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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编制的背景和作用

2019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深化收费

公路制度改革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实施方案的通知》国办发

〔2019〕23号文，文中明确提出要加快电子不停车收费系统（ETC）

推广应用，大力发展拓展服务功能，鼓励ETC在停车场等涉车场所应

用。2020年交通运输部印发了《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关于开展ETC智慧

停车城市建设试点工作的通知》交办公路函〔2020〕2057号文，文

中明确要求江苏省作为唯一的全国ETC智慧停车省级平台示范省份，

研究制定本省ETC停车相关服务规则和技术要求，并重点实施。

目前，在智慧停车管理过程中，主要存在三大痛点：一是部分

停车场设施设备陈旧老化，智能化信息化程度不高，停车感受性差；

二是数据接口不统一，存在“各自为政”和“信息孤岛”，信息传

输不能互联互通；三是部分停车场(库)权属单位或经营者改造智慧

停车信息系统的意识不强，上传数据动力不足。导致停车场服务上

缺乏支撑、管理上手段不足、行业发展上动力不够，严重阻碍了智

慧停车及智慧城市建设。亟需制定实施相关管理标准，为打通停车

信息孤岛、构建“城市级”静态交通信息采集与发布体系、实现停

车信息交互共享和更好地为市民提供信息服务等方面提供参考遵循。

为了进行规范化操作和制度化管理，需要制定完善的技术标准，

包括停车信息收集的规范，停车支付系统和停车设备的标准化。公

安部自2016年起陆续出台了停车服务和管理信息系统的相关标准。

很多城市开展了智慧停车的相关建设工作，但由于采用技术不同、

标准不规范、涉及范围不同、建设时间不同等原因导致了系统间融

合程度低，无法形成城市级停车的智慧化，更无法为政府、企业和

公众提供全面、准确、完整的信息服务。

通过提出、研制相关行业标准可以为智慧停车领域提供重要的

理论支撑。本标准研究项目以行业最佳实践作为支撑，搭建统一的

智慧停车总体框架，提出了统一的智慧停车概念与技术体系，为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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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实现智慧停车打下基础，也为今后管理提供了依据。同时，统

一和规范相关单位在智慧停车系统规划、建设、管理的相关要求，

可以进一步推进停车信息的互联互通，实现停车资源的高效利用和

合理配置，提升城市停车精细化管理，提升停车行业的整体服务水

平，有效缓解城市“停车难”的问题。进一步，作为智慧城市的一

个重要组成部分，智慧停车标准将进一步完善智慧城市标准体系。

2 工作简况

2.1任务来源

2022年7月，经主编单位江苏通行宝智慧交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江苏省综合交通运输学会根据申请材料，于2022年11月对

《江苏省ETC智慧停车建设规范》进行了编制大纲评审，同意开展编

写工作。

2.2 主要起草单位

本标准的主要起草单位：江苏通行宝智慧交通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南京大学。

2.3 编制组目前主要开展的阶段工作

本标准的制定工作过程简述如下：

（1）工作大纲编制（2022年7月至2022年8月）

从发布立项通知到工作大纲评审会；通过收集、分析、整理基

础资料等，形成工作大纲，提交学会标准分委开展工作大纲评审。

（2）编制起草（2022年9月至2022年11月）

从发布立项通知到工作大纲评审会，在工作大纲编制完成后；

起草编制初稿，提交有关专家进行初步交流后，形成征求意见稿和

编制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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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补充调研（2022年12月至2023年2月）

从大纲评审到完成补充调研；增加和补充进行的调研，包括调

研对象、方式，主要问题及必要的试验验证、论证内容等；根据工

作大纲评审意见可再进一步完善。

（4）征求意见（2023年3月至2023年7月）

从发布意见征求通知到送审稿；根据征求意见情况，形成征求

意见汇总处理表，修改完善形成送审稿。

3 与国家法律法规、强制性标准及相关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与现行的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之间不存在冲突关系，

同时引用了相关现行标准并在此类标准基础上进行适当延申，丰富

了标准的理论基础，拓展了标准的实用性。本标准参考和引用的主

要标准如下：

· GB 5768 (所有部分) 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 GB/T 3880 一般工业用铝及铝合金板 带材

