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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加强建筑物配建停车设施的规划管理，改善城市静态交通环境，引导机动车可持续发展，建立

与动态交通发展相平衡的静态交通发展格局，结合本市当前和今后的发展需要，制定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公共建筑机动车配建停车场规划建设。

1.0.3 公共建筑机动车配建停车场的规划设计应本着节约用地的原则，宜采用地下停车库、地上停车楼。

鼓励停车设施的智慧化、共享化，提高配建停车场使用效率。

1.0.4 公共建筑机动车配建停车场的规划建设，除应执行本标准外，还应符合国家、行业及本市现行的

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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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2.0.1 停车场 parking lot
供机动车与非机动车停放的场所及地上、地下构筑物。一般由出入口、停车位、通道和附属设施组

成。

2.0.2 机动车停车位 parking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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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由车辆本身的尺寸加四周必须的

空间组成。机动车停车位仅指标准小型车位。

2.0.3 机动车停车场 parking lot for auto
供机动车停放的停车场。

2.0.4 公共建筑 public buildings
为人们提供公共服务和使用的各类建筑，主要有行政办公建筑、文教体卫建筑、商业金融业建筑等。

2.0.5 建筑物配建停车场 parking garage for buildings
建筑物依据建筑物配建停车位指标所附设的面向本建筑物使用者和公共服务的供机动车、非机动车

停放的停车场。

2.0.6 交通影响评价 traffic impact analysis
对建设项目投入使用后，新生成交通需求对周围交通系统运行的影响程度进行评价，并制定相应的

对策，消减建设项目交通影响的技术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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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 本 规 定

3.0.1 新建、改建、扩建的建筑总面积大于 500 平方米的公共建筑类建设项目，应按照本标准进行配建
或增建机动车停车场。

3.0.2 建筑工程配建的停车设施应设置在其用地范围内。鼓励相邻地块在统一申请、统一设计、统一建

设、统一使用的条件下，集中统一设置停车设施，推进公共建筑和居住项目配建停车场错时共享。

3.0.3 机动车停车位以小型车为标准车型，核算配建机动车位数量时应换算成标准车型统计。各类车辆

停车位的换算系数应符合表 3.0.3 的规定。建筑按配建指标计算出的机动车停车位数，尾数不足 1个的
按 1个计算。

表 3.0.3 各类车辆停车位的换算系数
停车位类型 微型车 小型车 中型车 大型车

换算系数 0.7 1.0 2.0 2.5

3.0.4 全市域划分为四类地区，一类地区为二环路以内的老城地区，二类地区为二环路至三环路之间，

三类地区为三环路至五环路之间、五环以外的中心城及新城集中建设区，四类地区为五环路以外除中心

城及新城集中建设区的其他地区。

3.0.5 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公共建筑机动车配建停车场规划按照《北京城市副中心控制性详细规划（街区

层面）》执行。

3.0.6 处于历史文化街区内的公共建筑建设项目，可结合具体情况，单独论证分析。

3.0.7 按照建筑面积计算建筑物配建停车位的，建筑面积以计算容积率建筑面积为准，但地下室中的商

业、办公等部分也应按照实际使用功能配建停车位。

3.0.8 公共建筑配建停车场应建设充电设施停车泊位，应符合现行北京市地方标准《电动汽车充电基础

设施规划设计标准》DB11/T 1455-2017 的规定。办公类比例不低于 25%，商业类不低于 20%，交通枢
纽不低于 20%，游览场所不低于 15%，其他类不低于 15%。并按设计比例预留建设安装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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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配 建 指 标

4.1 办公楼4.1.1 办公楼停车位指标应符合表 4.1.1 的规定。

表 4.1.1 办公楼停车位指标

公共建筑项

目类别
单位

一类

地区

二类地

区

三类

地区

四类

地区 用地

类别
对应建筑类别说明

可参照执行

的建筑类别
上限 上下限 上下限 上下限

办

公

行政办

公

车位

/100

m
2
建筑

面积

0.45 0.45-0

.60

0.65-0.

85

0.65-0.

90

A11

A12

党政机关、社会团体、行使

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等办

公机构及其相关设施

其他办

公

车位

/100m
2

建筑

面积

0.35 0.35-0

.50

0.50-0.

70

0.65-0.

90

A35

B21

B22

B23

B29

科研事业单位，金融保险、

艺术传媒、研发设计、贸易

咨询等综合性办公

以技术研

发、技术服

务、管理等

功能的为主

的工厂、其

他建筑物主

体功能为办

公的类别等

4.2 商业场所

4.2.1 商业场所停车位指标应符合表 4.2.1 的规定。
表 4.2.1 商业场所停车位指标

公共建筑项目类别 单位

一类

地区

二类地

区

三类

地区

四类

地区 用地

类别

对应建筑

类别说明

可参照执行的建筑类

别
上限 上下限 上下限 上下限

商

业

酒店、宾馆 车位/客房
0.30 0.30-0

.40

0.40-0.

