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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新华社““新华视点新华视点””栏目日前刊发两篇报道栏目日前刊发两篇报道，，曝光国内大城市停车费至少一半没进政府口袋曝光国内大城市停车费至少一半没进政府口袋，，多地相关部门多地相关部门
管理混乱管理混乱。。记者日前继续跟踪调查发现记者日前继续跟踪调查发现，，在政府在政府““钱收不上来钱收不上来””的同时的同时，，北上广津四地的黑停车场却大肆横行北上广津四地的黑停车场却大肆横行，，
这四个城市至少有上千个黑停车场这四个城市至少有上千个黑停车场。。今年前今年前1010个月个月，，仅北京市相关部门就接到群众超过仅北京市相关部门就接到群众超过11万件对黑停车场的举报万件对黑停车场的举报。。

更值得注意的是更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些地方在一些地方，，无论是日常执法还是集中打击无论是日常执法还是集中打击，，政府对黑停车场的监管乏力政府对黑停车场的监管乏力。。记者在北京采记者在北京采
访发现访发现，，面对听到举报前来的执法者面对听到举报前来的执法者，，黑停车场的管理员竟原地不动黑停车场的管理员竟原地不动，，态度十分态度十分““淡定淡定”。”。

北上广津停车费问题追踪北上广津停车费问题追踪：：

四地至少有上千个黑停车场四地至少有上千个黑停车场

根据目前各地的规定，停车场需要获得政府相关
部门的批准备案，如果没有资质却强行收费，就属于

“黑停车场”。黑停车场包括私自画线收费、自立收费
资质标牌或擅自扩大经营范围等不法行为。

黑停车场到底有多少？对于不少连正规停车位都
没有准确统计的政府管理者来说，这个数字更是无从
谈起。记者采访了解到，最近一两年，北上广津四个城
市公开查处的黑停车场就多达四五百个。

——在北京，据不完全统计，2014年相关部门查处
的非法无照经营停车场超过100个，仅9月份一个月城
管部门就取缔非法停车场 42个。更令人吃惊的是，
2014年前 10个月，北京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共
接到群众对无照经营停车场举报多达 1.02万件，平均
每天接到举报33件。

——在广州，从2013年至今，广州市物价局多次向
社会曝光违规停车场的名单及违法违规情况，根据对
广州市物价局公开数据的不完全统计，包括各种身份
不全的黑停车场在内，近两年被该局曝光的违规停车
场数量合计达近100家。

——在天津，公安部门表示，一些不法分子冒充正
规停车公司非法圈占道路、非法经营道路停车泊位，特
别是节假日期间，群众对此类问题反映更多。对此，天
津市公安机关以市内六区为重点，组织开展了清理清
查假冒停车场的专项行动，加大对道路停车场的核查
力度，依法取缔冒充联华停车公司的非法占路停车场
95个。

——在上海，交通部门公布信息称，2014年以来，
执法部门共计查处停车行业各类违法行为121件，共受
理 12319城建热线涉及中心城区的无证停车类诉求 66
件。

然而，被查处的黑停车场，仅是“黑停车场乱象”的
冰山一角。记者在多地调查发现，一方面，不少没有资
质的黑停车场设置之易、数量之多远超相关部门查处
统计；另一方面，黑停车场机动性极强，不少黑停车场
受到查处后马上死灰复燃。

根据多位地方政协委员统计测算，北上广津四个
城市黑停车场累计总数应为查处数字的两到三倍甚至
更多，总数至少达到上千个。

黑停车场常年横行
群众举报不断

面对汹涌的黑停车场，各地管理部门都声称进行了
执法整治。然而，随着城市道路越建越多，机动车保有量
越来越大，“治黑”却面临更大困境。记者在多地实地调
查发现，不管是日常执法还是“运动式”整治，基层执法部
门的监管基本失效。

记者通过正规举报的方式在北京调查发现，相关部
门的日常监管效果不佳，远未形成协调执法机制。日前，
记者发现，在北京市西城区一条主干道的便道上，醒目的
白线画定了20多个车位。而该停车场是没有合法资质备
案标牌的黑停车场，该管理员证件也系伪造。

按照北京市交通委 2014年出台的规定，正规收费管
理员证件上印有二维码，可以通过微信“扫一扫”功能得
到认证。记者拨打北京市交通委投诉举报电话反映该问
题，查实该证件是假证。但当记者问到“怎么办”时，电话
中的工作人员表示，他们也没有办法，建议找城管部门举
报。

记者据其建议拨打了城管举报热线。在举报过后20
分钟，西城区城管总队执法监察队的三名工作人员出现
在现场。但令人惊讶的是，假停车管理员十分“淡定”，居
然原地不动，对城管队员前来执法没有丝毫畏惧的态
度。记者在现场看到，城管执法人员在现场核实、盘问
后，仅将该名收费男子驱离现场。他们表示，他们平时也
只能把人轰走，“见一次轰一次”。