· GB/T 2423 电工电子产品基本环境试验规程

· GB/T 17626.2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静电放电抗扰度

试验

· GB/T 17626.5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浪涌(冲击)抗扰

度试验

· GB/T 20851.4 电子收费 专用短程通信

· GB/T 23827 道路交通标志板及支撑件

· GA/T 992 停车库(场)出入口控制设备技术要求

· DB21/T 3521 ETC智慧停车场 标识标志要求

· ISO/IEC 7816 接触式智能卡通信协议

· 国办发〔2019〕23号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深化收费公

路制度改革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实施方案的通知》

· 交办公路函〔2020〕2057号 《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关于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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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C智慧停车城市建设试点工作的通知》。

4 标准编制原则与主要技术内容

4.1编制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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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编制遵循以下基本原则：先进性、适用性和可操作性，

针对ETC智慧停车在封闭停车场和路内停车位两种不同场景下的应用

进行了各方面的规定，为准入集成商、运营方等主题提供了多方面

的参考。本标准适用于正在进行ETC智慧化改造或计划进行ETC智慧

化改造的场站，对已经完成ETC智慧化改造的场站同样具有参考意义，

此类运营方可根据本标准自检，完善未到位之处，提升ETC智慧停车

运行效果。

本标准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及强制性标准，与现行实施的国家

标准、行业标准等相关标准无相似内容。

4.2主要技术内容

本标准对ETC智慧停车在封闭停车场和路内停车位两个不同场景

下的应用做出了具体要求，涵盖了总体架构、技术逻辑、平台功能、

设备参数、标识标志等方面，尤其对ETC电子围栏这一创新规划进行

了进一步规范性阐述。本标准通过从总体规划、功能需求、数据交

互、项目落地等角度切入，进一步为ETC智慧停车发展奠定理论基础。

（1）总体规划。基于目前ETC发展阶段以及ETC本身的特点，本

标准针对不同的应用场景进行了总体规划，对ETC智慧停车基本框架、

数据交互、实际实施等方面进行了规定。其中，基本框架为数据交

互和实际实施提供了方向性引导，确保实现方向的正确性；数据交

互对实现过程中的数据逻辑与交互过程进行了规范性确认，是维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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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平稳运行的重要纽带，提供了基础性支撑。实际实施将ETC智慧

停车的理论落地，推动ETC智慧停车项目的顺利开展，实现了总体概

念从理论转化为现实。

（2）功能需求。根据目前停车产业的实际需要与发展现状，梳

理研究目前对ETC智慧停车的需求，根据需求进一步优化完善ETC智

慧停车相关功能以满足目前各个主体的需要。同时，以需求为出发

点，进一步推动现有项目的优化迭代，形成需求自我更新。

（3）数据交互。梳理现有ETC智慧停车的业务逻辑与运行流程，

根据不同场景下对停车要求的不同，分析数据收集、数据分析、数

据传输、数据存储、数据分流、数据应用等阶段特点，构建ETC智慧

停车不同场景的数据交互逻辑与要求，成为ETC智慧停车应用的重要

支撑。

（4）项目落地。基于封闭停车场和路内停车位场景的不同，从

设备参数要求、设备性能要求、方案建设要求、技术指标要求等角

度，实现ETC智慧停车项目的落地与平稳运行。

5 标准的先进性、可行性

5..1先进性

1.本标准的制定将为ETC智慧停车建设提供理论基础，推动项目

规范化、标准化落地

就目前而言，江苏省作为唯一的全国ETC智慧停车省级平台示范

省份，在ETC智慧停车领域取得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成果，现阶段，江

苏省已经拥有大量完成ETC智慧化改造的场站，同时每年产生以亿为

单位的交易流水，ETC在停车领域的应用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同时

就标准制定方面，由于缺乏规范性、标准性的参考，许多场站进行

ETC智慧化改造时无据可依，进而导致了建设效果不理想。另外，由

于ETC智慧化改造对不同主体提出了不同的要求，缺乏顶层设计的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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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常常导致不同主体权责不明确、分工不合理的现象，进而导致项

