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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开放式服务区发展经验与启示∗

张艳秋
(招商局重庆交通科研设计院有限公司,重庆　４０００６７)

摘要:为充分利用高速公路沿线资源,加强服务区与区域社会经济、产业、文化等的联系,促进

路衍经济深度融合发展,须加快开放式服务区建设.文中通过分析日本开放式服务区发展经验,

结合中国开放式服务区发展现状,从政策制度、行业、建设、运营层面提出适合中国开放式服务区

发展的建议,以促进其更好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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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交通行业正处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

展转型的重要阶段,对公路建设和发展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近年来,国家、行业主管部门出台了多项相

关政策,提出要加速服务区创新业态、创新模式发

展,推进行业转型升级.服务区作为高速公路的重

要服务窗口,对于推动路衍经济发展有着天然的优

势,承担着重要使命,服务区应实现封闭式向开放式

的转变,开放和融合发展成为服务区未来发展必然

趋势[１].日本高速公路也为收费公路,与中国较为

接近,且日本高速公路服务区发展时间较长,服务区

开放程度较高,专业化、规模化、网络化及综合开发

体系已较成熟,值得借鉴.本文对日本高速公路服

务区发展概况、开放式服务区发展经验进行分析总

结,为中国开放式服务区发展提供借鉴和启示,使中

国开放式服务区的发展不断与其他发达国家靠拢.

１　日本高速公路服务区发展概况

１．１　发展历程

日本高速公路建设起步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

１９６３年７月,日本第一条高速公路———名神高速公

路建成通车,全长１９０km[１].同年,日本第一个高

速公路服务区———大津服务区开始运营.建设初

期,采取“贷款修路,收费还贷”的模式,由日本４个

道路公团运营管理,该模式存在诸多弊端,使高速公

路债务越来越庞大[２].

为应对债务危机,提高运营管理效率,同时发挥

经营者的自主性,为民众提供更优的服务,２００５年,
日本政府开启高速公路体制改革,实现公司化与民

营化,将原有４个道路公团拆分为６个负责高速公

路建设和管理的公司及１个高速公路保有和债务偿

还机构(独立行政法人),服务区的运营管理也由这

６个高速公路公司负责(见图１),其中东日本、中日

本、西日本高速公路公司承担的服务区运营管理业

务占全国的９２．７％[３Ｇ４].

图１　日本高速公路服务区运营主体的变化

１．２　发展现状

为安全、舒适地享受在高速公路行驶的旅程,日
本在高速公路上设置SA(服务区)和 PA(停车区)
两种规模的服务设施,与中国类似,SA 的规模更

大,功能更完善.
截至２０２２年,日本共有４５２对服务设施,其中

SA１２６对、PA３２６对.自２００５年体制改革实行民

营化以来,各高速公路公司积极探索服务区发展模

式,旨在提高服务区经营效益、服务质量和水平,已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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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主题特色突出、设施功能齐全、餐饮丰富、商业氛围

浓厚、注重人性化、信息公布全面及时的商业综合

体[５].以中日本为例,其服务区具备的功能见表１.

表１　中日本服务区的功能配置

功能 业态

信息服务 区域礼宾服务、道路信息

美食
餐厅、美食广场、外卖、咖啡厅、面包房、团体

预订(如餐厅)等

购物 免税店、纪念品、便利店、服装和饰品、彩票等

拓展设施
普拉托公园、爱犬乐园、游乐设施、高速公路

绿洲、智能IC 连接

婴儿和儿童
婴儿角、婴儿用品销售、免费租借婴儿车、尿

布台(婴儿床)、专用哺乳室、儿童角

无障碍设施
残疾人停车位、残疾人专用厕所、免费租

借轮椅

车辆服务
停车(高速停车场、地方停车场)、加油、充

电、洗车、自助服务站等

美容与休闲
投币式淋浴、按摩、洗衣房、化妆间、住宿设

施、沐浴设施

其他服务
医疗(AED)、自动取款机(ATM)、复印、快递

服务、充电宝、司机休息室、公路邮票等

１．３　品牌化运营

在民营化运营思路下,为不断提高服务水平、满
足不同使用者的出行需求,服务区向专业化、品牌化

方向发展,推动服务区从传统的休憩场所向休闲娱

乐、观光、商业购物等多业态的商业综合体、旅行目

的地发展,创造的社会、经济效益可观.２０２０年,全
日本的服务区消费额总计达２６００亿日元[１].各高

速公路公司积极打造服务区品牌,同一公司形成了

面向不同受众群体的服务区品牌,各品牌名称、

Logo及功能定位见图２和表２.