而在位于北京市朝阳区使馆区的一处黑停车场，在
遇到假停车管理员纠缠收费后，记者索性拨打110进行报
警。大约15分钟后，属地派出所的执法人员抵达现场，他
们向记者询问情况时，这位假管理员早就“淡定”地脱了
一套假“行头”，躲到了一边。近期，当记者再次来到这条
路段时，黑停车场依然生意兴隆。

交通、城管、公安等部门单一的日常执法管不了，那
么，一些联合集中整治是否有效呢？多地管理部门工作
人员表示，“运动式”整治往往轰轰烈烈，一个月内查处数
十个黑停车场不在话下。但治标不治本，违法行为很容
易反弹。

广州市交通委的内部通报显示，2013年上半年，该部
门曾开展了为期2个月的整治行动，查处无证经营停车场
38宗，铲除了 14条路段非法设置的 427个停车泊位。
2014年 8月，广州市物价局对 50家停车场的违规行为进
行了公开曝光，没收违法所得160万元，罚款522万元，退
还违法所得56万元。然而，近期却有群众反映，上述部分
黑停车场出现死灰复燃迹象，而且随着广州停车费涨价，
黑停车场的收费反而更多了。

黑停车场监管失效的背后，是各地十分复杂的停车
管理模式。在北京，群众可以向城管、交通、公安、交管、
价格等5个部门举报反映不同的违法行为；在天津，交通、
公安、土地、工商、税务、物价、市容、园林、道路等行政管
理部门也是各管各的。

“如果有一个部门真正负起责任，黑停车场也许就能
够相对管起来。而现实的情况是，九龙治水，分散了执
法力量，也分散了管理责任，谁都不愿意管，结果是黑停
车场常年横行。”天津大学一位研究交通规划管理的教授
告诉记者。

日常执法流于应付
“运动式”打击治标不治本

黑停车场乱象谁都管不了，治标不治本是根本原
因。其中，依法“治黑”由于手段有限难度很大，而
科技“治黑”却面临超出人们想象的成本问题。

记者从北京司法部门了解到，要想通过追究刑事
责任等严厉手段彻底斩断黑手，目前竟只能通过查获
200张假停车发票等极少数办法实现。

2013年以来，北京东城区检察院依法办理了 6起
涉嫌使用伪造的“北京市停车收费定额专用发票”向
路边停放机动车的驾驶人员收取停车费的案件，共批
准逮捕了 5名犯罪嫌疑人。据办案人员介绍，按照现
行法律，对于黑停车场的假收费管理员，要从他们身
上查获200张或价值80万元的假发票，才能以“持有
伪造的发票罪”对其追究刑责，除此以外，如果能够
认定黑停车场收费超过5000元，才能以诈骗罪起诉。

但不少专家认为，按照现在管理执法部门的主观
能动性和查处积极性，上述需要大量调查取证的工作
基本没人愿意做、能去做。北京中勉律师事务所高级
合伙人黄莉凌对记者说，法律赋予各部门的管理权是
没有问题的，问题在于现在各部门存在执法能力的问
题。不是没有权力管，而是客观条件上无法实现。

南开大学专家赵聚军说，“尤其需要注意的是，
黑停车场收费人员往往打游击战，想要收集违法证据
不容易，同时一些黑停车场都有后台 ，与一些主管
部门工作人员有利益纠葛，彻底整治需要和反腐结合
起来。”

对于上述问题，负责办案的北京检察机关曾建
议，停车管理公司应强化技术措施，通过设立路边停
车收费刷卡机或配备手持刷卡机等方式，规范停车收
费行为。此外，还应加强日常监督检查，确保停车收
费人员按正当途径收取停车管理费用，杜绝滥收费情
形出现。

对此记者了解到，目前国内不少城市都在推进
“一车位一编号”、“信息化停车管理”等科技“治
黑”手段，不过其成本却不低。

12月上旬，广州市停车场行业协会曾公开称，正
规“咪表”停车场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人工成本达
到每月人均 4000元左右。北京市财政局公布的一份
《北京市路侧停车泊位编号施划项目中标公告》 显
示，2014年一季度，北京华凯交通科技有限公司和沧
州通胜交通安全设施有限责任公司两家企业，中标施
画北京 5.1万个车位及编号，中标金额高达 170万元，
平均计算施画每个车位及编号的成本竟高达33元。而
记者近期看到，在北京城六区，花大钱画的线编的
号，不少已经出现模糊不清的情况。

广州市政协委员曹志伟认为，从国外经验和长远
目标看，只有实现非人工收费模式的信息化收费，才
能根除乱收费的黑停车场。下一步是如何有效降低成
本，形成真正改革动力。

依法“治黑”难度大
未来要实现非人工收费模式

（本版稿件据新华社）
不法分子冒充正规停车公司非法经营道路停车泊位不法分子冒充正规停车公司非法经营道路停车泊位。。

在不少地方，不法分子随便圈块地就能当停车场收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