路线。 

II 级：应提供静态与动态相结合的寻车路线指引服务，如通过停车场道路交叉口等关键

位置的反向查询机，分阶段生成寻车路线。 

III 级：应提供动态寻车路线实时导航服务，依托停车场高精度定位和电子地图，实时

导航至停车位置。 

7.6.4 高精度定位 

应提供整个停车场（库） 道路的高精度定位服务能力。 

I 级：a)定位延迟时间小于等于 1s；b)水平定位误差小于等于 1m；c)垂直定位结果能够

准确得到当前楼层信息。 

II 级：a)定位延迟时间小于等于 500ms；b)水平定位误差小于等于 10cm；c)垂直定位结

果能够准确得到当前楼层信息。 

7.6.5 场内外导航 

I 级：通过停车场高精度定位设备和高精度电子地图，为停车人提供从出发地到停车场

车位的室外停车场导航、室内车位导航等室内外混合路径导航的无缝切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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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自主泊车 

7.7.1 智能设备自动泊车 

I 级：停车场（库）运用智能停车服务设备实现车辆自动停放、搬运、取车等自主代客

泊车功能。 

7.7.2 智能调度 

I 级：停车场（库）数据中心通过收集所有停车位状态，在停车场（库）的高精度电子

地图上利用地图引擎进行车道级的路径规划，并将规划结果通过 V2X 通信发送给车辆，车

辆根据场端规划的全局路径进行循迹控制。当车辆按照停车场（库）规划的全局路径行驶，

目标车位被其它车辆占用时，停车场（库）能够立即根据车辆当前位置规划新的全局路径。  

7.7.3 全息感知 

I 级：通过在停车场（库）的路侧架设激光雷达、视频摄像头等传感器，将传感器数据

在计算设备中进行融合计算后得到感知结果（包括目标的位置、类别、航向、速度等信息），

并将感知结果通过 V2X 通信方式发送给周围车辆。  

8 智慧设施 

智慧设施包括信息采集识别设备、信息发布显示设备、便捷支付设备、智能管理服务设

备、高精定位设备、V2X 通信设施等六个方面。智慧停车基础设施设备包括但不限于：  

8.1 信息采集识别设备 

包括但不限于地磁、雷达、车位相机、超声波检测器、视频桩、视频摄像头、车牌识别

相机等。 

设备性能要求如下： 

1）计时误差设备的计时误差应≤5 秒/天。 

2）图像分辨率≥1080p。 

3）车牌识别速度≤200ms。 

4）车牌识别率：白天≥98%，夜晚≥95%， 

5）泊位状态识别准确率应≥99%。  

6）车辆出入场信息（包括视频、图像资料和号牌信息）存储时间应不小于 30 天。 

8.2 信息发布显示设备 

包括但不限于电子公告牌、停车信息显示屏、泊位引导屏、车位状态指示装置、移动终

端、反向寻查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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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性能要求如下： 

1）车位状态指示灯在车位状态稳定后的变化响应时间应≤10 秒。  

2）引导屏数据误差应≤1%。  

3）引导屏空车位数据显示响应时间应≤20 秒。 

8.3 便捷支付设备 

包括但不限于移动支付、二维码、手持智能收费机、ETC 读写器等。 

1）支付完成后延迟时间小于 6s。 

2）对 ETC 车辆识别率达到 99.9%。 

8.4 智能管理服务设备 

包括但不限于智能道闸、智能车位锁、智能充电设备、智能泊车设备等。 

1）智能道闸升降时间：≤6s ，起降寿命：200 万次以上。 

2）智能车位锁响升降时间：≤6s。 

3）智能充电设备防护等级不应低于 IP32（室内）或 IP54（室外）。 

4）智能泊车设备额定载重 2.5~3t，最高速度 1.5m/s，续航时间应不小于 4 小时。 

8.5 高精定位设备 

包括但不限于 Wi-Fi 技术、蓝牙技术、UWB 超宽带技术等。 

设备性能要求如下： 

1）定位延迟时间小于等于 1s。 

2）水平定位误差小于等于 1m。 

8.6 场端 V2X 设施 

安装在停车场道路路测的可实现 V2X 通讯，支持 V2X 应用的由通信模组、传感器和

计算单元组成的智能路测设备，实现环境感知和协同决策功能。包括但不限于视频采集设备、

毫米波雷达设备、激光雷达设备等。 

1）识别频率到达 10Hz 及以上。 

2）识别正确率：99%。 

3）感知位置精度（相对精度）误差应不大于 20cm。 

9 安全保障 

9.1 数据安全 

数据安全应符合以下要求： 

1）停车场管理系统上传数据时，采用加密方式对数据进行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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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停车场管理系统上传数据时，对数据进行完整性保护。 

9.2 网络传输安全  

网络传输安全要求应符合以下要求：  

1）具备对合法接入设备进行标识和鉴别的能力； 

2）能对设备的异常网络访问行为进行检测； 

3）在关键网络节点对攻击及病毒进行检测和防护，检测到攻击时可以对攻击数据进行

留存。  

9.3 应用服务安全  

应用服务安全应符合以下要求：  

1）所有停车资源利用情况的数据应进行加密处理，防止被恶意窃取或修改； 

2）停车收费电子支付交易应拥有 CA 所发放的数字证书，交易过程中通过数字证书对

信息进行加密，并且应对用户的个人信息、交易数据进行保密； 

3）应确保停车收费电子交易过程中交易数据的原始记录和发送记录的真实性和不可否

认性，保证参加电子交易的各方承认交易过程的合法性； 

4）停车人员信息及车辆信息应采用脱敏防护措施，并且存放在独立的数据库服务器，

与其它数据进行隔离，并且实时备份；  

5）应对存放停车人员信息及车辆信息的数据库服务器采取措施以防止数据被恶意泄露。 

9.4 应急保障 

应急保障应符合以下要求： 

1）停车场（库）运营方应制定停车场（库）系统运行应急预案。应急预案应包括停车

管理系统运行环境和设施设备功能或性能异常情况的应对方案。 

2）停车场（库）运营方应根据应急预案定期组织演练。 

 

10 评级与检测 

10.1 场库自评价 

智慧公共停车场（库）根据本技术导则第 5 章要求对智慧等级进行自评价。智慧公共停

车场（库）根据其自身数据基座、智慧设施、智慧应用建设情况对照本技术导则第 5.3 节内

容进行评价，评价等级从低到高依次为 L0 停车场、L1 停车场、L2 停车场、L3 停车场。 

上海市智慧公共场（库）智慧等级自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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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库名称： 备案证号： 填表日期： 

场库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数据基座是否完成与市停车平台对接（详见第 6 章） 等级要求 

数据基

座 

场库静态数据 □完成 □未完成 L0 及以上必须完成 

停车动态数据 □完成 □未完成 L0 及以上必须完成 

公众服务数据 □完成 □未完成 L1 及以上必须完成 

高精电子地图数

据 
□完成 □未完成 L2 及以上必须完成 

智慧设施是否配备且性能达到要求（详见第 8 章） 等级要求 

智慧设

施 

信息采集识别设

备 
□配备 □未配备 L0 及以上必须配备 

信息发布显示设

备 
□配备 □未配备 L1 及以上必须配备 

便捷支付设备 □配备 □未配备 L1 及以上必须配备 

智能管理服务设

备 

□配备 □未配备 
L1 及以上必须配备 

高精定位设备 □配备 □未配备 L2 及以上必须配备 

场端 V2X 设施 □配备 □未配备 L3 必须配备 

智慧应用是否符合响应级别功能要求（详见第 7 章） 等级要求 

停 车 管

控 

道闸管控 □符合 □不符合 L0 及以上必须符合 

车辆识别 
□达到 I 级 □达到 II 级 □不符

合 

L0 及以上须达到 I 级 

L1 及以上须达到 II 级 

泊位状态监测 □符合 □不符合 L1 及以上必须符合 

视频监控 
□达到 I 级 □达到 II 级 

□达到 III 级 □不符合 

L1 及以上须达到 I 级 

L2 及以上须达到 II 级 

L3 须达到 III 级 

网络覆盖 □符合 □不符合 L1 及以上必须符合 

停 车 收

费 

智能计费 
□达到 I 级 □达到 II 级 □不符

合 

L1及以上须达到 I级。 

L2 及以上须达到 II

级。 

便捷支付 
□达到 I 级 □达到 II 级 

□达到 III 级 □不符合 

L1及以上须达到 I级。 

L2 及以上须达到 II

级。 

L3 须达到 III 级。 

电子票据 
□达到 I 级 □达到 II 级 □不符

合 

L1及以上须达到 I级。 

L2 及以上须达到 II

级。 

停 车 预

约 

车位预约 
□达到 I 级 □达到 II 级 

□达到 III 级 □不符合 

L1及以上须达到 I级。 

L2 及以上须达到 II

级。 

L3 须达到 III 级。 

信息通知 
□达到 I 级 □达到 II 级 □不符

合 

L1及以上须达到 I级。 

L3 须达到 II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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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位管控 
□达到 I 级 □达到 II 级 

□达到 III 级 □不符合 

L1及以上须达到 I级。 

L2 及以上须达到 II

级。 

L3 须达到 III 级。 

车 位 共

享 
在线签约 

□达到 I 级 □达到 II 级 

□达到 III 级 □不符合 

L1及以上须达到 I级。 

L2 及以上须达到 II

级。 

L3 须达到 III 级。 

停 车 充

电 
智能充电 

□达到 I 级 □达到 II 级 

□达到 III 级 □不符合 

L1及以上须达到 I级。 

L2 及以上须达到 II

级。 

L3 须达到 III 级。 

停 车 引

导 

泊位诱导 
□达到 I 级 □达到 II 级 

□达到 III 级 □不符合 

L1及以上须达到 I级。 

L2 及以上须达到 II

级。 

L3 须达到 III 级。 

步行指引 
□达到 I 级 □达到 II 级 

□达到 III 级 □不符合 

L1及以上须达到 I级。 

L2 及以上须达到 II

级。 

L3 须达到 III 级。 

反向寻车 
□达到 I 级 □达到 II 级 

□达到 III 级 □不符合 

L1及以上须达到 I级。 

L2 及以上须达到 II

级。 

L3 须达到 III 级。 

高精度定位 
□达到 I 级 □达到 II 级 □不符

合 

L2及以上须达到 I级。 

L3 须达到 II 级。 

场内外导航 □符合 □不符合 L2 及以上必须符合。 

自 主 泊

车 

智能设备自动泊

车 
□符合 □不符合 L3 必须符合。 

智能调度 □符合 □不符合 L3 必须符合。 

全息感知 □符合 □不符合 L3 必须符合。 

场库自评价等级 

□L0 停车场 

□L1 停车场 

□L2 停车场 

□L3 停车场 

（盖章）                                   （日期） 

区交通主管部门复核意见 

 

□符合 □不符合 

（若不符合，请说明） 

 

（盖章）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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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复检 

10.2.1 复检内容 

智慧公共停车场（库）复检检测内容包括： 

1）数据基座与市停车平台对接情况：智慧公共停车场（库）是否按照其智慧等级完成

了与市停车平台相应数据内容对接，且数据传输质量满足本技术导则第 6 章要求。 

2）智慧设施配备及性能情况：智慧公共停车场（库）是否按照其智慧等级配备了相关

智慧设施，且设施性能满足本技术导则第 8 章要求。 

3）智慧应用功能实现情况：智慧公共停车场（库）是否按照其智慧等级实现了相关智

慧应用功能，且应用功能程度满足本技术导则第 7 章要求。 

10.2.2 复检方式 

上海市智慧公共停车场（库）评级复检应采用市级停车信息平台测试、实地调研、经认

证的资料检查、安全性测试、可靠性测试等检测方法，按照市智慧公共场（库）智慧等级自

评表内容逐项进行检测，应符合本技术导则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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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停车场（库）建设技术导则 

第Ⅲ部分：智慧道路停车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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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适用范围  

为指导和规范本市智慧道路停车场建设，根据国家有关标准，结合本市实际情况，编制

本技术导则。本规范适应于本市收费道路停车场智慧停车系统建设。凡本技术导则未包括的

技术标准、技术要求按相应的国家或行业标准、规范执行。本市新增、调整以及改造现有道

路停车场的智慧化停车系统应参照本规范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

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1) GA-24.4 机动车登记信息代码 第 4 部分：车辆类型代码 

(2) GA-24.7 机动车登记信息代码 第 7 部分：号牌种类代码 

(3) GA-24.8 机动车登记信息代码 第 8 部分：车身颜色基本色调代码 

(4) GA/T 367 视频安防监控系统技术要求 

(5) GB/T 28181 安全防范视频监控联网系统-信息传输、交换、控制技术要求 

(6) GA/T 832 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图像取证技术规范 

(7) GA/T 833 机动车号牌图像自动识别技术规范 

(8) GA/T 1271 城市道路路内停车管理设施应用指南 

(9) GB5768.3  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第 3 部分：道路交通标线 

(10) GB/T 2423.1-2008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 1 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 A：低温 

(11) GB/T 2423.2-2008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 2 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 B：高温 

(12) GB/T 17626.2-2006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静电放电抗扰度试验 

(13) GB/T 17626.5-2008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浪涌(冲击)抗扰度试验 

(14) GB 4208-2008 GB 4208-2008 外壳防护等级(IP 代码) 

(15) GA/T 1426-2017 机动车违法停车自动记录系统通用技术条件 

3 术语和定义  

3.1 道路停车位（Road Parking Space） 

相关部门根据规划或实际需求设置的在道路上用来专门停放机动车辆的位置区域。停车

位包含符合标准的地面标线和尺寸大小应符合《GB5768.3 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第 3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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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交通标线》规定。 