55

0.40-0.

6
B14

宾馆、酒
店、宾馆、
招待所、服
务型公寓、
度假村等

养老院、敬老院、护
养院等为老年人提供
居住、护理、康复、
保健、医疗等服务功
能的设施用地，儿童
福利院、孤儿院等，
残疾人福利院、残疾
人康复中心等

餐饮、娱乐
车位/100 m

2

建筑面积

1.50 1.50-1

.80

1.70-2.

20

2.00-2.

50
B13

饭店、餐
厅、酒吧等

商 ≥10000 m
2

车位 0.50 0.50-0 0.60-0. 0.70-0. B11 以零售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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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 /100m
2
建

筑面积

.70 80 90 能为主的
商铺、商场
等

<10000 m
2

车位/100

m
2
建筑面

积

0.60 0.60-0

.80

0.70-0.

90

0.80-1.

00

大型超市、仓储

式超市

车位/100 m
2

建筑面积

0.60 0.60-0

.90

1.25-1.

75

1.30-1.

80
B11

以零售功
能为主的
超市等

综合市场、农贸

市场、批发市场

车位/100 m
2

建筑面积
- -

1.10-1.

50

1.30-1.

70
B12

独立地段
的农产品、
服装、建材
等产品的
市场

注：综合市场、农贸市场、批发市场建设项目应通过交通影响评价或交通专项分析论证，在附表的基础上综合确定

配建机动车停车位要求，三类、四类地区不得低于下限值。

4.3 医院

4.3.1 医院停车位指标应符合表 4.3.1 的规定。
表 4.3.1 医院停车位指标

公共建筑项

目类别
单位

一类

地区

二类地

区

三类

地区

四类

地区 用地

类别

对应建筑类别

说明
可参照执行的建筑类别

下限 下限 下限 下限

医

院

综合医

院、专

科医院

车位

/100 m
2

建筑

面积

1.20 1.20 1.30 1.40 A51

综合医疗中
心、中医医院、
专科医院等

对环境有特殊要求的传染
病、精神病等专科医院，
康复医院、护理院及具有
康复、护理、体检功能的
休养所和疗养院等用地

社区卫

生服务

中心

车位

/100 m
2

建筑

面积

0.6 0.6 0.7 0.8 A51

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单独设
立的门诊部
等。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防疫
站）、专科疾病防治院（所、
站）、检验中心和动物检
疫站等用地、急救中心、
血库、社区以上级别的卫
生监督所等

4.4 学校

4.4.1 学校停车位指标应符合表 4.4.1 的规定。
表 4.4.1 学校停车位指标

公共建筑项

目类别
单位

一类

地区

二类地

区

三类

地区

四类

地区 用地

类别
对应建筑类别说明

可参照执行

的建筑类别
上限 上下限 上下限 上下限

学

校

中小学

车位/百

教

职工

5.00
5.00-6

.00

10.00-1

5.00

15.00-2

0.00
A33 中学、小学、中小学合校等托幼

大专院 车位/百 10.00 10.00- 20.00-2 30.00-3 A31 大学、学院、专科学校、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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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教

职工

15.00 5.00 6.00 A32

A34

究生院、电视大学、党校、
干部学校及其附属设施，中
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职
业学校等，聋、哑、盲人学
校及工读学校等

4.4.2 对于新建、改建、扩建中小学，其用地和建设指标中包含上落客区的，应划定主要针对接送学生
高峰时段的临时停车区，临时停车位不计入建筑配建机动车停车位总数，车位宜按表 4.4.2 的规定。

表 4.4.2 中小学设置接送临时车位标准

公共建筑项目类别 单位

一类学校 二类学校 三类学校

小学＞30班

初中＞36班

高中＞36班

小学 24-30班

初中 27-36班

高中 27-36班

小学 12-18班

初中 12-24班

高中 18-24班

小学 车位/班级 0.2 0.25 0.3

中学 车位/班级 0.15 0.2 0.25

注：1、九年一贯制学校的规模分类可参照小学与初中的指标合计，全中学的规模分类可参照初中和高中的指标合

计。2、托幼可参考小学标准划定临时车位。

4.5 体育设施

4.5.1 体育设施停车位指标应符合表 4.5.1的规定。
表 4.5.1 体育设施停车位指标

公共建筑项目类

别
单位

一类

地区

二类地

区

三类

地区

四类

地区 用地

类别
对应建筑类别说明

可参照执行

的建筑类别
上限 上下限 上下限 上下限

体

育

设

施

体育场

≧15000座

位，体育馆

≧3000座位

车位/

百座
4.00

4.00-5

.00

5.00-6.