图２　日本高速公路服务区品牌

表２　日本高速公路服务区品牌功能定位

品牌名称 功能定位

pasar 愿意使用的设施和吸引人的商业设施

YASMOCCA
追求更安全、舒适、便捷、可靠的服务和放

松的体验

NEOPASA
彰显个性的服务区,以“新”的理念为指引,

为每个服务区制定彰显地域特色的概念

EXPASA

取超越之意,旨在建设超越当前定义的服

务区,向商业综合体、公园、游乐场等方向

发展,并通过普拉托公园和与当地产地交

流等方式与地区互动

モテナス “微笑”和“热情好客”的服务

PAVARIE
汇集全国知名品牌和当地知名商店的商业

综合体,打造旅行目的地和生态服务区

２　开放式服务区发展经验

２．１　发展现状

日本高速公路服务区发展于１９６３年,起初为封

闭式布局,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旅游需求的增加,到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开始探索开放式服务区,如今服务

区已发展为融合商业购物、旅游观光和休闲娱乐等

功能的“升级化”服务区,酷似大都市的商业综合体,
成为民众休闲、娱乐、购物的场所及区域展示窗和区

域振兴的关键载体.
本文统计的日本服务区共４５２对(SA１２６对,

PA３２６对),其中:车行开放的服务区１２６对(SA
４５对,PA８１对),占２７．９％,车行开放的服务区中

设电子不停车收费(ETC)的９９对,占７８．６％;人行

开放(设普通道路出入口和普拉托公园)的服务区

１７３对,占３８．３％.服务区整体开放率为６６．２％(见
图３).SA中,车行开放的占３５．７％;PA中,车行开

放的占２４．８％.总体来说SA的开放率更高.

图３　日本开放式服务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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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区域来看,中日本地区服务区整体开放率较

高,达８４．９％,服务区设 ETC和人行开放的比例比

东日本和西日本地区高,这与其地理区位优势有关.
各地区服务区开放率见图４.

