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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

定起草。

本文件修改采用 ISO 37163：2020《智慧城市基础设施　智慧交通中城市停车场配置指南》。

本文件与 ISO 37163：2020 的技术差异及其原因如下：

a） 更改了范围部分的具体描述，结合正文章节增加了本文件适用范围的具体说明，删除了关于

降低城市污染和城市管理成本等额外受益的描述以及关于技术目标的冗余描述（见第 1 章），

以使范围描述更符合我国标准的习惯和编写要求，并且清晰明确地表达标准的具体内容和适

用范围；

b） 增加了对数据安全、隐私保护、数据通信能力的细节描述，并将同一小节 d）通信和数据共享

条款中点对点通信的重复内容合并（见 4.1.2），以符合我国实践的技术情况，便于标准在国内

指导和实施；

c） 将太阳能更改为新能源并增加了关于新能源停车位相关要求的描述（见 4.1.3），以符合我国

新能源技术发展情况；

d） 删除了关于规划停车场的三项条款（见 ISO 37163：2020 的第 5 章），规划中的停车场不适合

纳入本文件的停车匹配系统中；

e） 增加了停车位匹配系统的主要组成及应用场景与有益效果的说明（见 6.1.1），以与 6.2 内容衔

接，便于使用者理解和标准实施；

f） 增加了信息要素，将 6.2.5 中的原条款内容统一合并至 6.2.1 中，并在 6.2.5 进行引用说明（见

6.2.1、6.2.5），避免重复冗余的内容，并使信息要素的描述前后统一；

g） 删除了信息要素驾驶员信息中性别、年龄、特殊情况和首选支付方式等隐私和敏感信息（见

ISO 37163：2020 的 6.2.1），避免收集的信息要素涉及隐私和敏感信息；

h） 增加了便利设施举例中的无障碍停车位和 [见 6.2.1a）]、车辆特性举例中的能源种类 [见
6.2.1b）]，根据实践情况进行举例补充，便于使用者理解和标准实施；

i） 增加了停车场服务中停车费支付方式的“积分支付”（见 6.2.1），根据实践情况进行举例补充，

便于使用者理解和标准实施； 
j） 更改了数据传输流程中通信要求中，对停车场设备和驾驶员之间通信的要求（见 6.2.3），以符

合我国通信技术发展的情况，便于使用者理解和标准实施；

k） 删除了举例中的“公共浴室”[见 ISO 37163：2020 的 6.2.4j）]，该举例不符合我国实践的实

际情况；

l） 增加了停车费信息要求中，对车辆感应设备及位置识别设备、自组网络等设备以及应对突发

灾害和特殊场景能力的要求（见 6.2.6），以符合我国智慧停车领域的发展情况，便于使用者理

解和标准实施；

m） 删除了举例中的“收据打印机”[见 ISO 37163：2020 的 6.2.6h）]，该举例不符合我国实践的实

际情况；

n） 在管理信息中增加了“停车场装修和改造情况”（见 6.2.7），根据实践情况，停车场装修和改造

情况作为管理信息收集；

o） 增加了对数据交换与共享管理的具体要求，并明确了数据交换与共享包括停车位匹配系统内

的共享和停车位匹配系统与外部系统的共享（见第 7 章），以符合我国数据交换与共享管理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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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技术发展和实践情况，便于使用者理解和标准实施；

p） 用规范性引用的 GB/T 43245 替换了 ISO 37156（见第 7 章），以符合我国实际情况；

q） 更改了停车位匹配系统安全技术方案中对于公钥密码算法使用过程的具体描述，包括停车位

匹配系统对公钥密码系统关于技术自主可控、分类分级管理、终端安全保护、大规模使用、业

务流程、双离线交易和低成本的要求，增加了数据安全管理中对数据安全和密钥体系的简单

说明，并引用了 GB/T 36625.3—2021 中推荐的安全技术（见 8.1），以符合我国数字安全领域

的技术发展和实践情况，并与已有的智慧城市领域国家标准相衔接，便于使用者理解和标准

实施；

r） 删除了系统的优化中对规划和进一步改善交通管理的目标的描述（见 ISO 37163：2020 的

9.3），根据国家标准编写要求，不在本章节中提出改善交通管理的目标。

本文件做了下列编辑性改动：

a） 为与现有标准协调，将标准名称改为《智慧城市基础设施　智慧交通中城市停车位匹配

实施指南》；

b） 在范围以及停车位匹配系统的概述、流程概述、维护概述中，删除了对 ITU⁃T.Y.4456 的引用

（见 ISO 37163：2020 的第 1 章、4.1.1、6.1.3、9.1）；

c） 删除了术语和定义中引用 ISO 和 IEC 术语库的描述（见 ISO 37163：2020 的第 3 章）；

d） 将注 1 和注 2 中关于国际上车辆定义和举例，以及美式英语和英式英语用词差异说明更改为

对本文件中停车场和停车位两个词的翻译说明，增加了注 3，对停车位这一术语在美式英语

和英式英语中的不同表达进行说明，增加了注 4，对本文件中停车位的含义进一步解释（见

3.1）；

e） 将停车位匹配系统信息具体包括的内容从正文移动到注 3 中（见 3.3）；

f） 删除了部分标题中对标准化对象“智慧交通中停车位匹配系统”的重复描述（见 ISO 37163：
2020 的第 4 章、第 5 章、第 6 章、6.2、第 8 章、第 9 章和 9.3）；