00

6.00-7.

00
A41

A42
体育场馆和体育训练基地

等
体育场

<15000座

位，体育馆

<3000座位

车位/

百座
1.00

1.00-2

.00

2.00-3.

0

3.00-4.

0

注：体育设施建设项目应通过交通影响评价或交通专项分析论证，在附表的基础上综合确定配建机动车停车位要求，

一类地区不得高于上限值，其他地区不得低于下限值。

4.6 文化设施

4.6.1 文化设施停车位指标应符合表 4.6.1 的规定。
表 4.6.1 文化设施停车位指标

公共建筑项

目类别
单位

一类

地区

二类地

区

三类

地区

四类

地区 用地

类别
对应建筑类别说明

可参照执行的建

筑类别
上限 上下限 上下限 上下限

文 影剧院 车位/ 4.00 4.00-5 8.00-10 12.00-1 B1 电影院、剧院 音乐厅、歌舞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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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设

施

百座 .5 .00 4.50 B31 网吧等

科技

馆、博

物馆、

图书馆

车位

/100

m2建

筑面

积

0.40
0.40-0

.60

0.60-0.

80

0.80-1.

00
A21

公共图书馆、博物馆、科

技馆等，包括企业所属独

立占地的科技馆、博物

馆、图书馆等

档案馆、纪念馆、
美术馆，社区以上
级别的综合文化
活动中心、文化
馆、青少年宫、儿
童活动中心、老年
活动中心等

会议中

心

车位

/100

m2建

筑面

积

0.60
0.60-0

.80

0.60-0.

90

0.80-1.

00
A21 会议中心、会展中心等

企事业单位的职
工疗养院等

展览馆

车位

/100

m2建

筑面

积

0.30
0.30-0

.50

0.70-0.

90

1.00-1.

20
A21

展览馆，包括企业所属独

立占地的展览馆

交通影响评价注：文化设施建设项目应通过交通影响评价或交通专项分析论证，在附表的基础上综合确定配建机动

车停车位要求，一类地区不得高于上限值，其他地区不得低于下限值。

4.7 工业

4.7.1 工业停车位指标应符合表 4.7.1 的规定。
表 4.7.1 工业停车位指标

公共建筑项

目类别
单位

一类

地区

二类地

区

三类

地区

四类

地区 用地

类别
对应建筑类别说明

可参照执行

的建筑类别
上限 上下限 上下限 上下限

工

业

厂房

车位

/100 m2

建筑面

积

- -
0.20-0.

30

0.20-0.

35

M1

M2

M3

以从事一定规模的生产服
务为主的工厂厂房

仓库

车位

/100 m2

建筑面

积

- -
0.20-0.

30

0.20-0.

35

M1

M2

M3

W1

W2

W3

货物储存配送、集散流通、
批发交易及物流信息处理
等功能的用地，大型露天堆
放货物的用地，专用仓储用
地等

4.8 游乐场所

4.8.1 游览场所停车位指标应符合表 4.8.1 的规定。
表 4.8.1 游览场所停车位指标

公共建筑

项目类别
单位

一类

地区

二类地

区

三类

地区

四类

地区

用地

类别

对应建筑类别

说明
可参照执行的建筑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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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限 上下限 上下限 上下限

游

览

场

所

风景

公园

车位/公

顷占地

面积

0.80
0.80-1

.3

2.00-3.

0

2.50-3.

50

G11

G12

综合公园、社
区公园

以生态保护和涵养功能为
主，对维护城市空间格局及
区域生态环境质量、保持生
物多样性、涵养水源等生态
功能具有重要控制作用的
各类绿色空间用地、为城市
绿化提供苗木、草皮和花卉
的圃地，不包括其中的管理
及服务设施用地

主题

公园

车位/公

顷占地

面积

3.50
3.50-5

.5

7.00-10

.00

12.00-1

5.00

G11

G12

儿童公园、动
物园、植物园、
历史名园、风
景名胜公园、
游乐公园、其
他具有特定主
题内容的公园

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野
生动植物园等，不包括其中
的管理及服务设施用地

注：主题公园建设项目应通过交通影响评价或交通专项分析论证，在附表的基础上综合确定配建机动车停车位要求，

一类地区不得高于上限值，其他地区不得低于下限值。

4.9 交通枢纽（飞机场、火车站、汽车站）应结合交通专项分析及控规指标确定公共建筑配建机动车停

车位。

4.10 对于综合性建筑（含多种建筑类别及相应使用功能），其配建机动车停车位应按各类建筑性质和规
模分别计算后累计确定。

4.11 对于《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 年-2035 年）》明确的功能区，功能区范围内的办公楼、商业场所
停车位指标应符合表 4.11的规定，同时应结合已批复的功能区交通专项分析及控规指标进一步细化停车
配建标准。