3.2 标准占据停车位( Accurate Parking State) 

符合停车位规格大小的车辆车身完全处于停车位标线约束的内部区域。 

3.3 停车位状态( Occupancy state of Parking Space) 

停车位是否由符合停车位规格大小的车辆驶入停车位并标准占据停车位，一般由两中状

态：占据、空闲。 

3.4 停车位占据( Parking Space is occupied)  

停车位不能够让符合停车位规格大小的车辆驶入停车位并标准占据停车位。 

3.5 停车位空闲 （Parking Space is free) 

停车位无符合停车位无任何规格大小的车辆驶入，或无其他超过停车位并标准占据停车

位驶入。 

3.6 车辆停车入位 (Drive Into Parking Space) 

车辆驶入停车位处于标准占据状态的过程。 

3.7 车辆停车离位 (Drive Out of Parking Space) 

车辆从被占据的停车位驶离，停车位空闲状态。 

3.8 停车计时( Parking Metering) 

车辆停车离位时间与车辆本次停车入位时间之间的时间差。 

3.9 停车计时误差( Parking Metering Deviation) 

设备自动记录的车辆停车计时与车辆实际发生的停车计时之间的差值。 

4 缩略语 

CA：证书认证机构（Certification Authority）  

HTTP：超文本传输协议（Hypertext Transfer Protocol）  

TCP：传输控制协议（Transmission Control Protocol）  

OD：起讫点（Origin Destination） 

5 收费道路停车智慧设施系统 

5.1 系统组成 

道路停车智慧系统道路停车路侧设施、计算机系统（云资源）、接口和公众服务系统组

成。其中道路停车设施包括车位检测装置、车辆采集装置、通信装置、供电装置、温控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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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雷装置等外场关键设备。 

计算机系统（云资源）包括完成系统应用所需要的内场计算机资源，包括计算服务资源、

数据库、数据存储、系统软件、应用软件、互联网络等组成。 

互联接口完成道路停车系统与市级停车信息平台互联和功能实现的接口功能。 

应用服务功能由市级停车信息平台和智慧道路停车场共同完成的各类智能服务功能，包

括全过程无人值守管理、停车监测和指引等功能。 

 

图1 智慧道路停车场信息系统结构图 

其中车辆采集装置（视频检测设备）可以是分离的摄像机和智能图像分析装置，或为是

一体化的智能分析摄像机或支持汽车电子牌子检测设备，车位检测装置主要是检测车位占用

时间装置，为地磁、雷达等各类检测设备。通信装置可以是独立的有线或者无线路由器，也

可以是集成到分析装置的多网路主机。停车检测系统硬件除关键设备外，还包括机柜、选择

性包含环境监测装置等。 

5.2 智慧道路停车业务流程 

智慧道路停车场应提供车辆停车全过程的信息服务，包括信息查询、泊位指引、停车监

测、车辆采集、在线缴费、过程监管、服务评价等，全过程业务流程如图 2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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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停车业务流程图 

6 智慧道路停车场分级 

6.1 分级原则 

在对道路智慧停车场分级时，按照提供出行前查询、出行诱导和停车服务全过程服务子

系统自动化程度水平进行分级评价。最低级应满足具备支撑人工手持智能收费终端为主要设

施的服务和应用，最高级应满足支撑全过程无人值守的自动停车收费诱导服务和应用。 

6.2 等级划分 

智慧停车场（库）根据其智慧化分级要素建设程度划分为 L0~L3 级四个等级，按智慧

化程度从低到高依次为 L0 停车场、L1 停车场、L2 停车场、L3 停车场。 

6.2.1 L0 停车场 

L0 级停车场是指按要求与市级停车信息平台规范联网的道路停车场，分级要素应满足

以下要求： 

1）建设停车静态数据和停车记录类等数字基座内容； 

2）至少配备移动智能收费等设备； 

3）支撑市级停车信息平台规定功能实现。 

6.2.2 L1 停车场 

L1 级停车场是指在 L0 级基础上，能够实现停车过程中部分信息采集自动化，分级要素

应满足以下要求： 

1）建设全部静态停车数据及动态停车数据等数字基座内容； 

2）配备必要的停车泊位信息采集识别设备、便捷支付设备、智能管理服务设备等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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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 

3）具备自动计费、停车收费、停车引导等基本便捷服务应用功能。 

6.2.3 L 停车场 

L2 级智慧服务停车场是指在 L1 级基础上，实现实现停车过程中全部信息采集自动化，

能实现无人值守收费功能，分级要素应满足以下要求： 

1）建设全部静态停车数据、动态停车数据及电子地图等数字基座内容； 

2）配备完整的泊位信息采集识别设备、车辆特征信息采集设备、信息发布显示设备、

便捷支付设备、智能管理服务设备等设施设备； 

3）具备支撑停车管控、停车自动收费、智慧充电、停车引导、无人值守缴费等智慧应

用功能。 

6.2.4 L3 停车场 

L3 级停车场是指在 L2 级基础上，具备 V2X 通信技术设施，能为自动驾驶车辆提供智

能路径调度、场端全息感知等自主泊车应用的停车场（库），分级要素应满足以下要求： 

1）建设全部静态停车数据、动态停车数据及支撑自动驾驶车辆使用的高精度电子地图

等数字基座内容； 

2）配备信息采集识别设备、信息发布显示设备、便捷支付设备、智能管理服务设备、

V2X 通信设施、智慧充电等设施设备； 

3）建设建设停车管控、停车收费、停车预约、车位共享、停车充电、停车引导、自动

泊车等高等级智慧应用功能。 

6.3 等级划分特征 

根据道路停车场支撑车辆停车自动化水平，各道路停车场智慧化水平特征如下： 

1）L0 级：道路停车场无智能化停车设备，车辆进、离道路停车泊位过程中数据采集、

计费、收费等以手持智能移动终端为主，道路停车协管人员需要全程参与停车管理收费过程。 

2）L1 级：道路停车场安装部分智能化停车设备，车辆进、离道路停车泊位过程中数据

采集、计费、收费等，收费等能够自动采集部分数据，道路停车协管人员需要参与停车管理

收费部分过程，例如车辆特性（车牌、车型）等信息录入。 

3）L2 级：道路停车场安装部分智能化停车设备，车辆进、离道路停车泊位过程中数据

采集、计费、收费等所有功能可通过系统自动采集，道路停车协管人员无需要参与停车过程。 

4）L3 级：道路停车场安装支持自动驾驶等智能化停车设备，车辆进、离道路停车泊位

过程中数据采集、计费、收费等所有功能可通过系统自动采集，道路停车协管人员无需要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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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停车过程。 

7 道路停车智慧功能等级要求 

各等级智慧停车系统的功能配功能如下： 

序号 功能类别 分级要素 L0 L1 L2 L3 

1 信息联网功能 联网功能 ● ● ● ● 

2 

 停车收费功

能 

手持移动收费终端 ● ●     

3 自助缴费功能   ●     

4 无人值守收费功能     ● ● 

5 无感支付功能       ● 

6 
停车视频监控

功能 

停车视频监控   ● ● ● 

7 停车视频存储   ● ● ● 

8 停车录像取证   ● ● ● 

9 
停车状态检测

功能 

车辆入位离位状态

检测 
  ● ● ● 

10 
车辆全过程状态检

测 
    ● ● 

11 

信息采集功能 

停车入位离位自动

采集 
  ● ● ● 

12 
停车入位离位自动

计时 
  ● ● ● 

13 

信息识别功能 

车牌号码自动颜色

识别 
    ● ● 

14 车辆类型自动识别     ● ● 

15 
车辆外观属性自动

识别 
    ● ● 

16 异常停车自动识别     ● ● 

17 违法停车自动识别     ● ● 

18 自动停车功能 自动泊车       ● 

8 道路移动智能终端功能 

8.1 基本要求 

道路移动智能应具备停车车辆信息采集、计费、人员、联网等功能，数据接入市级停车

信息平台外，还应具备且不限于以下各项功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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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1 人员管理功能 

1、签到 

收费设备在进入业务模式前，需要通过向智能信息后台系统进行签到，完成设备合法性

认证、时钟校对、运营参数下载、欠费单下载、交易数据补发等认证和传输过程。 

2、签退 

收费设备采用签退的方式来实现值勤班次的切换和交接。 

收费设备签退使用输入操作员编号对应的密码的方式实现。 

8.1.2 收费车位管理 

设备从市级或区级管理平台获取收费泊位、费率、时间等相关数据，同时能够对每个车

位用不同颜色分别表示空位、占位和超时；可显示车位号和车牌号；能够释放或占用车位。 

8.1.3 车辆信息采集管理 

智能收费终端支持停放车辆牌照的拍照采集，支持车牌识别技术，支持视频自动识别车

牌。 

智能收费终端支持军车牌照、特殊行业车辆尾号中文的牌照的输入。 

智能收费终端。 

8.2 收费管理 

8.2.1 支付方式 

智慧道路停车场应提供多种停车费用支付方式，包括人民币现金、数字人民币、移动支

付、银联支付、微信或支付宝免密支付、ETC电子支付等。 

支持智能移动终端扫码支付方式（满足微信、支付宝、银联、云闪付等线上付费方式），

并且手机支付完成后，POS机响应时间小于6秒，发票打印完成时间小于10秒。 

8.2.2 计费功能 

应具备自动计费功能。能按照核准道路收费标准计时计费，能够对非离场车辆连续计费。 

应具备自动终止计费功能，能按照核准道路收费标准跨收费时段计费，并对非收费时段内停

止计费。 

8.2.3 收费模式 

1）停车预付费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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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收费终端可支持输入车牌号，输入预计停车时长，计算预付停车费，支持手机扫码

支付停车费。智能收费终端计算停车时间，车辆停放时间在购买时间内，宫格显示绿色，车

辆停车超过预付费时间，宫格显示红色。计算预付停车费时，禁止停车时段不计入计费。 

2）超时补费功能 

停车时间超过预付购买时间，需进行补费。智能收费终端可计算超出预付的停车时间和

超过预付停车时间产生的停车费，支持手机扫码支付补费。计算补费时，禁止停车时段不计

入计费。 

3）交易关闭功能 

对于未超时，不需要补费车辆，车辆离开时，管理员可关闭交易，释放停车位，车位宫

格切换为空位状态。 

4）超时强制关闭交易功能 

对于超时逃逸车牌和拒付费车辆，管理员可以标识其为逃逸，纳入后台征信系统，并可

以强制关闭交易，释放停车位，车位宫格切换为空位状态。 

5）欠费补缴功能 

在自动识别车牌或手动输入车牌后，后台征信系统内有欠费记录的车辆，管理员可出示

所有欠费记录具体的停车时间、欠费金额，并可要求停车人选择（停车人可以只承认部分欠

费）进行补缴，支持手机扫码支付欠费。停车人在不承认欠费前提下并继续停车时，上报后

台征信系统并且催缴次数自增一次。 

6）欠费查询 

欠费金额、欠费路段可实时查询 

8.3 电子票据告知书 

8.3.1 电子票据告知书 

可打印符合上海市财政局票据规范的电子票据告知书，并支持一网通办电子票号票据打

印，打印电子票据告知书；可根据车牌号，补打印停车发票或重新打印停车发票；票据打印

的格式和内容符合财政局票据要求，并区分手机扫码支付票据和现金支付票据。 

8.3.2 打印机性能 

打印机打印票据的时间小于10秒；可与智能终端进行无线连接，连接时间小于10秒。系

统可查询本机当天所有的停车交易记录明细，并支持重新打印交易发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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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3 票据管理 

系统可根据车牌查询5天内的发票明细，并支持重新补打发票凭据；系统可查询30天内

的交易笔数和金额，区分手机扫码支付和现金支付。 

8.4 数据管理 

智能收费终端可安全存储30天内的数据，存储至少10000条记录的空间；数据同步在同

一路段内管理员的收费机具有的数据可在不同执勤人员之间进行自由切换，确保收费数据的

完整，签到后即自动更新泊位使用状态；智能收费终端签到后，以5-10分钟/次的频率上报

位置，位置精确度确保在1-10米的偏差内；支持签到后校准实时时钟时间，时间为POS机监

控系统服务器时间，内容包括年、月、日、时、分、秒。 

8.4.1 权限管理 

对于收费终端在业务过程中所出现的一些特殊操作要求，须使用具备指定权限的密码验

证方式进行操作。特殊操作要求包含且不限于以下内容: 

1）修改收费车位数量； 

2）各类配置参数修改。 

8.4.2 数据联网传输 

1、交易数据联网 

根据收费模式的要求，停车预付费和超时补费作为支付宝、微信、云闪付、银联线上支

付的交易数据，要求收费POS机在交易完成后通过无线方式实时自动上传至市级平台或区级

平台。 

2、业务数据联网 

根据收费模式的要求，签到/签退、交易关闭、超时强制关闭交易作等数据产生后通过

无线方式实时自动上传至区后台。 

3、运营参数 

收费费率、时钟、黑名单（包括车牌黑名单）等在内的各类运营参数能够做到实时上传

和下载。 

4、自动重发 

在数据自动上传不成功或未收到应答的情况下，终端应能启动自动重发机制，以一定的

时间间隔和重试次数尝试数据重发。 

5、准确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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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传输应采用数据校验机制，数据传输准确率＞99%； 