g） 删除了关于停车场容量及停车位数量的重复条款（见 ISO 37163：2020 的第 5 章）；

h） 将“仪器、设备”更改为“仪器、设备或系统”（见 6.2.2）；

i） 增加了“停车场设备”的描述（见 6.2.3）；

j） 将“停车位分配”更改为“停车与计费设备”（见 6.2.6）；

k） 将“非法停车”更改为“异常停车”（见 6.2.7）；

l） 删除了注 1 和注 2（见 ISO 37163：2020 的 8.2）；

m） 用资料性引用的 GB/T 36749 替换了 ISO 37120（见 9.2）；

n） 删除了注（见 ISO 37163：2020 的 9.2）。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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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当前，我国城市人均汽车拥有量快速攀升，对道路和停车位需求也日益增加，导致很多城市面临停

车难的突出问题，尤其是在部分公共场所，车辆密集、停车需求高且变化快。现有停车导航系统只能提

供驾驶员目的地及附近停车场信息，但无法解决驾驶员到达停车场才发现无处停车的问题，停车资源

利用率低下。停车位出租和共享模式可利用居民区内停车位实现错峰停车，但是缺乏规模和统一管

理，存在较大的经济纠纷隐患，推广难度大。此外，停车难可能影响驾驶员情绪，进而加剧车辆乱停放、

交通拥堵等现象，甚至造成交通事故等。因此，停车难也严重影响市民的正常生产生活，降低了游客的

体验感，还可能间接导致更多的污染物、颗粒物（PM）和温室气体（GHG）排放到大气中，引发交通事故

和噪声污染等问题，增加城市治理成本。

本文件所提供的停车位匹配系统实施指南，通过搭建基于数据安全和共享管理的停车位匹配软件

系统并匹配相应设备，联通停车位、驾驶员与车辆、导航系统和市政基础设施，实时发布驾驶员目的地

附近的空置停车位信息，帮助驾驶员迅速获取所需停车位信息，提前预定车位并顺利完成停车。本文

件利用了现有停车场车位资源，尤其是通过提供未纳入公共停车场范围的共享停车位，为无法扩建停

车场的地区提供了更多停车位资源。本文件有助于实现空置停车位合理匹配，缓解城市停车难，增强

城市居民和游客在数字技术进步中的获得感。通过解决停车难问题，本文件还可促进城市交通有序管

理，有助于缓解城市道路交通拥堵，降低交通事故发生率，进而减少环境和噪声污染等其他城市问题，

降低城市建设和管理成本，促进城市可持续性发展。

Ⅵ



GB/T 44493—2024

智慧城市基础设施　智慧交通中城市

停车位匹配实施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提供了停车位匹配系统的组织方法和实施流程指南。

本文件适用于城市和区域的停车位匹配系统的设置、应用、运行、数据交换与共享管理、数据安全

管理和维护。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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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 43245　智慧城市基础设施　数据交换与共享指南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停车位　parking lot
停车场

供允许在道路上行驶的车辆停放的场地。

注 1： 本文件对于 parking lot如无特殊说明，理解为“停车位”。

注 2： 本文件对于包含多个停车位的 parking lot，理解为“停车场”。

注 3： 在美式英语中一般使用 parking  lot表示停车场或停车位，而在英式英语中一般使用 car park。
注 4： GB/T 51149—2016 中 2.0.2 对停车位的定义为：“为停放车辆而划分的停车空间或机械停车设备中停放车辆

的部位。由车辆本身的尺寸加四周必需的空间组成。”

3.2
停车位匹配　parking lot allocation
基于驾驶员的要求或停车偏好，找到与当前或预期可用的停车位的位置之间的最优匹配，并向驾

驶员建议有可用停车位（3.1）的停车场或共享停车位。

注： 驾驶员的要求包括从当前位置出发的到达路线、首选的停车地点、首选的开始停车的时间、停车时长、要停放的

车辆数量和车辆特征、停车费用限制及支付方式。

3.3
停车位匹配系统　parking lot allocation system
通过信息交换和共享来实现停车位匹配（3.2）。

注： 包括停车场及共享停车位的位置、停车时间、停车位导航、停车费支付信息和相关服务信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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