图４　日本各地区服务区开放率分析

２．２　开放方式

日本服务区的开放方式主要为设置供地方出入

的车行出入口或人行出入口,供地方车辆停放的外

部停车场及路地共用的高速公路绿洲(Highway
Oasis)、普拉托公园,与地方充分联动,开放程度

较高.
智能IC(智能立交桥):智能IC是为允许车辆

从高速公路、服务区、停车区和巴士站的主线上下道

路而安装的换乘(IC),其通行(和支付通行费)车辆

仅限于装有ETC系统的车辆.这是日本服务区车

行开放的一种方式.
迎宾门(普通道路出入口):迎宾门是为了让更

多的客户能使用服务区和停车区的休息设施而设置

的从一般道路上也可以使用设施的出入口,地区的

居民可以自由进入,它也是与社区互动的活跃场所.
迎宾门的打开和关闭时间及是否有普通用户的停车

场因SA/PA而异(车辆不能进出高速公路主线).
高速公路绿洲:高速公路绿洲是服务区或停车

区与周围公园和商业设施的整合,可以从高速公路、
普通道路进入和使用,提供充足的休闲空间,无须离

开高速公路即可享受公园、娱乐设施等,由当地市政

部门和第三方公司运营.它不仅是休息站,还提供

各种具有地方特色的信息和服务,有些地区还设有

路边车站和智能IC.日本中北部有８个,西日本有

４个.
普拉托公园:命名为“PlatPark”的服务区和停

车区,其中商业设施从普通公路也可以前来使用,中
日本地区设 PlatPark 的有 ７６ 对,其中 ２１ 对有

ETC.PlatPark的停车场是为了方便附近居民等

从普通公路前来使用服务区和停车区设施而修建

的,而不是为高速公路使用(巴士除外)而修建的.
以富士川服务区为例,既设置了 ETC,方便车

辆上下高速公路,又设置了供地方车辆停放的外部

停车场,还设置了路地共用的高速公路绿洲、普拉托

公园,开放程度非常高,对盘活高速公路资源、提升

服务区经营效益、带动地方经济发展做出了较大贡

献.日本富士川公路绿洲———富士川乐座运营网站

显示,其每年接待的游客超过３５０万人,其中高速公

路游客与普通道路游客比例为３∶２,成为日本知名

的旅游设施之一,具有出色的旅游吸引力.

２．３　经验总结

日本开放式服务区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发展至今

已有４０余年,总体而言其服务区开放数量较多、开
放方式多样、开放程度较高,与周边区域联系较紧

密,对带动地方社会经济发展贡献较大.其成功经

验如下:
(１)政府高度重视,从政策、技术标准、要素保

障等层面推动开放式服务区建设.首先是政府的重

视,政府积极出台促进服务区开放的鼓励政策、实施

政策,解决服务区开放过程中面临的阻碍;推动制定

服务区开放建设相关技术标准、建设指南,解决建设

过程中的技术难题,鼓励行业积极推进服务区开放

建设[６].
(２)运营公司注重服务区经营,积极探索差异

化经营策略.民营化之后各运营公司积极探索服务

区经营策略,注重空间开发、商业拓展、品牌打造及

与地区的联动,致力于与当地社区和政府开展交流

与合作,使服务区成为民众、高速公路与地方政府之

间沟通桥梁,发挥服务区作为周边区域中心的作用,
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赢[７Ｇ９].

(３)注重规划、建设、运营全过程联动.日本服

务区开放注重从规划、建设、运营全方位、全过程考

虑,各环节环环相扣,因地制宜推进服务区开放进

程,不盲目开放.在规划阶段详细分析服务区开放

的适宜性、安全性及开放方向;建设阶段合理考虑服

务区设施布局、交通组织流线,使服务区使用便捷、
具有交通容错率[１０Ｇ１３];运营阶段针对服务区特点制

定差异化经营策略,不定期推出服务区营销活动,充
分激活服务区消费潜能.

(４)信息化、智慧化程度高.线上线下都注重

宣传,信息公布非常全面、及时,其服务区运营网站

上有服务区介绍手册、使用指南、特色服务区介绍,
同时可按行驶路线、功能需求进行服务区搜索,能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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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了解服务区概况、停车位剩余情况,提前进行服务

区设施、美食等预订,实现出行即服务,非常值得学

习借鉴.

３　对中国开放式服务区发展的启示

３．１　中国开放式服务区发展现状

据统计,截至２０２２年底,中国高速公路已建成

１７．７万km,通车里程居世界首位.目前,中国高速

公路服务区数量约为３８００对,绝大多数为封闭式

服务区,开放式服务区的建设还处于起步阶段.以

重庆市为例,服务设施共有９０对,其中车行开放的

８对,占比为８．９％;人行开放的２对,占比为２．２％;
服务区整体开放设置比例仅为１１．１％(见图５).

图５　重庆市开放式服务区现状

　　开放式服务区建设存在以下问题:１)数量明显

不足.重庆市为山地城市,其服务区开放设置比例

比其他省区市高,但与日本服务区６６．２％的开放率

相比相差甚远,开放式服务区数量明显不足,开放程

度不高,对周边地区的联动和带动作用较差.２)区

域发展不平衡.开放式服务区以中国东部及南方城

市发展更为迅速,涌现了一批不同开放方式和开放

程度的开放式服务区,如重庆冷水服务区、广东大槐

服务区、贵州天空之桥服务区、浙江富阳服务区等.
但北部及西北部发展相对缓慢,开放式服务区示范

工程较少,且开放程度不高,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突

出.３)政策机制不完善.与开放式服务区相关的

政策较少,与地方政府、关联产业等的协调衔接,土
地性质、资金来源等问题制约着服务区开放的进程.