数据传输误码率和漏码率应<01%。 

8.4.3 数据存储 

可通过终端查询30天内的操作记录和收费记录； 

未发送的终端数据应做分类统计； 

以上记录和数据支持USB外部接口导出。 

8.4.4 心跳保持 

设置时间内，每间隔一段时间，POS机向后台发送在线信号。 

8.4.5 与其他系统机联动 

智能移动终端应可与其他车位检测设备、高位视频检测设备等互联，并通过终端可查询

并记录车辆出入时间、显示车位占有情况，并予以结算、收取停车费用。 

8.5 其他功能要求 

智慧道路停车场应与上海市公共停车信息平台计费系统对接，具备自动计费请求查阅、

支付申请、支付结果确认、计费撤销、继续计费等功能。 

智慧道路停车场应与上海市公共停车信息平台计费系统对接，对道路停车支付成功订单

信息提供道路停车电子票据，并可通过APP下载、电子邮件、微信钱包、支付宝卡包等发送。 

9 道路车位检测设备 

9.1 基本功能要求 

道路车位检测设备能够检测道路停车泊位占用状态，准确记录车辆入场时间、车辆离场

时间等内容。 

1）泊位状态检测功能：适应串行、并行、交织型泊位车辆检测。 

2）数据通信功能：能够支持移动互联网或窄带物联网数据传输要求。 

3）数据存储功能：安全存储30天内的数据，存储至少10000条记录的空间；在通讯异常

情况下，可以本地保存数据记录，并在通信恢复时补传。 

4）设备自检和报警功能：设备定期自我检测，对异常可以自复位及自动报警。 

5）时钟同步功能：自动时钟同步，定时心跳信号上传，记录和异常信息自动标记时间

戳，满足准确定时要求。 

6）设备参数设置可调。可通过后台下发设备参数数据，调整检测频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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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设备联网要求 

为了确保道路停车设备与市停车平台的实时性、准确性、完整性，高位视频设备需定时

向后台发送心跳记录,应确保1分钟发送一次心跳。 

联网功能要求车位检测到车辆进出场时向平台推送实时数据，未上传成功需补传。 

9.3 车位检测器设备性能要求 

 

电池工作寿命 ≥2 年 

检测判决时间 ≤15S；可调 

检测准确性 ≥98% 

抗磁干扰 抗强恒磁场和交变磁场 

抗水漫 10cm 水漫情况下正确通讯，抗水淹和防水凝设计 

抗剪应力及承重 ＞8T 

防护等级 IP68 

9.4 供电和工作环境 

供电方式 电池 

工作温度 -30℃~+75℃  

 

工作湿度 ≤99%RH 

安装方式 地埋式，安装后与地面平齐 

10 道路停车行为视频采集功能要求 

10.1 停车行为采集功能要求 

道路停车视频采集功能主要通过视频技术和智能分析算法实现对车辆停车入位、离位去

全过程采集、车辆号牌和特性识别、停车行为解析以及辅助自动计费等功能。 

 

系统应具备车位异常占用功

能 

当车位被非机动车（两轮自行车、电动车、三轮车）、

摊位、建筑垃圾等占用时，检测识别并输出信息至后

台 

异常停车识别功能检测 

可识别逆向停车、跨位停车、斜位停车并在管理平台

显示，能够对泊位间停车调整入位或离位时的反复过

程，应该由系统自动识别并过滤。 

违法停车识别功能检测 
在停车位外设定的检测区域内有车辆停放时，可进行

图像抓拍并上传管理平台 

车牌识别功能检测 

可对停车入位的车辆进行号牌字符和车辆号牌颜色识

别； 

在天气晴朗无雾，号牌无遮挡、无无损的条件下，日

间测试：采用3辆车进行停车入位试验，试验次数共计

150次；夜间测试：2辆车进行停车入位试验，试验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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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100次 

车辆号牌号码识别结果：日间正确识别次数不少于145

次，夜间正确识别次数不少于95次； 

车辆号牌识别符合GA/T833中规定。 

应能自动识别停入车位的车辆号牌颜色。号牌类型应

包括GA36规定的号牌（摩托车号牌、低速车号牌、临

时号牌、拖拉机号牌除外）、新能源汽车号牌、武警

汽车号牌和军用汽车号牌等。 

车牌补拍/修正功能检验  

车辆入位未识别到车牌或车牌识别错误情况下，可在

车辆停放期间或离位时补拍不少于1张可辨识车牌号

码的图片，并进行车牌识别结果修正；补拍的车牌图

像记录时间应晚于停车入位时间，早于停车离位时间 

车辆外观属性识别功能 

车辆外观属性包括：车型及车身颜色 

支持大型车、中型车、小型车三种车型； 

支持识别车身颜色，包括： 

白、灰、黄、粉、紫、绿、蓝、红、棕、黑，其他； 

支持无牌车检测 
对于无车牌的泊位车辆，可通过管理平台显示车辆号

牌为“无”或显示虚拟号牌 

支持应急救援专用号牌识别 可对应急救援专用号牌进行识别并显示 

多片区泊位检测功能 

在单个相机识别视场内，道路同侧的不连续泊位的停

车要能准确识别。即单个相机必须能准确识别不连续

泊位的车辆停车。 

 

10.2 停车泊位检测功能 

系统支持设置路内平行停车位、路内垂直停车位、路内斜向停车位3种停车位场景；且

支持不连续分布的停车位场景，支持车头和车尾朝向检测。 

支持停车泊位状态检测，系统支持对所覆盖的每个车位进行状态检测，在多辆车辆进入

车位时状态均能正确检测状态变化包括：占用和未占用。 

支持专用停车泊位检测，系统可设定专用车位分析检测功能，对于不符合停放要求的可

输出报警信号，如小型车位停放大型车辆、新能源车位停放燃油车辆等。 

当车辆进入车位停稳后，系统判断车位状态变化反应时间≤10秒 

10.3 多通道检测功能 

抓拍摄像机每组单个摄像机至少4-8个车位以上的视频流同时接入，并进行停车、异常

停车、违停等相关功能检测；系统支持在不少于8辆车同时进出车位时可进行停车检测抓拍，

输出停车记录且无漏排情况。 

10.4 停车入位、离位图像采集和解析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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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1 图像采集解析功能 

停车入位图像抓拍功能应能记录2张反映车辆停车入位过程的图片，图片应清晰辨别车

辆外观特征、车牌号码、目标停车位及车辆已停车入位； 

车辆离位图像抓拍功能应能记录3张反映车辆驶离停车位过程的图片，图片应清晰辨别

车辆外观特征、车牌号码、目标停车位、车辆已停车入位和车位空闲或被其他车辆占用；记

录的图片中应叠加设备编号、时间、车位编号信息，图片中应用线段标识目标停车位图片图

像质量应符合GA/T832中规定。 

图片分辨率不小于1920*1080；图片文件不大于400KB；具备防篡改功能；图片上用箭头

或者线段标识出目标停车位。 

10.4.2 短视频采集解析功能 

应能对停车入位和停车离位进行短视频取证。 

进离场短视频不少于30s，视频编码方式 H.264，分辨率1080P，帧率2帧/秒，文件大小

不超过5MB。短视频文件格式应至少支持avi、mp4、fl等主流方式； 

停车入位和离位的短视频中必须包含对应图像取证的过程。 

10.4.3 视频解析功能 

系统在监测设备状态时，（1）车位上已经停有车辆，当车位被大型车辆遮挡一定时间

后离开，系统需要在车位上车辆离开时自动检测是否为同一辆车，如果非同一辆车，所有数

据自动舍弃。如果是同一辆车，记录数据有效，按要求提交数据。（2）车位上无车，当车

位被大型车辆遮挡一定时间后离开，车位上停了车辆，系统需要在大车离开后计时，车位上

车辆离开时结束计时，并按要求提交数据。（3）车位上有车，当车位被大型车辆遮挡一定

时间后离开，车位上车辆已经离开，系统需要在大车离开后立即停止计时，并按要求提交数

据。 

10.5 其他功能要求 

序号 功能项目 基本性能要求 

 

视频检测功能检测 

可通过管理平台显示车辆停车入位、离位过程和周边场

景的视频画面 

支持：视频采用H.264/H.265编码标准；支持Onvif协议、

RTSP协议； 

视频可选择叠加信息（包含时间、地点等） 

视频分辨率不低于1920*1080； 

正常网络环境下，视频播放延时不大于5秒； 

 视频录像功能检验 可对停车场进行24小时不间断视频录像，并通过管理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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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查看录像，延迟播放时间不大于5秒 

 
智能解析算法检测功能 

系统完成基本设定后，应能自动对停车场景内车位、车

辆进行分析，并输出停车、违停等相抓拍信息 

 

自检功能检验 

系统启动后应能进行自检，将自检结果上报到后台，为

设备运维提供数据依据。系统自检项目包括：视频源异

常或丢失、存储不足、数据上传异常等 

 

车辆入、离位时间误差 

系统在车辆停稳或者车辆离开车位时记录的停车入位

时间与实际车辆入、离位时间误差；入、离位时间误差：

不大于30秒 

 
套牌车预警 

系统内可对同一时间内存在相同号牌的停车记录，进行

预警提示 

 
尾号检测预警 

系统可对设定的车辆尾号与系统在停的停车记录进行

匹配，对符合设定条件的车辆进行预警提示 

 
隐私保护功能 

系统可开启自动识别人脸，并对其关键信息进行处理，

如马赛克，以保护车主、行人隐私 

 定时功能检测 可按设定的时间段定时启动停车检测功能 

 

远程维护功能检测 

可通过管理平台检测主机的运行状态。包括：CPU使用

率、内存使用率、磁盘使用率、CPU温度、内存温度、

系统负载等，并可对主机进行远程重启和软件升级 

可通过网络远程对单个/批量设备进行控制维护，包括：

重启设备、升级软件、下发配置及计划等。 

 
时间同步功能检验 

可通过管理平台对主机进行时间同步 

支持NTP校时 

 计时误差 24h的计时误差不大于1s 

 时间显示精度检验 时间显示精度为1s  

 
停车计时功能检验 

可通过管理平台对车辆停车入位和离位的时间进行计

时 

 
存储容量检测 

主机存储容量不小于1TB ， 

可扩展硬盘扩容不小于4TB 

 

数据传输功能检测 

主机和管理平台之间可通过TCP/IP方式进行视频传输，

传输延迟时间不大于3min；主机支持网络异常情况下进

行离线数据存储，网络恢复后进行断点续传 

 日志功能检验 可通过管理平台记录主机的日志信息 

 
安全访问功能检验 

必须通过用户名和密码方式才能登录管理平台访问样

机 

 

断电数据保障功能 

系统支持定期保存监管车位停车情况，在设备异常断电

恢复后能够自动比较断电前后停车情况。对断电期间离

位的车辆采用断电前记录的信息离位，确保停车记录不

多计时；对断电期间未离位的车辆不重复产生记录。 

 

双模式功能检测 

系统支持在同一停车位区域内根据设定时段进行工作

模式切换，禁停时段按违停进行抓拍，并输出违停抓拍

信息，在停车时段按停车抓拍并输出停车信息。 

11 道路停车场视频采集数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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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停车进场记录要求 

进场记录须包括视频设备信息、停车路段及泊位信息、车辆进场时间信息、车辆车牌信

息（车牌号码、车牌颜色、车辆类型）等数据内容。 

11.2 停车出场记录要求 

进场记录须包括视频设备信息、停车路段及泊位信息、车辆出场时间信息、车辆车牌信

息（车牌号码、车牌颜色、车辆类型）、停车收费信息停车时长、收费金额。 

11.3 设备心跳记录要求 

为了确保道路停车设备与市停车平台的实时性、准确性、完整性，高位视频设备需定时

向后台发送心跳记录,建议1分钟发送一次心跳。 

11.4 停车进/出场图片要求 

1、车辆进/出场全景图 

全景图能清晰识别车辆前部或候补全貌、停车路段及停车泊位信息，确定车辆在该路段

停车泊位产生进场停车的行为。 

 

图 3 车辆进场全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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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车辆出场全景图 

11.5 车辆进/出场车牌特写图 

车辆和车牌特写图车辆特写图必须完整体现车辆特征和车牌号码特征，车牌特写图为车

辆牌照特写，能够清晰记录车牌的颜色、汉字、英文字母、数字以及车辆轮廓特征。 

 

图 5 车辆进场特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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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车辆出场特写图 

11.6 车辆进/出场合成图 

车辆进/出场合成图要求，入场特写加入场全景合成进场合成图；离场特写加离场全景=

出场合成图。单张合成图片大小不超过 1.5M。 

 

 

图 75 进场合成图片 

 

图 8 离场合成图片 

11.7 图像水印要求 

图像生成时应自动添加水印信息，信息内容包括：数据时间（精确到秒）、停车地点（含

停车路段及停车泊位信息）、拍摄方向、拍摄设备编号、车牌号码及限时停车要求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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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水印文字 

11.8 图像格式要求 

图像应为 24 位真彩图像，图像分辨率不低于（1280X720）像素点，图片采用 JPEG 编

码,以 JFIF 或 JPEG 文件格式存储，压缩因子低于 70.图像采集过程中不得改变图片的尺寸、

像素、色彩等原始成像内容。 

11.9 离场短视频 

道路停车收费系统在车辆离场时需向市停车平台提供车辆离场短视频。短视频文件时长

为 7-10 秒离场短视频，视频文件格式为 MP4。 

12 视频联网要求 

视频识别智能停车场应建设完整视频监控设备。视频监控摄像机可独立建设也可与车辆

采集摄像机复用。视频监控系统应支持视频监控图像的实时浏览、云镜控制、录像查询调用

与录像下载等功能。 

视频监控系统应具备完善的设备状态同步机制，能将当前系统中设备的在线及录像等状

态及时上报给上级平台。 

12.1 视频联网协议要求 

视频监控系统与市级视频监控系统联网通信协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GB/T 28181-