目落地缓慢、实施效果不佳。作为江苏省首创的ETC电子围栏方案，

由于其创新性的突破和独到的建设方案理应在应用过程中带来极大

收益，但是由于其建设尚无明确的理论和权威官方的推广，导致了

部分业主对该方案理解不到位、落实不到位，削弱了ETC电子围栏方

案的实际应用能力，故此，本标准的制定为该方案提高影响力、获

得认可度提供了先决条件，更进一步为ETC电子围栏的建设提供了标

准化的参考，达成该方案的设计目的。

2.本标准制定将进一步充实ETC智慧停车标准建设工作

根据本标准所制定的相关内容，ETC智慧化改造将获得充分的理

论基础和依据，推动项目规范化发展。此外，本标准的制定将进一

步填补国内ETC智慧停车领域理论方面的空白，就目前而言，智慧停

车与ETC两个课题的相关标准层出不穷，但是当二者结合成为一个整

体，可供参考的标准或规范就愈显局限。ETC智慧停车作为近年来发

展迅速的新兴领域，表现出了极大的效力和潜力，大量项目落地带

来了极高的收益，但同时，理论发展的速度却远远落后，长此以往

将导致实践远超理论以至于丧失方向。为了扭转理论与实践现有的

倒置关系，本标准的制定刻不容缓。此外，本标准对ETC电子围栏进

行了规范化的阐释与标准化的要求，ETC电子围栏作为理论方面的一

大创新，其诞生于实践，并要求理论同步发展与创新，本标准的制

定将此作为重要内容之一，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ETC智慧停车的理论

内容，创新了现有的理论体系。

5.2可行性

针对目前智慧停车领域的发展现状，编制组进行了大量的实地

研究与前期调研，根据上海、浙江、山东、广东等省的智慧停车理

论研究与实践成果进行了本标准的编制；同时，编制组重点关注省

内智慧停车的发展现状，从十三个不同的地市吸取行业经验与实践

经验，进一步丰富和完整了本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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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目前而言，2022年1月江苏省政府办公厅转发江苏省发展改革

委等部门《关于推动城市停车设施发展实施意见》的通知提出了加

快推进ETC电子不停车快捷收费系统的应用。2021年4月苏州交通信

息大会上，交通部、江苏省联合进行“ETC智慧停车示范省”启动仪

式，部省联动，全面推进江苏省ETC智慧停车工作，打造全国示范工

程。2021年5月，江苏通行宝首创“市域级ETC电子围栏”概念和方

案，为ETC技术和产品下路进城，实现城市级智慧停车自由流收费，

打下坚实基础。

本公司于2020年12月被交通运输部选定为ETC智慧停车城市建设

试点城市、江苏省作为省级示范区，先期开展ETC智慧停车试点工作

的实施单位。截至目前，江苏省智慧停车已经应用到了全省各个区

域，智慧停车场覆盖近300个封闭场景与近2000条收费路段，完整应

用整体方案的地区可以实现月平均五万元以上的追缴，以ETC为代表

的智慧停车收费手段收缴率可达近20%。

此外，编制组研究学习了现有标准，目前，由国家标准化相关

机构颁布的与智慧停车相关的标准主要有6项：

一、GB/T51149-2016《城市停车规划规范》

《城市停车规划规范》为国家标准，编号为GB/T51149-2016，

由住房城乡建设部标准定额研究所组织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发

行。自2017年2月1日起实施。

二、GA/T1302-2016 停车服务与管理信息系统通用技术条件

发布日期：2016-06-20日 实施日期：2016-06-20日

本标准由公安部道路交通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规定了停车服务与管理信息系统额一般要求、功能要求、

性能指标、通信要求、安全性要求，以及测试与运维要求。适用于

停车服务与管理信息系统的设计、建设和测试。

三、GA/T 761-2008停车场（库）安全管理系统技术要求

发布日期：2008-04-07实施日期：2008-06-01

本标准规定了停车库(场)出入口控制设备的技术要求和试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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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是设计、制造、检验停车库(场) 出入口控制设备的基本依据。

适用于以安全防范管理为目的，对进、出车辆进行登录、监控和管

理的停车库(场)安全管理系统的出入口控制设备。

本标准由全国安全防范报警系统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100)

提出并归口。

四、GA/T 992-2012停车库（场）出入口控制设备技术要求

发布日期：2012-07-19实施日期：2012-07-19

本标准规定了停车库（场）出入口控制设备（以下简称设备）

的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是设计、制造、检验停车库（场）出入口

控制设备的基本依据。本标准适用于固定安装的停车库（场）出入

口控制设备，其他类型的停车库（场）出入口控制设备参照执行。

本标准由全国安全防范报警系统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100)