４)缺乏标准导向.各地建设标准各异,对服务区的

开放条件、开放方式、安全保障等问题缺乏标准指

导,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巨大市场应用需求.总之,
中国开放式服务区建设缺口较大,同时在政策制度、
规范标准、规划建设、商业运营等方面发展还较欠

缺,未来需要在这些方面不断完善,让开放式服务区

充分带动地方社会经济发展.

３．２　发展启示

３．２．１　政策制度层面加强顶层设计

(１)开放式服务区投资规模大、涉及面广,需要

多方联合、跨界合作,从政策制度层面解决顶层设计

和共识问题,包括支持服务区开放的鼓励性政策及

解决土地、开放许可、资金保障等的实施政策.
(２)建立全流程联动的协调机制,让地方政府、

行业机构、关联产业等充分参与进来,凝聚共识,解
决难题,实现效益最大化[１４].

３．２．２　行业层面推动制定技术标准,实现服务区

“一张网”建设

　　(１)推动制定指导开放式服务区建设和运营的

技术标准,解决实际工程实践中开放条件、开放方

式、交通组织、运营服务、开放适宜性、开放安全性评

估等关键技术问题.
(２)扩大开放式服务区在行业的影响力,可成

立开放式服务区组织(论坛),不定期举办相关学术

会议或活动,促进其更好地发展.
(３)进行智慧化提升,实现全国服务区“一张

网”建设,即充分实现服务区的智慧化出行服务和运

营管理,进而科学、有差异地统筹考虑各省区市开放

式服务区规划建设.

３．２．３　建设层面统筹考虑,科学规划

从规划、设计、施工阶段统筹考虑,包括点位选

择、需求分析、功能定位、业态开发、规划布局、安全

管控等,并与地方做好衔接,循序渐进地推进服务区

开放.

３．２．４　运营层面引进专业团队,制定差异化开发

策略

　　服务区运营单位组织建设专业的运营团队或引

进专业的运营团队,制定符合自身发展的运营管理

模式及差异化开发策略,打造服务区品牌,同时加强

宣传,加强服务区信息化提升,扩大服务区影响力,
提升服务区经营效益.

３．２．５　制定区域差异化发展战略

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路网流量较大,开放式服

务区数量、规模、功能拓展、开放程度都应处于全国

前列,应加强开放式服务区专项研究,使服务区更好

地服务区域经济发展;西南片区多为山区,用地受

限,开放式服务区建设中应注重节约土地、优化设施

布局及交通组织方式,提高服务区使用效率及便捷

性;北方及西北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较缓、人口分布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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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开放式服务区建设数量、规模等应做好可行性分

析,宜先在资源相对较好的区域进行试点应用.

４　结论

(１)日本开放式服务区发展已较成熟,开放数

量较多、开放方式多样、功能业态完善、开放程度较

高,服务区整体开放率超过６６％.
(２)中国开放式服务区发展还处于起步探索阶

段,建设数量较少,开放程度不高,与周边地区的联

动和经济带动作用较差.
(３)开放式服务区的发展需要从政策制度、技

术标准、科学规划、专业运营等方面全方位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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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语

本文针对滚动轴承提出３种调整垫设计方案,
比较不同调整垫方案对调整垫数量的需求及对调整

精度的影响.通过对比分析,建议采用方案３的组

合调整垫形式,即采用多种具有一定厚度梯度的厚

调整垫叠加一种薄垫的设计方案,以减少调整垫数

量,保证理想的滚动轴承轴向游隙,提高装配精度和

装配效率.
深沟球轴承的游隙可通过组合调整垫的厚度进

行调整,这种方法可保证装配质量,且安装效率高.
该组合调整垫设计方法不仅可用于其他轴承,也适

用于需要调整间隙的其他机械零件,可为其他零件

的调整垫优化设计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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