2016公共安全视频监控联网系统信息传输、交换、控制技术要求》。其中主要涉及到的控制、

传输协议有：1）注册和注销；2）实时视音频点播；3）设备控制；4）网络设备信息查询；

5）状态信息报送；6）设备视音频文件检索；7）历史视音频的回放；8）视频音频文件下载；

9）订阅和通知。视频联网同时应支持本规范基于 GB/T 28181-2016 协议的扩展协议。 

12.2 视频传输要求 

1）视频图像应采用符合 H.264 编解码标准的数字化压缩编码技术，并根据通信网络系

统架构传输至市级管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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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视频传输要求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公共安全视频监控联网系统信息传输、交换、

控制技术要求》 GB/T 28181-2016。 

3）视频图像码流应采用 TCP 方式传输，以保证低带宽网络条件下视频传输的稳定性。 

4）实时视频应支持主/子码流切换，市级管理中心可以根据需求选择查看停车场的高分

辨率主码流图像，或者低分辨率子码流图像。 

12.3 联网性能要求 

1）视频监控系统接入市级管理中心网络传输时延应小于等于30ms。 

2）视频监控系统视频流或录像播放单个服务器的并发能力应大于等于60路。 

3）视频监控服务器平均无故障运行时间（MTBF）应大于等于20000h。 

4）视频监控图像控制指令响应时延应小于等于500ms。 

13 视频储存要求 

13.1 图像质量要求 

1）实时视频主码流图像应采用分辨率1080P（1920×1080），帧率25fps，码率4Mbps；

实时视频辅码流图像应采用分辨率720P（1280×720），帧率25fps，码率2Mbps; 

2）录像回放图像分辨率应采用分辨率1080P（1920×1080），帧率25fps，码率4Mbps。 

13.2 图像储存要求 

1）视频监控图像应采用属地化存储，即由视频监控设备的直接管理单位进行视频图像

存储；上级管理中心不直接存储停车场视频监控图像，上级管理中心可以根据业务需要，对

关注的视频点位做实时视频本地录像，或对录像回放视频做本地录像。 

2）视频监控视视频的存储应保持原始完整性，视频图像存储分辨率应采用不低于1080P，

宜按原数字高清码率进行存储。 

3）停车场视频监控图像存储时间不应少于90天。 

13.3 短视频储存要求 

1）车辆在进离场时产生的短视频，应能清晰识别车辆全貌，记录车牌的颜色、汉字、

英文字母、数字以及车辆轮廓特征，确定车辆产生的进离场停车行为。 

2）进离场视频分为进场短视频和出场短视频，两段视频时长均为1分钟，由进场/离场

时间的前后30秒视频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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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进离场短视频格式为MP4，其中视频编码方式 H.264，分辨率1080P，帧率2帧/秒，

文件大小不超过5MB。 

4）进离场短视频存储时间不应少于365天。 

13.4 权限管理要求 

1）视频监控系统应支持对用户分权、分级管理，应对系统用户定义不同优先级。 

2）市级停车信息平台用户应享有区级视频监控资源的最高级别控制权限。例如市级平

台用户在某些特殊情况下需要对前端球机进行云镜控制操作时，区级视频监控系统应对该球

机的云镜控制功能进行锁定，在某一时间范围内只允许市级平台用户进行云镜控制操作，区

级平台用户无法操作，该时间过后区级平台用户恢复控制操作。 

13.5 图像字符叠加要求 

停车场视频监控图像应在前端相机上做好字符叠加，字符叠加信息应至少包括日期、时

间、停车地点、停车场限停时间、设备编号，抓拍方向等。 

13.6 时间同步要求 

视频监控系统应具有本地统一校时功能。视频监控系统统校时应支持 NTP 协议实现时

间同步，设备与系统时钟的同步误差应小于 1s。视频图像存储设备的标定时间与北京标准

时间的随机误差应小于 1s； 

13.7 安全要求 

停车场视频监控信息系统联网信息安全宜按照现行国家标准《公共安全视频监控联网信

息安全技术要求》GB 35114 的相应规定执行。视频监控接入设备安全认证应根据不同情况

采用不同的认证方式，与市级停车信息平台对接应采用平台规范数字认证证书。 

14 自动泊车功能要求 

14.1 智能设备自动泊车 

道路停车场运用智能停车服务设备实现车辆自动停放、搬运、取车等自主代客泊车功

能。 

14.2 智能调度 

道路停车场数据中心通过收集所有停车位状态，在道路停车场的高精度电子地图上利用

地图引擎进行车道级的路径规划，并将规划结果通过 V2X 通信发送给车辆，车辆根据场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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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的全局路径进行循迹控制。当车辆按照道路停车场规划的全局路径行驶，目标车位被其

它车辆占用时，道路停车场能够立即根据车辆当前位置规划新的全局路径。  

14.3 全息感知 

通过在道路停车场的路侧架设激光雷达、摄像头等传感器，将传感器数据在计算设备中

进行融合计算后得到感知结果（包括目标的位置、类别、航向、速度等信息），并将感知结

果通过 V2X 通信方式发送给周围车辆。  

15 信息安全 

15.1 数据安全 

道路停车场信息采集、存储、使用时应确保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数据应存储在市、区

两级信息主管部门指定或许可的云平台或自建信息平台。自建信息平台应符合国家信息安全

等级保护要求。 

上海市公共停车信息平台的授权用户经过认证后，再建立与停车场管理系统之间的数据

传输通道；建立数据传输通道时，先进行双向认证，保证数据传输双方安全可靠；数据传输

通道应对传输数据进行加密和完整性保护；敏感信息应在系统以密文形式保存。 

15.2 网络和传输安全  

智慧道路停车系统外场设置与云平台、内场系统应建立专用通信网络，不得在利用互联

网非安全域传输敏感信息。 

网络传输安全要求应符合以下要求：  

1）具备对所有合法接入设备进行标识和鉴别的能力； 

2）能过滤所有非法节点和伪造节点所发送的数据；  

3）能鉴别数据的新鲜性，防止历史数据重放攻击； 

4）能对设备的异常网络访问行为进行检测； 

5）在关键网络节点对攻击及病毒进行检测和防护，检测到攻击时可以对攻击数据进行

留存。  

15.3 应用服务安全  

应用服务安全应符合以下包括：  

1）所有停车资源利用情况的数据应进行加密处理，防止被恶意窃取或修改； 

2）停车收费电子支付交易应拥有数字认证证书，交易过程中通过数字证书对信息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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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密，并且应对用户的个人信息、交易数据进行保密； 

3）应确保停车采集过程中原始记录和发送记录的真实性和不可否认性，保证参加电子

交易的各方承认交易过程的合法性； 

4）应对泊车收费数据进行安全审计，审计覆盖到每个用户，应对审计记录进行保护和

定期备份； 

5）停车人员信息及车辆信息应采用脱敏防护措施，并且存放在独立的数据库服务器，

与其它数据进行隔离，并且实时备份；  

6）应对存放停车人员信息及车辆信息的数据库服务器采取措施以防止数据被恶意泄露。 

15.4 市级公共停车信息平台联网 

智慧道路停车场应按照 DB31/T 1083-2018 《公共停车信息联网技术要求》完成与上海

市公共停车信息平台的数据对接和传输。 

16 智慧道路停车场车位标识 

16.1 设置原则 

智慧道路停车场的标志主要有：智慧道路停车场标志、车位轮廓线、地面识别信息

等。 

16.2 智慧道路停车场标志牌 

智慧道路停车场应设置的标志有智慧道路停车收费告示牌和无人值守收费告知牌，并

应符合以下要求： 

a）应设置智慧道路停车收费告示牌，样式见图 10，材质应符合的 DB31/T 485规定； 

 b）已按 DB31/T 485 规定要求设置道路停车场标志牌的路段，应将道路停车场标志牌

调整为智慧道路停车收费告示牌； 

c）增设无人值守收费告知牌，样式见图 10； 

d）告知牌应与电子警察告知牌规格一致，为 600mm（宽）×900mm（长），使用铝制

板材，高强度级反光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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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告示牌样式 

16.3 车位轮廓线 

应设置车位轮廓线，车位轮廓线应符合 GB5768.3的要求。 

16.4 地面识别信息 

16.4.1 一般要求 

地面识别信息包含二维码信息牌、提示信息等。 

16.4.2 二维码信息牌 

在停车泊位线道路侧增加信息二维码。二维码样式如下图所示。二维码材料为不锈钢

材质，大小为 10cm×10cm。扫描二维码提供信息应至少包括：车辆号码、泊位号码、停车

时间、停车时长、当前价格等。车位上无占有车辆时，扫描二维码不提供任何信息，仅提

示下载上海停车 APP或关注小程序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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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4 提示信息 

提示信息包含提示图标、提示文字，并应符合以下要求 

a）提示图标尺寸为，见图 10。 

b）提示文字为“智能频监控扫码上海停车自主支付车费”，字体为黑体，并应符合

GB5768.3的要求。 

 

17 设备性能指标计算准则 

17.1 车位状态检测准确率 

车位状态检测准确率 cP
反映车位检测设备对车位状态正确检测的能力。计算公式如下： 

%100
M

R
Pc =

 

式中： 

R ——车位检测设备正确检测的次数； 

M ——车位状态检测的总次数。 

车位状态检测误报率 

车位状态检测误报率 vP
是指在无车辆出入停车泊位的情况下，车位检测设备显示车位

状态变化的情况。该指标反映车位检测设备对环境干扰的适应能力。计算公式如下： 

%100
FM

F
Pv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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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F——车位检测设备将无车误报为有车的次数； 

M ——车位状态检测的总次数。 

17.2 车位状态检测综合准确率 

车位状态检测综合准确率P 是综合反映车位检测设备对车位状态正确检测的能力和对

环境干扰的适应能力。计算公式如下： 

%100
FM

R
P 

+
=

 

式中： 

R ——车位检测设备正确检测的次数； 

F ——车位检测设备将无车误报为有车的次数； 

M ——车位状态检测的总次数。 

车位状态检测反应时间 

车位状态检测反应时间T 反映了车位检测设备对车位状态变化获取的灵敏程度。计算

公式如下： 

ir,,xi T-TT i=
 

},...,2,1|T{maxT i ni ==
 

式中： 

iT
——第 i 次停车的车位状态检测反应时间； 

i,xT
——第 i 次停车系统采集的车位状态变化时刻； 

i,rT
——第 i 次停车人工记录的车位状态变化时刻； 

n ——检测反应时间检测总次数。 

如果某一次检测，系统中未能检测出车位状态变化，不计算本次检测的反应时间，由检

测准确率来反应未检测出车位状态变化的情况。 

17.3 停车入位离位有效数据率 

停车入位离位数据有效率 eD
反映系统对停车入位离位数据的采集能力，间接的反应了

可用于运营能力。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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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M

V
De =

 

式中： 

V ——有效的停车入位数据量和停车离位数据量之和；有效的停车入位离位数据是指

满足 5.2.1.3 章节中描述的取证要素的数据。 

M ——实际停车入位量和停车离位量之和。 

17.4 停车计时误差 

停车计时误差 t 反映系统对停车入位离位的敏感性，间接的反应了可用于运营计时收

费的能力。 

计算公式如下： 

iridit tt ,,, −=
 

},...,2,1|{max ,t niit ==
 

式中： 

i ——第 i 次停车入位/离位的计时误差； 

idt , ——第 i 次停车入位/离位系统给出的事件时间； 

irt , ——第 i 次停车入位/离位人工记录的事件时间； 

n ——检测总次数。 

如果某一次检测，系统中未能产生相应记录，不计算本次检测的计时误差，由有效数据

率来反应未产生记录的情况。 

17.5 车牌识别准确率 

车牌识别正确率 zC
反映车位检测设备正确获得车辆车牌信息的能力。计算公式如下： 

%100
A

A
C

n

z
z =

 

式中： 

zA
——车位检测设备正确检测的车牌次数； 

nA
——全部检测的车牌次数。 

18 性能指标测试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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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 停车位状态检测指标测试方法 

采用实车试停的方式进行测试，测试车辆每停车入位一次算作一次检测，每停车离位

一次也算作一次检测。通过云平台可以查看实时车位状态。进行测试并按照下表记录相应

结果，使用 13.1-13.4章节中的公式可以计算出停车位状态检测各项指标。 

进行 450次正常入位离位，合计 900次状态检测。其中白天正常入位 300次，白天逆

向入位 50次，夜间正常入位 70次，夜间逆向入位 30 次。 

表1 停车位状态测试记录表 

 

测试项目 实际变化时间 系统变化时间 正确检测的次数 误报次数 

第i次入位 i,rT  
i,xT  正确+1 错误+0 - 

间隙时间 - - - +m实际误报次数 

第j次离位 j,rT  
j,xT  正确+1 错误+0 - 

间隙时间 - - - +n实际误报次数 

...     

总计：M   总计：R  总计：F  

 

18.2 停车入位离位指标测试方法建议 

采用实车试停的方式进行测试，测试车辆每停车入位一次算作一次检测，每停车离位

一次也算作一次检测。通过云平台可以查看入离位记录。进行测试并按照下表记录相应结

果，使用的公式可以计算出停车位状态检测各项指标。 

进行 450次正常入位离位，合计 900次状态检测。其中白天正常入位 300次，白天逆

向入位 50次，夜间正常入位 70次，夜间逆向入位 30 次。 

表2 停车位状态测试记录表 

 

测试项目 实际时间 系统中时间 计时误差 记录有效数据量 

第i次入位 irt ,
 

idt ,
 

iridit tt ,,, −=  有效+1 无效+0 

第j次离位 jrt ,
 

j,dt
 

jrjdt tt ,,j, −=  有效+1 无效+0 

...     

