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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韩丹东

□ 本报实习生 李 丹

  近日，有网友反映：浙江杭州萧山区雷迪森铂丽大

酒店禁止新能源车进入地下车库，改为引导车辆停至

地面指定的宽体车位；在地下车库入口处旁边还放置

了一块“新能源车消防隐患”的告知牌，上面展示了新

能源车自燃的案例。对此酒店方面解释称，由于地下车

库空间密闭，为保障消防安全，采取了这一措施。

  这一消息迅速引发了网友的热烈讨论。部分网友

称赞，车库一旦发生火灾，施救不便将会对小区及其

他燃油车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因此安排新能源车停

放地面是合理的防范措施；部分网友则认为，新能源

车的禁停规定存在歧视成分，既然新能源车已经通过

了国家的安全检测，并且被允许上路行驶，那么就应

该享有与其他车辆相同的待遇。

  据公安部统计，截至2024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

有量达4.4亿辆，其中汽车3.45亿辆，新能源汽车2472万

辆，占汽车总量的7.18%。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

车439.7万辆，同比增长39.41%，创历史新高。

  一边是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增势明显，一边是新能

源车停车安全问题之争，两者之间如何平衡？禁止新能

源车在地库停放是否合法？燃油车和新能源车分类管

理是否是解决之道？对此，《法治日报》记者近日采访了

多位法律专家。

出于管理和安全考虑

不让新能源车进地库

  地下停车场限制新能源车驻车的现象并非个例。

  2024年8月21日，宁波汇港大厦发布告知函，要求新

能源车停放在地面，不得进入地下车库。大厦业主认

为，出于安全考虑和车位饱和，禁止新能源车进入地下

空间是合理的管理措施。

  今年以来，山西省太原市部分高架桥下停车场公

示：新能源汽车与燃油汽车分区管理，设立新能源专

区。有市民投诉称，自己所在小区附近的公共停车位，

从今年4月开始实行了燃油车与新能源车分区停放管

理，但由于新能源车停放区域严重不足，经常会出现停

车场有位置车辆却无法停放的尴尬局面。

  广东省博物馆发布公告称，自2021年9月22日起馆

内停车场实行分区停放策略，其中新能源汽车可停放

于东门露天停车场，燃油汽车建议停放地下停车场。

  据了解，一些地方禁止新能源汽车进入地库，主要

是出于管理需要和安全考虑。

  近年来，关于新能源汽车自燃的报道屡见不鲜。公

开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6月，我国已报告了1630余起新

能源汽车火灾事故。广东惠州某小区地下停车场于8月

份发生一起火灾，调查显示，起火原因是停放在地库的

一辆新能源汽车电池热失控所致。

  此外，据统计，截至2024年6月，我国共有44万辆新

能源汽车因动力电池可能存在火灾风险被召回。业内

专家指出，新能源车起火的常见原因是电池热失控，具

体包括电池内部短路、过度充电等问题。虽然新能源汽

车技术日趋成熟，但充电设施的安全性仍需加强。

  对于新能源车是否应该进入地下车库，人们看法

不一。

  杭州某小区业主白先生告诉记者，他们小区的一

些业主近期已经联合发起申请，希望物业公司禁止新

能源汽车进入地下车库。他认为车库一旦发生火灾，施

救不便将会对小区及其他燃油车产生非常严重的后

果，因此安排新能源车停放地面是合理的防范措施。

  在采访中，不少新能源车主表达了他们对禁止新

能源车停放地下车库规定的不满。

  天津市北辰区的新能源车主董先生直言，油车同

样存在自燃风险，禁止新能源汽车进入地下车库是双

重标准。

  “况且地下车库有大容量的消防水池和完备的自

动喷淋系统，还有防火卷帘和防火门等设备，安全措施

充足，这些都能够及时有效地控制火情。”董先生说。

  还有部分车主认为，新能源车以后肯定会越来越

普及，新能源车的禁停规定是反应过度，不利于新能源

车的推广。尤其是当前城市停车位紧张，地库禁停新能

源车将进一步加剧停车难题。

  记者实地探访发现，油电车分开停放在北京、天津

并不常见。

  在多家商场和小区的地面停车场安置充电桩，新

能源车可以停在此充电，但地下车库不禁止新能源车

停放；有些地下车库安装了不少充电桩，充电桩隔壁就

是停车位，燃油车、新能源车都有停放。目前地下车库

油电混停是常态。

  有商场保安告诉记者，用地下车库的有顾客，有店

铺老板，还有附近小区的业主，本来停车位就不够用，

想要把油车和电车分开停放，根本不可能做到。“而且

之前也没人反映地下车库应禁入新能源车。”

