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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事件：“泊车黄牛”

一、热点概述

在一些大城市的医院、商圈等停车困难的区域，出现了“泊车黄牛”这一特殊群体。他们利用车主急

于寻找车位的心理，以收取“带路费”等方式，为车主指引停车位置，从而赚取利益，这种现象已成为城

市管理中的一个热点问题。

二、答题素材

1.事实（举例）论证：

杭州浙一浙二医院周边情况：据潮新闻 2024 年 12 月 9 日报道，在杭州浙一医院、浙二医院周边，

“泊车黄牛”现象较为普遍。凌晨时分，黄牛们就开始“上岗”占位。如 12 月 4 日 5:30 左右，浙一医

院庆春路大门附近的路口就有四五个黄牛在拦车询问是否需要泊车。他们将原本 5 元/时的泊车费加价到

15 元/时甚至更高，还会根据车主的反应灵活议价，甚至追着汽车奔跑五六十米来争取生意。而且，黄

牛们还形成了一定的灰产链条，互相之间有沟通协作。

南京鼓楼区医院周边情况：2022 年 10 月 31 日扬子晚报报道，南京鼓楼城管服务站执法人员发现辖

区大型医院周边有不少“泊车黄牛”。他们在主干道来回穿梭，举着“停车”的小广告牌，询问来往车

辆是否需要停车，不仅扰乱城市交通秩序，也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

上海枫林路儿科医院周边情况：据 2006 年 4 月 18 日解放日报报道，上海枫林路上的儿科医院附近，

众多黄牛以停车为名，收取驾驶员 10 至 20 元不等的带路费。他们介绍的停车场所往往不正规，还经常

导致车主违章停车。

2.道理论证：

从供需关系角度：城市中部分区域如大型医院周边，停车资源的供给远远无法满足车主的停车需求，

这就导致了供需失衡。而“泊车黄牛”正是利用了这种供需不平衡的状况来谋取私利。当车主面临停车

难的困境时，为了能够尽快找到车位，往往愿意支付额外的费用给黄牛，这在一定程度上也纵容了“泊

车黄牛”现象的滋生和蔓延。

从信息不对称角度：车主对医院周边的停车信息了解有限，不清楚哪里有可用的停车场、车位剩余

情况以及收费标准等。而“泊车黄牛”则掌握了这些信息，他们通过为车主提供停车信息和引导服务来

收取费用，这本质上是利用了信息不对称来获取经济利益。如果能够通过合理的方式，如设置更多的停

车引导标识、利用电子显示屏显示车位信息、提供在线停车导航等，来消除这种信息不对称，那么“泊

车黄牛”的生存空间将会大大缩小。

从管理难度角度：“泊车黄牛”的活动具有一定的机动性和隐蔽性，他们通常不会在一个固定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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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长时间停留，而是会根据实际情况随时变换位置，这给管理部门的监管带来了很大的难度。此外，对

于“泊车黄牛”的行为界定和处罚依据也不够明确，导致在实际执法过程中存在一定的困难。管理权责

不明也使得各部门在整治“泊车黄牛”时难以形成有效的合力，从而影响了整治效果。

三、出题方向

（一）你怎么看？

1.在一些大城市的医院、商圈等停车困难的区域，出现了“泊车黄牛”这一特殊群体。他们利

用车主急于寻找车位的心理，以收取“带路费”等方式，为车主指引停车位置，从而赚取利益。对

此，谈谈你的理解。

◎审题判断——你怎么看？（热点现象类）——答题结构【点题/破题-危害-原因分析-过渡-对策-

总结结尾】

◎解题思路

第一步——点题/破题：

在城市的繁华角落，如医院与商圈周边，“泊车黄牛”悄然滋生，他们瞅准车主停车难的困境，以

“带路费”为诱饵，将公共停车资源化为敛财工具。这一现象不仅加重了车主的经济负担，更严重扰乱

了正常的交通秩序与市场环境，成为城市治理的顽疾。因此，我对此深恶痛绝。

第二步——危害：

“泊车黄牛”带来的危害不容小觑。

其一，损害车主权益。车主本就面临停车难的压力，“泊车黄牛”的出现无疑雪上加霜，他们收取

高额“带路费”，使车主被迫增加额外支出。

其二，破坏市场秩序。这种非法的引导停车行为，规避了正规停车管理与收费机制，造成市场的不

公平竞争，长此以往，将使正规停车产业的发展遭受冲击。

其三，影响交通流畅。“泊车黄牛”为追逐私利，常常在道路上随意拦截车辆、引导车辆违规停放，

这极易引发交通拥堵，甚至可能在紧急情况下阻碍救援车辆的通行，对公众生命财产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第三步——原因分析：

“泊车黄牛”现象之所以屡禁不止，根源是多方面的。

从需求层面来看，城市停车资源的供给与日益增长的车辆保有量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缺口，尤其是在

医院、商圈等特定区域，停车难问题极为突出，这为“泊车黄牛”提供了广阔的生存土壤。

从管理角度而言，部分区域停车管理的智能化水平较低，信息发布与引导机制不完善，导致车主难

以获取准确的停车信息，只能无奈求助于“泊车黄牛”。

此外，相关法律法规在对“泊车黄牛”行为的界定与惩处方面存在模糊之处，执法部门在实际操作

中面临诸多困难，难以形成有力的打击态势。

第四步——过渡：

为有效治理“泊车黄牛”现象，需多管齐下、标本兼治。

第五步——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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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应着力强化停车资源的供给侧改革，通过合理规划与建设停车场，如增加地下停车场、立体

停车设施等，充分挖掘停车潜力，缓解停车难的矛盾。

其次，借助现代科技手段提升停车管理的智能化水平，建立实时的停车信息发布平台，运用智能导

航系统为车主提供精准的停车引导服务，从源头上挤压“泊车黄牛”的生存空间。

再者，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泊车黄牛”行为的违法性质与处罚标准，加强执法部门之间的协

同配合，形成强大的执法合力，对“泊车黄牛”予以坚决打击。

最后，加大宣传力度，提高车主的法律意识与自我保护意识，引导其自觉抵制“泊车黄牛”的非法

行为，共同维护良好的交通秩序与市场环境。

第六步——总结结尾：

总之，“泊车黄牛”现象是城市停车难题的衍生品，其治理是一项系统而长期的工程。只有通过政府、

社会与公众的共同努力，从供给、管理、执法与宣传等多个维度综合施策，才能彻底铲除这一城市“毒

瘤”，让城市的交通秩序更加井然，停车环境更加规范有序，为市民创造更加便捷、舒适的出行与生活

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