总计：M    总计：V  

 

 

 

 



 57 

19 自动计费视频采集设备位置设置规范 

摄像机的立杆选点位置是否合理直接影响最终的识别效果，根据不同的场景，选点参

照如下： 

19.1 路内平行停车位视频监控设备选点 

在满足道路对侧观察所需监管的车位无明显遮挡的情况下，优先选择对侧安装摄像

头，详情参照附录中路内平行停车-1.对侧安装。如下图所示，路内平行停车位沿车道边划

分，此情况下，从车道对侧观察该 8~10个车位，无任何遮挡，则优先选择对侧安装；对侧

安装中，优先选择如图 1-1所示的监控车尾点位。 

 

 

图 1-1中，X可计为路宽，Y计为立杆到第一个车位的垂直距离，为保证车牌能够识

别，图 1-1中的倾角α最小值为 25°； 

图 1-2中，立杆距离 Y可计为立杆到第一个车位的垂直距离，为保证车牌能够识别，

摄像机俯角β最大值为 65° 

综合以上，点位选择需满足以下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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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摄像机的立杆高度最小为 6m，可根据情况提升立杆高度；支臂长度可尽量减少，

1.5m以内即可。 

②依照枪机的限制，X最大值为 28米，Y最大值为 10米。 

③X值取决于道路的宽度，值相对固定，可依据 X的值来确定 Y的最小值，公式如

下： 

Y=X·tanα; 

其中α的最小值为 25°，即 Y>=0.47X，可统一按照 Y>=0.5X计算。 

同时，Y=立杆高度 H/tanβ，β的最大值为 65°，即 Y>=0.47H，可统一按照 Y>=0.5H

计算。 

则对侧安装选点时，立杆距第一个车位的垂直距离 Y应大于等于路宽 X的一半，且要

大于等于立杆高度 H的一半。 

对侧安装中，选择监控车头点位原理与以上相同。 

9.1.2同侧安装 

在对侧有遮挡的情况下，可选择同侧安装；同侧安装中，若有绿化带且绿化带满足立

杆要求，则选择绿化带安装。同侧安装中，若没有绿化带，或是绿化带不满足立杆要求，

则选择道路边安装，如下图所示，若采用对侧安装，有如绿化带等遮挡，从摄像机视角，

对停在车位的车牌及车身有遮挡，在对侧车尾视角无合适点位的情况下，可选择同侧安

装。 

（1） 绿化带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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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图 2-1所示，绿化带遮挡对侧安装视线，则可选择在绿化带中立杆或是利用绿化

带中的灯杆。 

图 2-1中，X可计为绿化带到车位的垂直距离，Y计为立杆到第一个车位的垂直距离，

为保证车牌能够识别，图 2-1中的倾角α最小值为 25°； 

图 2-2中，立杆距离 Y可计为立杆到第一个车位的垂直距离，为保证车牌能够识别，

摄像机俯角β最大值为 65° 

综合以上，点位选择需满足以下条件： 

①摄像机的立杆高度最小为 6m，可根据情况提升立杆高度； 

②在不影响摄像机视线的情况下，支臂可向道路中心那侧延伸，长度 2m即可；若无法

延伸，则减少支臂长度，能固定枪球机即可。 

③依照枪机的限制，X最大值为 28米，Y最大值为 10米。 

④X值取决于绿化带距离车位的垂直距离，值相对固定，可依据 X的值来确定 Y的最

小值，公式如下： 

Y=X·tanα; 

其中α的最小值为 25°，即 Y>=0.47X，可统一按照 Y>=0.5X计算。 

同时，Y=立杆高度 H/tanβ，β的最大值为 65°，即 Y>=0.47H，可统一按照 Y>=0.5H

计算。 

则选点时，立杆距第一个车位的垂直距离 Y应大于等于绿化带距离车位的垂直距离 X

的一半，且要大于等于立杆高度 H的一半。 

④选择监控车头点位原理与以上相同。 

（2） 道路边安装 

如下图 2-3所示，在绿化带上没有符合要求的点位，则可选择在道路边立杆或是利用

灯杆，X为支臂长度，Y计为立杆到第一个车位的垂直距离，为保证车牌能够识别，图 2-1



 60 

中的倾角α最小值为 25°，实际情况中，支臂长度有限，通常为 2m，该角度α不可能小于

25°，则水平方向上，车牌识别角度不成问题。 

 

 

 

 

 

 

 

图 2-4中，立杆距离 Y为立杆距离第一个车位的垂直距离，立杆高度 H通常为 6~8m，

摄像机俯角β应小于 65° 

综合以上，点位选择需满足以下条件： 

①摄像机的立杆高度最小为 6m，可根据情况提升立杆高度； 

②在不影响摄像机视线的情况下，支臂可向道路中心那侧延伸，长度最好超过车位宽

度（2.5m）； 

③依照枪机的限制，Y最大值为 10米。 

④此情况下，支臂长度有限，超过车位宽度的值更有限，因此α角度必定大于 25°，

该角度不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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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Y=立杆高度 H/tanβ，β的最大值为 65°，即 Y>=0.47H，可统一按照 Y>=0.5H

计算。 

则选点时，立杆距第一个车位的垂直距离 Y应大于等于立杆高度 H的一半。 

选择监控车头点位原理与以上相同。 

19.2 垂直停车位摄像机选点 

垂直停车位表示车位垂直于道路划分，因受枪机视角范围所限，该情况多采用对侧安

装，枪机视角涵盖所需监控的车位。详情参见附录中垂直停车位选点。 

如下图 3-1所示，垂直停车位表示车位垂直于道路划分，因受枪机视角范围所限，该

情况多采用对侧安装，枪机视角涵盖所需监控的车位。 

  

 

图 3-1中，Y为立杆点与车位的垂直距离，X为立杆点与最边缘车位的垂直距离，α为

摄像机视角，且α最大值为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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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中，Y为立杆点与车位的垂直距离，H为立杆高度，摄像机俯角β最大值为

65° 

综合以上，点位选择需满足以下条件： 

①摄像机的立杆高度最小为 6m，可根据情况提升立杆高度； 

②立杆点应尽量位于所有车位的中心车位的垂直线上； 

③依照枪机的限制，Y最大值为 28m，最小值取决于能否在视角内看到完整的所有车

位； 

④此情况下，X取决于所需监管的车位数量及车位的宽度，α角度必须小于 65°，则

依据公式：tanα=X/Y，即在满足 Y最大值的情况下，X/Y<=2即可，以此判断所需监管车

位数量及 Y的距离是否符合要求，也可在已知 X的情况下，确定点位是否满足 Y>=0.5X。 

同时，Y=立杆高度 H/tanβ，β的最大值为 65°，即 Y>=0.47H，可统一按照 Y>=0.5H

计算。 

则选点时，立杆距最近车位的垂直距离 Y应大于等于立杆高度 H的一半且 Y应大于立

杆点与最边缘车位的垂直距离的一半。 

选择监控车头点位原理与以上相同。 

19.3 路内斜位停车位摄像机选点 

路内斜位停车位表示车位与道路呈一定角度划分，因受枪机视角范围所限，该情况多

采用对侧安装，枪机视角涵盖所需监控的车位。详情参见附录中路内斜位停车位选点。 

如下图 4-1所示，斜位停车表示停车位在路边且与道路成一定角度，目前国内以倾斜

30°及 45°居多。 

 



 63 

 

图 4-1中，X为距离第一个车位的垂直距离，Y为距离最近车位的垂直距离，α角度为

摄像机与车牌形成的角度，α最小值为 28°，β角度为停车位的倾斜角度，假设β角度为

30° 

图 4-2中，Y为立杆点与车位的垂直距离，H为立杆高度，摄像机俯角β最大值为

65° 

综合以上，点位选择需满足以下条件： 

①摄像机的立杆高度最小为 6m，可根据情况提升立杆高度； 

②立杆点应尽量位于第一个车位与第二个车位之间的垂直线上； 

③依照枪机的限制，Y最大值为 28m，最小值为 3.5m，X最大值为 3.5m，最小值为

0m； 

④此情况下，α角度必须大于 25°，β角度为车位倾斜角度 30°，则可知，只要

Y>0，则α>30° 

同时图 4-2中，Y=立杆高度 H/tanβ，β的最大值为 65°，即 Y>=0.47H，可统一按照

Y>=0.5H计算。 

则选点时，立杆距最近车位的垂直距离 Y应大于等于立杆高度 H的一半。 

⑤选择监控车头点位原理与以上相同。 

20  评级与检测  

20.1 场库自评价 

智慧道路停车场根据本技术导则第 6 章要求对智慧等级进行自评价。智慧停车场（库）

根据其信息联网功能、停车收费功能、停车视频监控功能、停车状态检测功能、信息采集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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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信息识别功能、自动泊车功能情况对照本技术导则内容进行评价，评价等级从低到高依

次为 L0 停车场、L1 停车场、L2 停车场、L3 停车场。 

功能类别 分级要素 评价判断 

信息联网功能 联网功能 联网□ 未联网□ 

 停车收费功能 

手持移动收费终端 具备□ 未具备□ 

自助缴费功能 具备□ 未具备□ 

无人值守收费功能 具备□ 未具备□ 

无感支付功能 具备□ 未具备□ 

停车视频监控功

能 

停车视频监控 具备□ 未具备□ 

停车视频存储 具备□ 未具备□ 

停车录像功能 具备□ 未具备□ 

停车状态检测功

能 

车辆入位离位状态检测 具备□ 未具备□ 

车辆全过程状态检测 具备□ 未具备□ 

信息采集功能 
停车入位离位自动采集 具备□ 未具备□ 

停车入位离位自动计时 具备□ 未具备□ 

信息识别功能 

车牌号码自动颜色识别 具备□ 未具备□ 

车辆类型自动识别 具备□ 未具备□ 

车辆外观属性自动识别 具备□ 未具备□ 

异常停车自动识别 具备□ 未具备□ 

违法停车自动识别 具备□ 未具备□ 

自动泊车功能 自动泊车 具备□ 未具备□ 

 

20.2 复检 

上海市智慧道路停车场智慧等级复检机构应采用市级停车信息平台测试、实地调研、经

认证的资料检查、安全性测试、可靠性测试等检测方法，按照市智慧道路停车场智慧等级自

评表内容逐项进行检测，应符合本技术导则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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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智慧道路停车检测表 

道路名称： 检测日期： 

数据联网功能 性能检测结果 

是否数据接入市级平台 □是 □否 合格    不合格 

停车收费功能检测 性能检测结果 

收费类型 
□人工手持移动

收费终端 

□自助缴费+人工协

管 
□无人值守收费 

支付方式 □现金支付 □移动支付平台支付 □无感支付 

是否满足收费功能要求 □是 □否 合格    不合格 

是否满足电子收据要求 □是 □否 合格    不合格 

道路车位检测设备功能检测 性能检测结果 

是否满足泊位状态检测功能 □是 □否 合格    不合格 

是否满足设备自检报警功能 □是 □否 合格    不合格 

是否满足时钟同步、心跳、

时间戳功能 
□是 □否 合格    不合格 

是否设备参数可调 □是 □否 合格    不合格 

停车视频监控功能检测 性能检测结果 

是否安装视频监控 □是 □否 合格    不合格 

是否满足视频联网要求 □是 □否 合格    不合格 

是否满足视频储存要求 □是 □否 合格    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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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满足录像取证要求 □是 □否 合格    不合格 

停车信息采集功能 性能检测结果 

是否满足进/出场记录要求 □是 □否 合格    不合格 

是否满足心跳记录要求 □是 □否 合格    不合格 

是否满足进/出场图片要求 □是 □否 合格    不合格 

是否提供离场短视频功能 □是 □否 合格    不合格 

停车信息识别功能 性能检测结果 

车辆驶入泊位识别率  ≥95% 合格    不合格 

车辆驶离泊位识别率  ≥95% 合格    不合格 

车牌识别率  ≥98% 合格    不合格 

异常停车识别率  ≥95% 合格    不合格 

违法停车识别率  ≥98% 合格    不合格 

自动泊车功能 性能检测结果 

自动泊车 □是 □否 合格    不合格 

检测评级  

  送检人签名：    检测人员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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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停车场（库）建设技术导则 

第 IV 部分：智慧专用停车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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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适用范围  

为指导和规范本市专用停车场（库）智慧停车应用系统的建设，根据国家有关标准，结

合本市实际情况，特编制本技术导则。本技术导则适用于本市新建、改（扩）建专用停车场

（库）的智慧停车应用系统建设以及已建专用停车场（库）的智慧停车应用系统升级改造。

本技术导则未包括的技术标准、技术要求按相应的国家或行业标准、规范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

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DB31/T 1083 《公共停车信息联网技术要求》   

DB31/T 976 《公共停车场（库）智能停车管理系统建设技术导则》   

T/CSAE 185《自动驾驶地图采集要素模型与交换格式》 

T/CSAE 156 《自主代客泊车系统总体技术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居住小区类停车场（库）：指本住宅小区机动车停放的场所和私人停车泊位。 

学校类停车场（库）：指供本学校机动车停放的场所和私人停车泊位。 

办公自用类停车场（库）：指供本办公单位机动车停放的场所和私人停车泊位。 

 

4 专用停车场（库）智慧停车系统 

专用停车智慧系统由场内智慧设施、计算机系统（云资源）、数据基座、智慧应用系统

组成。 

1）智慧设施指为了实现相关智慧管理和服务功能，在停车场（库）内安装部署的信息

采集识别设备、信息发布显示设备、便捷支付设备、智能管理服务设备、高精定位设备、V2X

通信设施等。 

2）计算机系统（云资源）包括完成系统应用所需要的内场计算机资源，包括计算服务

资源、存储资源及软件资源等。 

3）数据基座指市级停车信息平台汇聚、存储、治理的全市停车静态和动态全部数据资

源，通过统一规范和标准形成的全市停车数据资源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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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智慧应用功能指由市级停车信息平台和智慧专用停车场（库）共同完成的各类智能