新能源车禁入涉歧视

发生自燃应厘清责任

 在走访中，记者发现不少人对新能源车的担忧来

自“自燃率”“起火后难以扑灭”“燃烧后会殃及周边车

辆”等。

  负责运营管理停车场的单位，是否能因安全等方

面考虑，禁止新能源车停放在地下车库呢？

  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刘宏岩律师介

绍，目前并没有相关的法律明确禁止新能源汽车进入

地下车库，但各地会针对机动车停车场的管理、使用制

定相关条例。以杭州为例，根据《杭州市机动车停车场

（库）建设和管理办法（2021）》中的有关规定，专用停车

场由所有人或其委托的停车服务经营管理单位负责日

常运营、维护和管理。酒店地下车库属于专用停车场，

酒店作为车库的所有人或管理人有权自主决定车辆停

放、安全保卫、消防管理等措施，但酒店在进行安全管

理时也应兼顾消费者的需求，及时为新能源汽车车主

提供适宜的停车场所。

  陕西省法学会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副会长郭杨认

为，这种禁止性的规定并无法律依据，单方面拒绝新能

源车进入地下车库的行为可能给新能源车车主带来诸

多不便，涉嫌构成对消费者的不公平对待或歧视。

  “针对此种现象，新能源车主可向相关部门投诉，

如果物业公司强行阻止购买新能源车业主停车，业主

可以投诉或者起诉物业公司，维护合法权利。有关酒

店或商场大厦应该尽量满足新能源车车主的停放需

求或提供替代的停放服务，而非以‘一刀切’的方式禁

止新能源车的停放。”郭杨说。

  也有受访对象因此担忧：新能源车停放在地下车

库一旦发生自燃，谁该对此负责？

  在郭杨看来，车库管理方有安全保障义务，在事故

发生时能够及时采取有效的应急措施，如报警、灭火、

疏散人员等，以减少事故造成的损失，并且在事故发生

后，应积极配合相关部门的调查和处理工作。如果车库

管理方的消防设施不完善、消防设备维护不到位、未能

及时发现并制止违规充电等不安全行为，或者在事故

发生后没有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导致损失扩大，那么车

库管理方也要对事故造成的损失承担一定的责任。

  “如果新能源车自燃主要是由车主不当行为导致，

比如私自改装车辆线路、使用非原装充电器、在高温暴

晒后立即充电、充电时车内有易燃物品等，车主需要对

自燃事故造成的损失承担主要或全部赔偿责任。如果

新能源车自燃是由于车辆本身的质量问题，如电池缺

陷、电路故障等原因导致，那么车辆的制造商或销售商

应承担相应的责任。车主可以先行赔偿其他受损方的

损失，然后再向制造商或销售商进行追偿。”郭杨说。

加快制定和落实政策

平衡安全与车主权益

  受访专家认为，随着我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的持

续增长和新能源汽车的普及，其停车权利与消防安全

之间的平衡问题逐渐凸显，未来这类矛盾会愈加显著。

如何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合理规划停车管理，是社会

各界需要共同探讨并解决的问题。

  在刘宏岩看来，相关部门应加快制定和落实有关

政策、法规，通过立法进一步明确对新能源汽车的停放

管理，平衡消防安全和车主权益。

  “民法典第九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

当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大力发展新能源汽

车，对促进节能减排、防治大气污染具有积极意义，法

律层面对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持积极态度。相关部

门在制定政策或立法时，一方面要保障新能源车的合

理停放，促进其发展；另一方面，要确保消防安全，防止

因新能源汽车停放不当而引发的火灾等事故。这需要

平衡各方利益，综合考虑城市规划、交通管理、消防安

全等因素。”刘宏岩说。

  据了解，目前一些地方已实施油车、电车分类管

理。根据《琼州海峡新能源车辆滚装运输作业指南》要

求，混装新能源汽车与燃油车的轮渡船，应将新能源车

辆放置在露天甲板、开敞甲板装载，且数量上不超过车

辆定额的10%或者18辆。在上述限制措施中，在停车区

域上限制新能源汽车进入地下停车场，并将不同能源

类别的车辆分类停放，从而降低地下车库火灾影响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和自燃车辆引燃附近车辆的风险。

  郭杨说，在技术与管理方面，为了平衡消防安全

与车主权益，一些地方已经开始在地库设置专门的电动

车充电位，并配备了自动灭火系统和通风设备，这些措施

能够在保障安全的同时，满足新能源车主的充电需求。国

内新能源车保有量和火灾数量统计显示，近三年来，

新能源车的火灾发生率从2021年的万分之1.85降低到

2023年的万分之0.96，应通过加强宣传和教育，让更多

的车主了解新能源车的安全性能，减少因误解而产生

的不必要担忧。

  “在实际操作中，对于车位及土地紧张的地方，可

以优先考虑在地面或地下车库的特定区域设置新能源

车专用停车位，并配备相应的消防设施和安全监控设

备，同时加强对充电设施的管理和维护，确保充电过程

的安全性。通过上述措施，可以在保障消防安全的同

时，充分尊重和保护新能源车主的合法权益，促进新能

源汽车行业的健康发展。”郭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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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新能源车进车库应有法律依据才行
明明有空位却无法停车 安全考虑还是过度反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