提出并归口。

五、GA/T 1132-2014 车辆出入口电动栏杆机技术要求

发布日期：2014-01-20实施日期：2014-04-01

本标准规定了车辆出入口电动栏杆机的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是

设计、制造、检验车辆出入口电动栏杆机的基本依据。本标准适用

于以安全防范为目的、采用栏杆垂直于出入方向旋转方式工作的车

辆出入口电动栏杆机,其他工作方式的出入口电动栏杆机可参照执行。

六、GA/T 850-2009城市道路路内停车泊位设置规范

本标准规定了城市道路路内汽车停车泊位设置的选址和设计。

本标准适用于城市道路路内汽车停车泊位的设置。

本公司内现行标准化工作严格遵照制定工作的行为准则。作为

学术界和工业界绕不开的行为准则，标准主要有三个目的。一是公

共目的性：为了在一定的范围内获得最佳秩序，促进最佳的共同效

益；二是广泛的可接受性：标准是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制定的；三

是先进性和合理性：标准凝聚了科学、技术和经验的综合成果，反

映了最新技术水平。在此原则指导下，公司在业务运维和建设中，

已经形成一系列规范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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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近几年与交通运输部路网监测与应急处置中心等单位合

作编制了《基于手机信令的路网运行状态监测数据采集及交换服务

第1部分：数据元》、《基于手机信令的路网运行状态监测数据采集

及交换服务 第2部分：数据采集》、《收费公路通行费增值税电子

普通发票开具总体技术方案》、《收费公路通行费增税电子普通发

票开具运营与服务规则》、《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总体技术方

案》、《收费公路联网收费运营和服务规则（2019）》6项标准和书

服务规则。。

6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过程和依据

无

7 标准推广应用前景和预期社会经济效益

针对上文中提及的问题：设施设备陈旧老化，智能化信息化程

度不高，停车感受性差；数据接口不统一，信息传输无法互联互通；

停车场(库)权属单位或经营者改造智慧停车信息系统的意识不强，

上传数据动力不足进而导致停车场服务上缺乏支撑、管理上手段不

足、行业发展上动力不够。存在相当数量的停车场站需要进行规范

化的ETC智慧化改造。根据以上内容，形成了对标准制定的迫切需求，

以满足ETC智慧停车标准化发展的需要。

标准的研究制定可以有效推进智能停车，解决停车难问题的同

时，能够带来显著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

1.社会效益

调节驾车出行者的驾车情绪，缓解因寻找泊位而可能产生的焦

虑和急躁情绪，减少违法停车行为，降低交通安全隐患；全方位的

停车位信息采集不仅为停车诱导系统提供了必要和准确的基础数据

和实时的交通信息，也为城市交通规划和管理提供了决策依据；智

能化停车诱导系统的实施要求高水平的停车场管理，也为停车场的

规范化合智能化发展奠定了基础，提高停车服务水平和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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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经济效益

可以综合管理信息化停车资源，提高停车场的周转率、降低空

置率，提高停车使用者的便利性和停车场的使用效率，提高停车场

的收益，保障了停车场管理者的整体经济效益。

3.生态效益

减少使用者对停车场的寻找时间，减少车辆的无效低速行驶，

从而降低城市的碳排放量和环境污染;减少部分道路交通流，避免由

于寻找停车场或者等候车位而造成的无效行驶，有助于提高交通秩

序。

8 标准宣贯和推广应措施

起草组建议将本标准定为推荐性江苏省综合交通运输学会团体

标准。

制定标准是标准化工作的基本前提，标准化工作的关键是标准

的贯彻实施，起草组将在江苏省综合交通运输学会的指导下，做好

标准的宣贯、实施等全过程工作。

本标准编制的目的是进一步明确ETC智慧停车建设过程中基本框

架、平台内容、数据交互、建设方案、设备等内容的相关要求，进

一步为ETC智慧停车的发展提供标准性、规范性的参考，提升ETC智

慧停车建设过程的效率，进一步增强相关项目在运行过程中的稳定

性，进而强化ETC智慧停车的优势。

标准发布后，起草组将及时开展本标准的宣贯活动并对相关人

员进行培训，提高人员意识。为了促进标准的推广应用和推进标准

的有效实施，起草组将通过各类渠道进一步扩大本标准的影响力，

确保本标准的贯彻落实，进一步服务于ETC智慧停车项目。

9 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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