服务功能，包括停车管控、停车收费、停车预约、车位共享、停车充电、停车引导、自主泊

车等。 

5) 互联接口：智慧停车系统与市级停车信息平台或相关平台（公安、应急、旅游等）平

台对接接口，实现数据交互或数据报送等功能。 

 

5 智慧专用停车场（库）建设分级 

5.1 分级要素 

在进行智慧停车场（库）建设分级时，从专用停车场（库）数据基座、智慧应用、智慧

设施三方面要素对专用停车场（库）进行智慧化分级。 

5.1.1 数据基座 

智慧专用停车场（库）建设分级宜根据专用停车场（库）采集和上传至市级停车信息平

台的停车数据基座内容的完整性进行分级。  

数据基座要素包括场库静态数据、停车动态数据、公众服务数据、高精电子地图数据等

四个方面。 

5.1.2 智慧应用 

智慧专用停车场（库）建设分级宜根据专用停车场（库）智慧应用的实现程度进行分级。 

智慧应用要素包括停车管控、停车收费、停车预约、车位共享、停车充电、停车引导、

自主泊车等七个方面。 

5.1.3 智慧设施 

智慧专用停车场（库）建设分级宜根据专用停车场（库）智慧设施的配备程度进行分级。 

智慧设备包括信息采集识别设备、信息发布显示设备、便捷支付设备、智能管理服务设

备、高精定位设备、场端 V2X 设施等六个方面。 

5.2 等级划分 

智慧停车场（库）根据其智慧化分级要素建设程度划分为 L0~L3 级四个等级，按智慧

化程度从低到高依次为 L0 停车场、L1 停车场、L2 停车场、L3 停车场。 

5.2.1 L0 停车场 

L0 级停车场是指按要求与市级停车信息平台规范联网的停车场（库），分级要素应满

足以下要求： 

1）建设场库静态数据和停车动态数据等数据基座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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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配备信息采集识别等设备； 

3）建设部分停车管控等应用功能。 

5.2.2 L1 停车场 

L1 级停车场是指在 L0 级基础上，能够向公众提供多种便捷停车服务的停车场（库），

分级要素应满足以下要求： 

1）建设场库静态数据、停车动态数据和公众服务数据等数据基座内容； 

2）配备信息采集识别设备、信息发布显示设备、便捷支付设备、智能管理服务设备等

设施设备； 

3）建设停车管控、停车收费、停车预约、车位共享、停车充电、停车引导等智能服务

应用功能。 

5.2.3 L2 停车场 

L2 级高精定位停车场是指在 L1 级基础上，具备高精度电子地图和高精度定位设施，能

实现车位级停车、反向寻车、步行指引等动态高精度导航的停车场（库），分级要素应满足

以下要求： 

1）建设全部场库静态数据、停车动态数据、公众服务数据、高精电子地图数据等数据

基座内容； 

2）配备信息采集识别设备、信息发布显示设备、便捷支付设备、智能管理服务设备、

高精定位设备等设施设备； 

3）建设停车管控、停车收费、停车预约、车位共享、停车充电、停车引导等智慧应用

功能。 

5.2.4 L3 停车场 

L3 级停车场是指在 L2 级基础上，具备 V2X 通信技术设施，能为自动驾驶车辆提供智

能路径调度、场端全息感知等自主泊车应用的停车场（库），分级要素应满足以下要求： 

1）建设全部场库静态数据、停车动态数据、公众服务数据、高精电子地图数据等数据

基座内容； 

2）配备信息采集识别设备、信息发布显示设备、便捷支付设备、智能管理服务设备、

高精定位设备、场端 V2X 设施等设施设备； 

3）建设建设停车管控、停车收费、停车预约、车位共享、停车充电、停车引导、自主

泊车等智慧应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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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各级建设内容 

专用停车场（库）智慧化建设各级别建设要素如下： 

类别 分级要素 L0 级 L1 级 L2 级 L3 级 

数据

基座 
数据基座 

场库静态数据 ● ● ● ● 

停车动态数据 ● ● ● ● 

公众服务数据  ● ● ● 

高精电子地图数据   ● ● 

智慧

设施 
智慧设施 

信息采集识别设备 ● ● ● ● 

信息发布显示设备  ● ● ● 

便捷支付设备  ● ● ● 

智能管理服务设备  ● ● ● 

高精定位设备   ● ● 

场端 V2X 设施    ● 

智慧

应用 

停车管控 

道闸管控 I I I I 

车辆识别 I II II II 

泊位状态监测  I I I 

视频监控  I II III 

网络覆盖  I I I 

停车收费 

智能计费  I II II 

便捷支付  I II III 

     

电子票据  I II II 

停车预约 

车位预约  I II III 

信息通知  I I II 

车位管控  I II III 

车位共享 在线签约  I II III 

停车充电 智能充电  I II III 

停车引导 

泊位诱导  I II III 

步行指引  I II III 

反向寻车  I II III 

高精度定位   I II 

场内外导航   I I 

自主泊车 

智能设备自动泊车    I 

智能调度    I 

全息感知    I 

注：1）●表示应建设； 

4）I、II、III 表示各项智慧应用要素对应的不同级别的要求，详见第 7章。 

5）智慧设施性能要求详见第 8章。 

 

5.4 停车场分类建设等级建议 

本市专用停车场（库）智慧化建设应达到的等级要求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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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居住小区类停车场（库）、学校类停车场（库）、办公自用类停车场（库）宜至少

达到 L0 级别。 

2）已建大型专用停车场（库）宜至少达到 L1 级别。 

3）已建特大型专用停车场（库）、新建大型专用停车场（库）宜至少达到 L2 级别。 

4）鼓励有条件的专用停车场（库）可建设 L3 级别。 

 

上海市专用停车场（库）智慧化建设等级要求 

应建设等级 专用停车场（库）类别 

L0 停车场 

居住小区类停车场（库）、学校类停车场（库）、办公自

用类停车场（库） 

L1 停车场 已建大型专用停车场（库） 

L2 停车场 
已建特大型专用停车场（库） 

新建大型专用停车场（库） 

L3 停车场 有条件的专用停车场（库） 

注：根据备案泊位数量划分的停车场（库）类别： 

1）特大型停车场（库）：1000 个泊位及以上 

2）大型停车场（库）：300 个泊位及以上且 1000 个泊位以下 

3）中型停车场（库）：50 个泊位及以上且 300 个泊位以下 

4）小型停车场（库）：50 个泊位以下 

 

6 数据基座  

6.1 数据基座要素 

智慧停车场（库）数据基座要素包括但不限于场库静态数据、停车动态数据、公众服务

数据、高精电子地图数据。其中，场库静态数据、高精电子地图数据为静态采集数据，更新

周期较长或较少更新；停车动态数据、公众服务数据为停车动态采集数据，随停车记录和服

务内容动态更新。 

6.1.1 场库静态数据 

包括但不限于停车场注册信息、停车场产权单位信息、停车场经营权单位信息、车位数

量、出入口地址、收费停车场类型、收费规则和价格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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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停车动态数据 

包括但不限于车辆入场记录数据、出场记录数据、总剩余车位数、停车图片信息等。 

6.1.3 公众服务数据 

包括但不限于预约车位信息、缴费与发票信息、车位共享信息、停车位置信息等。 

6.1.4 高精电子地图数据 

包括但不限于停车场（库）基本信息、停车场（库）交通标志、停车场（库）交通标线、

停车场（库）其他设施物等要素组成的电子地图。 

    停车场（库）高精度电子地图应与第三方地图服务商的室外地图导航进行无缝切换。 

6.2 数据采集  

智慧停车场（库）数据采集应满足智慧停车应用功能的相关数据需求。智慧停车采集数

据包括但不限于停车静态采集数据和动态采集数据。数据采集应具备以下基本功能要求：  

1）应满足智慧停车应用功能相关数据需求。 

2）数据采集方式包括以下两种方式：  

a）直接采集方式：利用车牌识别器、车位引导系统等终端系统设备直接采集数据；  

b）间接采集方式：从停车场管理系统等信息系统采集数据。 

6.3 数据传输 

智慧停车场（库）数据基座应完成与市级停车信息平台的数据对接和传输。 

智慧停车场（库）与市级停车信息平台之间数据传输应符合以下基本要求：  

1）联网通信支持互联网、无线专网、有线专网等多种物理网络方式。  

2）传输协议支持国内外主流协议的一种或多种，如 HTTP 协议、TCP 协议；  

3）数据传输过程中对数据进行加密和完整性保护；   

4）专用停车场（库）管理系统支持网络异常情况下的数据存储和重传功能； 

5）专用停车场（库）静态数据发生变更时，应及时将变更的信息上传至市级停车信息

平台。  

6.4 数据质量 

数据质量应符合以下基本要求： 

1）真实性：专用停车场（库）上传的静态数据、动态数据数据应真实有效，不得存在

数据造假和篡改。 

2）规范性：专用停车场（库）上传的数据内容、格式等应符合通信协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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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完整性：专用停车场（库）上传静态数据、动态数据应完整。当通信链路因故中断

时，停车场（库）管理服务器应进行停车信息保存。在通信链路恢复后，将中断时保存的数

据和恢复后的数据补传到市级停车信息平台。 

4) 准确性：专用停车场（库）上传的数据值与真实值之间的差异程度应在规定的误差

范围内。 

5) 时效性：专用停车场（库）管理信息系统数据应按规定的时间要求及时上传至市级

停车信息平台。 

6) 一致性：专用停车场（库）上传的数据与其他关联数据之间无矛盾。 

 

7 智慧应用 

智慧应用功能包括停车管控、停车收费、停车预约、车位共享、停车充电、停车引导、

自主泊车等七个方面。 

7.1 停车管控 

7.1.1 道闸管控 

I 级：对进出停车场（库）的车辆在智慧停车场（库）出入口实现对车辆放行、拒绝、

收费、记录和管理等操作。 

7.1.2 车辆识别 

在停车场（库）出入口对进出智慧停车场（库）的车牌号码、车辆类型等信息进行识别

和处理。 

I 级：应能自动识别车辆号牌字符。 

II 级：应能自动识别车辆号牌字符和车辆号牌类型。号牌类型应包括 GA36 规定的号牌

（摩托车号牌、低速车号牌、临时号牌、拖拉机号牌除外）、新能源汽车号牌、武警汽车号

牌和军用汽车号牌等。 

7.1.3 泊位状态检测 

I 级：智慧停车场（库）通过车位上方或车道上安装的感应线圈、微波检测器、超声波

检测器、视频检测器等设备，对车位使用情况的检测，实时采集每个车位的使用信息。 

7.1.4 视频监控 

I 级：应对停车场（库）所有进出口进行实时监控与视频存储。 

II 级：应对停车场（库）所有进出口及其它重点区域进行实时监控与视频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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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级：应对停车场（库）所有区域全覆盖进行实时监控与视频存储。 

7.1.5 网络覆盖 

I 级：停车场区域范围内无线网络信号应全覆盖，确保移动端网络畅通。  

7.2 停车收费 

7.2.1 智能计费 

I 级：应对进出场车辆自动计算车辆停留场内时间，并按照规定的收费标准自动计算停

车费。  

II 级：应可设置多条件的组合计费，满足各种复杂的计费要求。通过停放区域、用户组、

车牌颜色、出入口等组合进行计费。实现不同用户组计费方式不同；不同车辆类型计费方式

不同；不同的停车区域计费不同；不同的车牌颜色计费方式不同；不同出入口进出计费方式

不同等复杂计费。 

7.2.2 便捷支付 

提供便捷支付功能：  

1）移动支付：支持微信、支付宝、云闪付、数字人民币等移动支付平台支付。 

2）无感支付：a)在支付宝或微信车主服务中绑定车辆信息，授权免密支付，车辆进出停

车场库时，通过车牌识别系统，自动从该账户中扣款，对该车辆自动放行。b)ETC 车辆进场

通过车牌扫描自动抬杆，车辆出场通过 ETC 设备识别后，自动抬杆，不停车、不摇窗、不

刷卡、不扫码，自动扣费。 

3）智慧支付：通过人脸识别、指纹识别、电子车牌识别等方式实现停车智慧支付功能。 

I 级：应支持移动支付方式。 

II 级：应支持移动支付方式和无感支付方式。 

III 级：应支持移动支付方式、无感支付方式和智慧支付方式。 

7.2.3 电子票据 

I 级：提供停车收费在线电子发票的查询和开票服务功能。  

II 级：提供停车收费在线电子发票的自动开票服务功能。 

7.3 停车预约 

7.3.1 车位预约 

能提供场库车位预约、预约车辆自动识别进场等预约服务。 

I 级：应提供场库级普通车位预约服务。 

II 级：应提供场库级普通车位及无障碍泊位、充电桩泊位等特殊车位分类预约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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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级：应提供车位级精准预约服务。 