表 4.11 功能区办公楼和商业场所停车位指标

公共建筑项目类别 单位

一类

地区

二类

地区

三类

地区

四类

地区用地

类别
对应建筑类别说明 可参照执行的建筑类别

上限 上限 上限上限

办

公

行政办公

车位/100

m2建筑

面积

0.40 0.45 0.650.65
A11

A12

党政机关、社会团体、行
使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
等办公机构及其相关设
施

其他办公

车位/100

m2建筑

面积

0.20 0.35 0.500.65

A35

B21

B22

B23

B29

科研事业单位，金融保
险、艺术传媒、研发设计、
贸易咨询等综合性办公

以技术研发、技术服务、
管理等功能的为主的工
厂、其他建筑物主体功能
为办公的类别等

商

业
酒店、宾馆 车位/客房 0.20 0.30 0.400.40B14

宾馆、酒店、宾馆、招待
所、服务型公寓、度假村
等

养老院、敬老院、护养院
等为老年人提供居住、护
理、康复、保健、医疗等
服务功能的设施用地，儿
童福利院、孤儿院等，残
疾人福利院、残疾人康复
中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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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饮、娱乐
车位/100 m

2

建筑面积
1.00 1.50 1.702.00B13 饭店、餐厅、酒吧等

商

场

≥10000 m
2

车位

/100m
2
建

筑面积

0.30 0.50 0.600.70

B11
以零售功能为主的商铺、
商场等

<10000 m
2

车位/100

m
2
建筑面

积

0.40 0.60 0.700.80

大型超市、仓储

式超市

车位/100 m
2

建筑面积
0.30 0.60 1.251.30B11

以零售功能为主的超市
等

综合市场、农贸

市场、批发市场

车位/100 m
2

建筑面积
- - 1.101.30B12

独立地段的农产品、服
装、建材等产品的市场

4.12 对于有 50%以上的用地面积位于轨道交通站点地面出入口 500 米范围内的公共建筑，其停车配建
指标按照以下比例进行折减：

1 一类区办公楼减少 15%，二类区办公楼减少 10%，三类区办公楼减少 5%；
2 一类区商业场所减少 10%，二类区商业场所减少 5%，三类区商业场所减少 5%。

4.13 建筑特殊机动车辆停车位配建指标不应小于表 4.13 的规定。
表 4.13 建筑特殊机动车辆停车位配建指标

车位类型 公共建筑项目类别 停车位配建指标

装卸车位

办公
每 10000㎡建筑面积设置 1个，不足 10000㎡的按 1个设置，最高

3个。

酒店、宾馆
每 100个客房设置 1个；超过 3个时，每增加 200个客房增设 1

个。

餐饮、娱乐
每 10000㎡建筑面积设置 1个，不足 10000㎡的按 1个设置；超过

3个时，每增加 20000㎡增设 1个。

商场

大型超市、仓储式超市

综合市场、农贸市场、批发市

场

每 5000㎡建筑面积设置 1个，大于等于 2000㎡且小于 5000㎡的

按 1个设置，不足 2000㎡的可不设置；超过 3个时，每增加 10000

㎡，增设 1个；超过 6个时，每增加 15000㎡增设 1个。

工业 按照具体生产条件确定

大客车

车位

酒店、宾馆 每 50个客房设置 1个。

学校
一类中小学宜设置 3个以上，二类中小学宜设置 2-3个，三类中小

学宜设置 1-2个；大专院校宜设置 3个以上。

科技馆、博物馆、图书馆 每 5000㎡建筑面积设置 1个。

体育设施、会议中心 每 1000个座位设置 1个。

游览场所 每 10000㎡游览面积设置 1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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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障碍

停车位

当停车位数小于等于 50辆时，无障碍停车位不应少于 2个，不足 25辆时可设 1个；当停车位数

大于 50辆且小于等于 300辆时，无障碍停车位不应少于 5个；当停车位数大于 300辆且小于等

于 500辆时，无障碍停车位不应少于 8个；当停车位数大于 500辆时，无障碍停车位不应少于总

停车位数的 2%。

注：1、除装卸车位外，其它特殊停车位都计入配建机动车停车位数。2、办公楼、商业场所、医院、体育设施、文

化设施建设项目宜结合出租车临时停放需求设置出租车位。

4.14 未列入以上分类建设项目的配建停车车位，可根据停车的实际需求参照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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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区别对待强制性条款和引导性条款，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

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或“须”；

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

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该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

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它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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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1 《城市停车规划规范》GB/T 51149-2016
2 《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规划设计标准》DB11/T 1455-2017
3 《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价技术标准》CJJ/T 141-2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