7.3.2 信息通知 

车位预约成功后，提供预约信息通知和推送服务，提醒用户成功预约信息以及预约停车

场和车位信息和达到提醒等。 

I 级：应提供普通短信通知和推送服务。 

II 级：应提供 5G 消息通知和推送服务。 

7.3.3 车位管控 

应对预约车位进行车位管控，为预约车辆预留停车位。 

I 级：应提供场库级预约车位预留的人工管控服务。 

II 级：应提供车位级预约车位预留的人工管控服务。 

III 级：应提供智能车位锁管控服务，智能车位锁装置收到无线指令后自动落锁释放车

位，车辆驶离后自动抬锁，可实现精确化、智能化的车位级停车管理。 

7.4 车位共享 

7.4.1 在线签约 

提供共享车位的在线签约服务，在上海停车平台进行在线签约和支付。 

I 级：应提供场库级普通车位共享在线签约服务。 

II 级：应提供场库级普通车位及无障碍泊位、充电桩泊位等特殊车位分类在线签约服务。 

III 级：应提供车位级精准在线签约服务。 

7.5 停车充电 

7.5.1 智能充电 

I 级：应提供人工操作的普通充电服务。 

II 级：应提供人工操作为主，智能操作为辅的智能充电服务，如车主能够实现在线预约

充电，驶入预约充电泊位进行充电，在线支付充电费用等功能。 

III 级：应提供智能操作为主的全自动充电服务，如车主能够通过停车场（库）的 AGV

小车、智能停车服务机器人等智能停车服务设备进行全自动充电服务。 

7.6 停车引导 

7.6.1 泊位诱导 

实时采集停车场（库）空闲泊位信息并对外发布，方便车主快速便捷找到空闲泊位停放

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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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级：应提供场库级泊位诱导功能，通过诱导显示屏实时发布场库总剩余空闲泊位信息。 

II 级：应提供场库内分区域泊位诱导功能，通过诱导显示屏实时发布场库内各区域或

方向的空闲车位数量，引导车主快速寻找空闲车位区域。 

III 级：应提供车位级泊位诱导功能，通过诱导显示屏或手机室内导航实时显示每个泊

位空闲状态，引导车主快速精准的寻找到空闲车位。  

7.6.2 步行指引 

应设置明显的静态指示标志或通过动态的定位技术，引导车主停车后迅速找到通往各目

的地的电梯或通道。 

I 级：应提供电子显示屏等标志，指引车主便捷通往各目的地的电梯或通道。 

II 级：应提供静态与动态相结合的步行指引服务，如通过停车场道路交叉口等关键位置

的电子显示屏，分阶段生成步行指引路线。 

III 级：应提供电子导航服务，车主通过手机跟随实时动态导航路线精准通往各目的地

的电梯或通道。 

7.6.3 反向寻车 

提供反向寻车服务，可以通过输入车牌确认车辆停放位置，形成反向寻车路线，帮助车

主快速找到停车位。 

I 级：应提供静态寻车路线指引服务，如通过电梯或通道口的反向查询机，查询停车位

置及生成静态寻车路线。 

II 级：应提供静态与动态相结合的寻车路线指引服务，如通过停车场道路交叉口等关键

位置的反向查询机，分阶段生成寻车路线。 

III 级：应提供动态寻车路线实时导航服务，依托停车场高精度定位和电子地图，实时

导航至停车位置。 

7.6.4 高精度定位 

应提供整个停车场（库） 道路的高精度定位服务能力。 

I 级：a)定位延迟时间小于等于 1s；b)水平定位误差小于等于 1m；c)垂直定位结果能够

准确得到当前楼层信息。 

II 级：a)定位延迟时间小于等于 500ms；b)水平定位误差小于等于 10cm；c)垂直定位结

果能够准确得到当前楼层信息。 

7.6.5 场内外导航 

I 级：通过停车场高精度定位设备和高精度电子地图，为停车人提供从出发地到停车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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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位的室外停车场导航、室内车位导航等室内外混合路径导航的无缝切换服务。 

7.7 自主泊车 

7.7.1 智能设备自动泊车 

I 级：停车场（库）运用智能停车服务设备实现车辆自动停放、搬运、取车等自主代客泊车

功能。 

7.7.2 智能调度 

I 级：停车场（库）数据中心通过收集所有停车位状态，在停车场（库）的高精度电子

地图上利用地图引擎进行车道级的路径规划，并将规划结果通过 V2X 通信发送给车辆，车

辆根据场端规划的全局路径进行循迹控制。当车辆按照停车场（库）规划的全局路径行驶，

目标车位被其它车辆占用时，停车场（库）能够立即根据车辆当前位置规划新的全局路径。  

7.7.3 全息感知 

I 级：通过在停车场（库）的路侧架设激光雷达、视频摄像头等传感器，将传感器数据

在计算设备中进行融合计算后得到感知结果（包括目标的位置、类别、航向、速度等信息），

并将感知结果通过 V2X 通信方式发送给周围车辆。  

8 智慧设施 

智慧设施包括信息采集识别设备、信息发布显示设备、便捷支付设备、智能管理服务设

备、高精定位设备、V2X 通信设施等六个方面。智慧停车基础设施设备包括但不限于：  

8.1 信息采集识别设备 

包括但不限于地磁、雷达、车位相机、超声波检测器、视频桩、视频摄像头、车牌识别

相机等。 

设备性能要求如下： 

1）计时误差设备的计时误差应≤5 秒/天。 

2）图像分辨率≥1080p。 

3）车牌识别速度≤200ms。 

4）车牌识别率：白天≥98%，夜晚≥95%， 

5）泊位状态识别准确率应≥99%。  

6）车辆出入场信息（包括视频、图像资料和号牌信息）存储时间应不小于 30 天。 

8.2 信息发布显示设备 

包括但不限于电子公告牌、停车信息显示屏、泊位引导屏、车位状态指示装置、移动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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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反向寻查机等。 

设备性能要求如下： 

1）车位状态指示灯在车位状态稳定后的变化响应时间应≤10 秒。  

2）引导屏数据误差应≤1%。  

3）引导屏空车位数据显示响应时间应≤20 秒。 

8.3 便捷支付设备 

包括但不限于移动支付、二维码、手持智能收费机、ETC 读写器等。 

1）支付完成后延迟时间小于 6s。 

2）对 ETC 车辆识别率达到 99.9%。 

8.4 智能管理服务设备 

包括但不限于智能道闸、智能车位锁、智能充电设备、智能泊车设备等。 

1）智能道闸升降时间：≤6s ，起降寿命：200 万次以上。 

2）智能车位锁响升降时间：≤6s。 

3）智能充电设备防护等级不应低于 IP32（室内）或 IP54（室外）。 

4）智能泊车设备额定载重 2.5~3t，最高速度 1.5m/s，续航时间应不小于 4 小时。 

8.5 高精定位设备 

包括但不限于 Wi-Fi 技术、蓝牙技术、UWB 超宽带技术等。 

设备性能要求如下： 

1）定位延迟时间小于等于 1s。 

2）水平定位误差小于等于 1m。 

8.6 场端 V2X 设施 

安装在停车场道路路测的可实现 V2X 通讯，支持 V2X 应用的由通信模组、传感器和

计算单元组成的智能路测设备，实现环境感知和协同决策功能。包括但不限于视频采集设备、

毫米波雷达设备、激光雷达设备等。 

1）识别频率到达 10Hz 及以上。 

2）识别正确率：99%。 

3）感知位置精度（相对精度）误差应不大于 2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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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安全保障 

9.1 数据安全 

数据安全应符合以下要求： 

1）停车场管理系统上传数据时，采用加密方式对数据进行传输；  

2）停车场管理系统上传数据时，对数据进行完整性保护。 

9.2 网络传输安全  

网络传输安全要求应符合以下要求：  

1）具备对合法接入设备进行标识和鉴别的能力； 

2）能对设备的异常网络访问行为进行检测； 

3）在关键网络节点对攻击及病毒进行检测和防护，检测到攻击时可以对攻击数据进行

留存。  

9.3 应用服务安全  

应用服务安全应符合以下要求：  

1）所有停车资源利用情况的数据应进行加密处理，防止被恶意窃取或修改； 

2）停车收费电子支付交易应拥有 CA 所发放的数字证书，交易过程中通过数字证书对

信息进行加密，并且应对用户的个人信息、交易数据进行保密； 

3）应确保停车收费电子交易过程中交易数据的原始记录和发送记录的真实性和不可否

认性，保证参加电子交易的各方承认交易过程的合法性； 

4）停车人员信息及车辆信息应采用脱敏防护措施，并且存放在独立的数据库服务器，

与其它数据进行隔离，并且实时备份；  

5）应对存放停车人员信息及车辆信息的数据库服务器采取措施以防止数据被恶意泄露。 

9.4 应急保障 

应急保障应符合以下要求： 

1）停车场（库）运营方应制定停车场（库）系统运行应急预案。应急预案应包括停车

管理系统运行环境和设施设备功能或性能异常情况的应对方案。 

2）停车场（库）运营方应根据应急预案定期组织演练。 

10 评级与检测 

10.1 场库自评价 

智慧专用停车场（库）根据本技术导则第 5 章要求对智慧等级进行自评价。智慧专用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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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场（库）根据其自身数据基座、智慧设施、智慧应用建设情况对照本技术导则第 5.3 节内

容进行评价，评价等级从低到高依次为 L0 停车场、L1 停车场、L2 停车场、L3 停车场。 

 

上海市智慧专用场（库）智慧等级自评表 

场库名称： 备案证号： 填表日期： 

场库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数据基座是否完成与市停车平台对接（详见第 6 章） 等级要求 

数据基

座 

场库静态数据 □完成 □未完成 L0 及以上必须完成 

停车动态数据 □完成 □未完成 L0 及以上必须完成 

公众服务数据 □完成 □未完成 L1 及以上必须完成 

高精电子地图数

据 
□完成 □未完成 L2 及以上必须完成 

智慧设施是否配备且性能达到要求（详见第 8 章） 等级要求 

智慧设

施 

信息采集识别设

备 
□配备 □未配备 L0 及以上必须配备 

信息发布显示设

备 
□配备 □未配备 L1 及以上必须配备 

便捷支付设备 □配备 □未配备 L1 及以上必须配备 

智能管理服务设

备 

□配备 □未配备 
L1 及以上必须配备 

高精定位设备 □配备 □未配备 L2 及以上必须配备 

场端 V2X 设施 □配备 □未配备 L3 必须配备 

智慧应用是否符合响应级别功能要求（详见第 7 章） 等级要求 

停 车 管

控 

道闸管控 □符合 □不符合 L0 及以上必须符合 

车辆识别 
□达到 I 级  达到 II 级 □不符

合 

L0 及以上须达到 I 级 

L1 及以上须达到 II 级 

泊位状态监测 □符合 □不符合 L1 及以上必须符合 

视频监控 
□达到 I 级 □达到 II 级 

□达到 III 级 □不符合 

L1 及以上须达到 I 级 

L2 及以上须达到 II 级 

L3 须达到 III 级 

网络覆盖 □符合 □不符合 L1 及以上必须符合 

停 车 收

费 

智能计费 
□达到 I 级 □达到 II 级 □不符

合 

L1及以上须达到 I级。 

L2 及以上须达到 II

级。 

便捷支付 
□达到 I 级 □达到 II 级 

□达到 III 级 □不符合 

L1及以上须达到 I级。 

L2 及以上须达到 II

级。 

L3 须达到 III 级。 

电子票据 
□达到 I 级 □达到 II 级 □不符

合 

L1及以上须达到 I级。 

L2 及以上须达到 II

级。 

停 车 预 车位预约 □达到 I 级 □达到 II 级 L1及以上须达到 I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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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 □达到 III 级 □不符合 L2 及以上须达到 II

级。 

L3 须达到 III 级。 

信息通知 
□达到 I 级 □达到 II 级 □不符

合 

L1及以上须达到 I级。 

L3 须达到 II 级。 

车位管控 
□达到 I 级 □达到 II 级 

□达到 III 级 □不符合 

L1及以上须达到 I级。 

L2 及以上须达到 II

级。 

L3 须达到 III 级。 

车 位 共

享 
在线签约 

□达到 I 级 □达到 II 级 

□达到 III 级 □不符合 

L1及以上须达到 I级。 

L2 及以上须达到 II

级。 

L3 须达到 III 级。 

停 车 充

电 
智能充电 

□达到 I 级 □达到 II 级 

□达到 III 级 □不符合 

L1及以上须达到 I级。 

L2 及以上须达到 II

级。 

L3 须达到 III 级。 

 

停 车 引

导 

泊位诱导 
□达到 I 级 □达到 II 级 

□达到 III 级 □不符合 

L1及以上须达到 I级。 

L2 及以上须达到 II

级。 

L3 须达到 III 级。 

步行指引 
□达到 I 级 □达到 II 级 

□达到 III 级 □不符合 

L1及以上须达到 I级。 

L2 及以上须达到 II

级。 

L3 须达到 III 级。 

 

反向寻车 
□达到 I 级 □达到 II 级 

□达到 III 级 □不符合 

L1及以上须达到 I级。 

L2 及以上须达到 II

级。 

L3 须达到 III 级。 

高精度定位 
□达到 I 级 □达到 II 级 □不符

合 

L2及以上须达到 I级。 

L3 须达到 II 级。 

场内外导航 □符合 □不符合 L2 及以上必须符合。 

自 主 泊

车 

智能设备自动泊

车 
□符合 □不符合 L3 必须符合。 

智能调度 □符合 □不符合 L3 必须符合。 

全息感知 □符合 □不符合 L3 必须符合。 

场库自评价等级 

□L0 停车场 

□L1 停车场 

□L2 停车场 

□L3 停车场 

（盖章）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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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交通主管部门复核意见 

 

□符合 □不符合 

（若不符合，请说明） 

 

（盖章）                                   （日期） 

 

10.2 复检 

10.2.1 复检内容 

智慧专用停车场（库）复检检测内容包括： 

1）数据基座与市停车平台对接情况：智慧专用停车场（库）是否按照其智慧等级完成

了与市停车平台相应数据内容对接，且数据传输质量满足本技术导则第 6 章要求。 

2）智慧设施配备及性能情况：智慧专用停车场（库）是否按照其智慧等级配备了相关

智慧设施，且设施性能满足本技术导则第 8 章要求。 

3）智慧应用功能实现情况：智慧专用停车场（库）是否按照其智慧等级实现了相关智

慧应用功能，且应用功能程度满足本技术导则第 7 章要求。 

10.2.2 复检方式 

上海市智慧专用停车场（库）智慧等级复检应采用市级停车信息平台测试、实地调研、

经认证的资料检查、安全性测试、可靠性测试等检测方法，按照市智慧专用场（库）智慧等

级自评表内容逐项进行检测，应符合本技术导则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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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智慧停车场（库）高精度电子

地图建设技术要求 

1.1 概述 

本附录规定了智慧停车场（库）建设高精度电子地图的采集要素、制图、存储、维护与

更新等技术要求。 

1.2 地图采集要素 

1.2.1 停车场基本信息 

1）概述  

公共停车场基本信息层包括停车场的基本属性、停车场背景等信息。 

2）停车场基本属性 

采集停车场的基本属性，包括停车场的名称、类型、楼层数等。按照停车场区域面中心

位置获取，以 3D 点要素表达。具体采集要素如下： 

a）停车场编号：记录当前停车场的唯一 ID；  

b）类型：记录停车场的分类，包括室外停车场、室内停车场、综合停车场；  

c）楼层数：记录停车场的楼层总数；  

d）停车场名称：记录停车场的官方中文名称；  

e）采集时间：记录当前存储对象实际采集时间，记录到某年某月某日；格式为：

YYMMDD，如 200101 代表 2020 年 1 月 1 日；  

f）数据来源：记录当前对象获取的来源，包括激光点云、影像以及其他；  

g）所属分区编码：记录当前对象所在的行政区划的编码，记录到区级行政区划，例如

黄浦区。 

3）停车场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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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某个停车场某一层的基本属性，包括停车场某一平层或连接通道的背景名称、所在

楼层等。按照停车场分层的背景外轮廓进行获取，以 3D 面要素表达。具体采集要素如下： 

a) 停车场背景编号：记录当前停车场背景的唯一 ID；  

b) 停车场背景名称：停车场背景所在的楼层名称，例如 B1、B2 等；  

c) 所在楼层：记录停车场背景所在楼层；  

d) 类型：记录停车场背景类型，分为平层和连接通道；  

e) 所在停车场编号：记录所属停车场 ID；  

f) 停车场限高信息：记录所在停车场针对车辆的限高值；  

g) 采集时间：记录当前存储对象实际采集时间，记录到某年某月某日；格式为：

YYMMDD，如 200101 代表 2020 年 1 月 1 日；  

h) 数据来源：记录当前对象获取的来源，包括激光点云、影像以及其他;  

i) 所属分区编码：记录当前对象所在的行政区划的编码，记录到区级行政区划，例如黄

浦区。 

1.2.2 停车场交通标志 

1）概述  

停车场交通标志是指用文字、符号、颜色、形状等向交通使用者传递引导、限制、警告

或指示等信息的交通设施。 

2）采集要素 

针对常规的交通标志以及停车场墙面经常印刷的各种标志，根据标志牌的类型以 3D 面

要素进行矢量化。具体采集要素如下： 

a) 交通标志编号：记录当前道路交通标志的唯一 ID；  

b) 形状：记录交通标志牌常见的形状，包括矩形、正三角形、倒三角形、圆形、八角

形、菱形以及其他；  

c) 类型：记录交通标志牌的标准分类，包括警告标志、禁令标志、指示标志、指路标志、

告示标志、辅助标志等；  

d) 可变信息标识：记录交通标志牌是否可提供动态可变信息；  

e) 标志牌底色：记录交通标志牌常见的底板主色，包括红色、黄色、蓝色、绿色、棕色、

黑色、白色、橙色；  

f) 照片编号：记录每个道路标志牌的照片 ID。针对每个道路交通标牌单独存储其照片；  

g) 采集时间：记录当前存储对象实际采集时间，记录到某年某月某日。格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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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YMMDD，如 200101 代表 2020 年 1 月 1 日；  

h) 数据来源：记录当前对象获取的来源，包括激光点云、影像以及其他；  

i) 所属停车场背景编号：记录当前对象位置所在停车场背景的编号；  

j) 所属分区编码：记录当前对象所在的行政区划的编码，记录到区级行政区划，例如黄

浦区。 

1.2.3 停车场交通标线 

1）概述  

停车场交通标线是指施划或安装于道路上的各种线条、箭头、文字、图案及立面标记、

实体标记、突起路标和轮廓标等所构成的交通设施，作用是向交通使用者传递有关道路交通

的规则、警告、指引等信息，可与交通标志配合使用，也可以单独使用。包括停车场路面标

线和停车位标线等信息。 

2）停车场路面标线 

按照停车场路面标线实际形态获取，以 3D 面要素表达，具体采集要素如下： 

a) 停车场路面标线编号：记录当前停车场路面标线的唯一 ID；  

b) 停车场路面标线类型：记录停车场常见的路面标线类型，包括车道分界线、减速带、

方向箭头、人行横道、禁停标线、防滑坡道标线、落客区域、地面数字和文字、停止线等；  

c) 颜色：记录停车场路面标线的常见颜色，包括白色、黄色等；  

d) 照片编号：记录每个停车场路面标线的照片 ID。针对每个路面标线存储其照片；  

e) 采集时间：记录当前存储对象实际采集时间，记录到某年某月某日。格式为：

YYMMDD，如 200101 代表 2020 年 1 月 1 日；  

f) 数据来源：记录当前对象获取的来源，包括激光点云、影像以及其他；  

g) 所属停车场背景编号：记录当前对象位置所在停车场背景的编号；  

h) 所属分区编码：记录当前对象所在的行政区划的编码，记录到区级行政区划，例如

黄浦区。 

3）停车位标线 

针对停车场内的所有停车位标线进行矢量化，以 3D 线要素表达，若停车位线封闭，则

获取封闭四边形，若遇到停车位线不闭合，应按实际情况获取。停车位面是指用来专门停车

的位置，以 3D 面要素来表达，沿着停车位地面标线中心位置获取停车位轮廓，针对停车场

内每一个停车位进行矢量化，以停车位标线的中心位置处作为停车位面矢量化边线的参考。

具体采集要素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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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停车位编号：记录当前停车位要素的唯一 ID；  

b) 停车位标线颜色：针对停车位地面标线常见的颜色进行记录，包括白色、黄色和蓝

色等；  

c) 停车位类型：记录停车位的常见类型，包括标准公共车位、残疾人车位、微型车位、

母子车位、充电停车位、私有车位、女士车位、立体车位以及加长车位等；  

d) 停车位标记：记录停车位上的字母和数字组合的标记，例如 B101。若无标记，则为

空；  

e) 车位限高信息：由于地下停车场的建筑构造导致某些停车位上方有设施遮挡，存储

车位限高的情况，例如限高 1.4 米。当停车位实际有限高时按实际限高记录。实际无限高时

记录为 0；  

f) 方位类型：记录按停车方式区分的停车位类型，包括水平式车位、垂直式车位和斜列

式车位；  

g) 照片编号：记录每个停车位的照片 ID。针对每个停车位单独存储其照片；  

h) 采集时间：记录当前存储对象实际采集时间，记录到某年某月某日。格式为：

YYMMDD，如 200101 代表 2020 年 1 月 1 日；  

i) 数据来源：记录当前对象获取的来源，包括激光点云、影像以及其他；  

j) 所属停车场背景编号：记录当前对象位置所在停车场背景的编号；  

k) 所属分区编码：记录当前对象所在的行政区划的编码，记录到区级行政区划，例如

黄浦区。 

1.2.4 停车场其他设施物 

1）概述  

停车场其他设施物包括各类道路安全设施物、例如墙体和柱子，各种安全附属设备、如

防撞胶条、凸面镜等，以及设置于场端的智能路侧设备，用于场端实时、准实时动态信息采

集、感知，是智慧交通的重要基础设施。 

2）停车场墙体 

指停车场内的墙体和柱子等障碍物，以 3D 面要素来表达。针对柱子，取得其整体外轮

廓。针对闭合的墙体几何，直接取其整体外轮廓；如果是不闭合的墙体，以靠近可行驶道路

一侧的墙体进行矢量化，取得一定厚度构成面对象。具体采集要素如下： 

a) 停车场墙体编号：记录当前墙体的唯一 ID；  

b) 墙体类型：记录当前停车场内墙体分类，包括柱子和非柱子部分墙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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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采集时间：记录当前存储对象实际采集时间，记录到某年某月某日；格式为：

YYMMDD，如 200101 代表 2020 年 1 月 1 日；   

d) 数据来源：记录当前对象获取的来源，包括激光点云、影像以及其他；  

e) 所属停车场背景编号：记录当前墙体所在的具体某一个停车场平层或连接通道；  

f) 所属分区编码：记录当前对象所在的行政区划的编码，记录到区级行政区划，例如黄

浦区。 

3）停车场附属安全设施 

停车场为了安全会在墙面加装各种附属设备：如防撞胶条、凸面镜等。通常安装在墙角

或墙面，为不规则多面体。根据物体的物理外轮廓，以 3D 面要素方式表达。具体采集要素

如下： 

a) 停车场附属安全设施编号：记录当前附属安全设施的唯一 ID；  

b) 附属安全设施类型：记录停车场内常见的附属安全设施，包括防撞胶条、凸面镜、消

防箱等；  

c) 照片编号：记录每个附属安全设施的照片 ID。针对每个附属安全设施存储其照片；  

d) 采集时间：记录当前存储对象实际采集时间，记录到某年某月某日；格式为：

YYMMDD，如 200101 代表 2020 年 1 月 1 日；    

e) 数据来源：记录当前对象获取的来源，包括激光点云、影像以及其他；  

f) 所属停车场背景编号：记录当前附属安全设施所在的具体某一个停车场平层或连接

通道；  

g) 所属分区编码：记录当前对象所在的行政区划的编码，记录到区级行政区划，例如

黄浦区。 

4）停车场智能路测设备 

停车场智能路侧设备是指设置于场端，用于场端信息采集、感知、计算、传输的自动化、

智能设施设备，为智能交通参与者和管理者提供引导、信息传输、决策支持、信息交互等功

能，是智慧道路建设过程中重要的交通基础设施。主要分为路侧通信设施和路侧感知设施设

备两类。针对各类智能路侧设备，根据设备几何形状及大小以 3D 点、3D 线或 3D 面要素进

行表达。具体采集要素如下： 

a) 智能路侧设备编号：记录停车场内智能路侧设备的唯一 ID；  

b) 智能路侧设备类型：记录停车场内常见的智能路测设备，包括智能路灯杆、可变电

子语义标牌、智能道钉、全景摄像机、毫米波雷达、激光雷达、路面传感器、蓝牙、ETC 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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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等；  

c) 照片编号：记录每个智能路侧设备的照片 ID。针对每个智能路侧设备存储其照片；  

d) 采集时间：记录当前存储对象实际采集时间，记录到某年某月某日。格式为：

YYMMDD，如 200101 代表 2020 年 1 月 1 日；  

e) 数据来源：记录当前对象获取的来源，包括激光点云、影像以及其他；  

f) 所属停车场背景编号：记录当前位于停车场内智能路侧设备所在的具体某一个停车

场平层或连接通道；  

g) 所属分区编码：记录当前对象所在的行政区划的编码，记录到区级行政区划，例如

黄浦区。 

1.3 制图 

1.3.1 坐标系 

地图空间坐标系应采用或转化成“上海 2000 相对独立的平面坐标系统”（简称“上海

2000 坐标系”）。 

停车场（库）高精度电子地图应与第三方地图服务商的室外地图导航进行无缝切换。 

1.3.2 精度 

对于 L1 级和 L2 级智慧停车场（库），经纬度、高程单位均以米为单位，坐标值精确

值 0.1 米。平面位置绝对精度优于 5 米；相对精度每 100 米范围内优于 5 米； 

对于 L3 级停车场（库），经纬度、高程单位均以米为单位，坐标值精确值 0.001 米。

平面位置绝对精度优于 1 米；相对精度每 100 米范围内优于 0.2 米； 

1.4 存储 

1.4.1 存储格式 

电子地图文件存储格式宜采用商用地理信息系统常用的 Shapefile (3D)。 

1.4.2 存储方式 

1）公共停车场（库）电子地图宜采用按区域和楼层划分地图区域，应采用按图层进行

管理，存储图层数据。 

2）公共停车场（库）电子地图需按标准上传至市级停车信息平台统一存储。 

1.5 维护与更新 

1.5.1 维护 

基础数据采集中所列要素若发生维修、保养、暂停使用等临时变更，需在电子地图上对

发生临时变更的要素进行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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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 L1 级停车场（库），需要在要素发生变更后的 5 日内，完成电子地图的更新。 

对于 L2 级停车场（库），需要在要素发生变更后的 3 日内，完成电子地图的更新。 

对于 L3 级停车场（库），需要在要素发生变更后的 1 日内，完成电子地图的更新。 

1.5.2 更新 

基础数据采集中所列要素若发生变更，需重新对发生变更的要素进行采集并更新电子地

图。 

对于 L1 级停车场（库），需要在要素发生变更后的 5 日内，完成电子地图的更新。 

对于 L2 级停车场（库），需要在要素发生变更后的 3 日内，完成电子地图的更新。 

对于 L3 级停车场（库），需要在要素发生变更后的 1 日内，完成电子地图的更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