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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开放式服务区能最大程度与旅游、农业、物流、商业等结合，是未来服务区的发展趋势。

文中在调研的基础上，分析国内高速公路服务区的发展现状，提出开放式服务区对当地经济带动

的五大优势；从新产业融合的视角，从前期策划、主题和功能定位、设计侧重点、创建举措、交通组

织与隔离设施等方面提出开放式服务区建设对策，为开放式服务区建设提供思路和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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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速公路的发展拉近了时空距离，推动了经济

发展，也极大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高速公路服

务区作为交通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水平和

文化内涵体现了一个地区的综合实力［１］。传统的服

务区主要为行驶在高速公路上的人提供休憩和补给

服务［２］，其封闭式模式阻隔了公路两侧居民的天然

联系，既不便于周边居民的出行，也不利于与周边地

区之间的经济活动。

开放式服务区通过设置人流进出通道和外部停

车场等方式允许外部人员进出，周边城镇、景区、产

业和道路等的联系增强。与传统服务区相比，开放

式服务区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封闭性，通过步行道

与周边居民区、景区或地方交通连接，拓展了农产品

售卖渠道，周边居民也可来服务区购物和交通换乘。

开放式服务区集聚了大量人流、物流、资金流、技术流

和信息流，能有力带动服务区周边区域经济发展。开

放式服务区是未来高速公路服务区的发展趋势［３５］。

美国国家公路与运输协会（ＡＡＳＨＴＯ）编制的

《Ｇｕｉｄｅｆｏｒ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ＲｅｓｔＡｒｅａｓｏｎＭａｊｏｒ

ＡｒｔｅｒｉａｌｓａｎｄＦｒｅｅｗａｙｓ》是目前指导美国公路服务

区建设的纲领性文件［６］。由于与美国地域、经济、文

化等条件差异过大，中国主要参考《日本高速公路设

计要领》［７］。但由于日本的支撑数据大部分是２０世

纪７０年代末的调研结果，与中国现状差异较大，在

使用过程中会出现较大偏差。目前关于开放式服务

区的理论研究较少，严重制约了其发展，有必要开展

深入研究。

１　中国服务区的发展现状

２０２３年４—６月，为切实掌握高速公路服务区

的第一手资料，了解服务区的发展现状，选取云南、

重庆、四川、江苏等地区有代表性的２１个服务区进

行较系统的调研。根据调研资料，目前高速公路服

务区主要存在如下问题：

（１）大多数服务区开放程度有限，开放方式简

单，商贸流通不够。从全国范围来看，台湾地区的开

放式服务区发展较早，且有着较高的服务水平；内地

服务区以传统形式为主，在整体布局、公共环境、服

务水平、开放程度等方面还有改进空间。服务区和

周边村镇的商贸流通性欠佳，对周边经济的带动作

用有限。周边居民也很少到服务区消费。

（２）大多数服务区智慧信息化程度不高。信息

化管理体系不健全，智慧信息化建设缺乏整体规划，

且公众对服务区智慧程度的认可度较低，服务区对

于公众服务的信息化手段有待加强。

（３）交通中转功能偏少。大部分服务区未提供

交通中转功能，仅景区附近的服务区和长期提供旅

游大巴集散的服务区具有交通集散功能。

（４）未系统考虑交通组织和安全保障。目前服

务区开放程度较低，服务区与外界流动较少，如后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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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增大，存在如何进行交通组织和安全保障等

问题。

２　开放式服务区的优势

高速公路建设对区域资源开发和利用具有重大

促进作用［８］，特别是对于经济落后而自然资源丰富

的山区。开放式服务区对当地的带动作用主要表现

在促进当地商贸流通、促进当地旅游资源开发、方便

当地居民出行、服务区设施共享及解决当地就业问

题五方面。

２．１　促进当地商贸流通

高速公路的建设使交通更便捷，极大缩短了商

品产销地之间的距离和农产品的运输时间［９］。服务

区为当地商品流通提供了一个快捷窗口，可促进商

品、农产品的流通，有力推动农产品的商品化。采取

开放式可最大限度发挥服务区对区域经济的辐射

作用。

台湾高速公路服务区建设水平较高，设施完善，

经营模式成体系，极大促进了当地商贸流通。服务

区由于灵活的经营理念，商业功能得到充分发挥。

服务区对当地商贸流通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

１）当地的特色产品能在服务区展销；２）服务区平

民化的消费路线、干净舒适的环境和优质的服务，不

仅方便周边村民购物，甚至游客也将其作为休闲度

假目的地，专程到服务区消费。

２．２　促进当地旅游资源开发

服务区的区位优势对于扩大当地特色旅游资源

和文化资源的影响力具有积极作用，能推动旅游资

源的开发［１０１１］。毗邻景区的服务区可提供旅游中

转服务，与周边景区形成联动，方便旅客快速到达旅

游景区，并吸引更多的旅客前往旅游，促进当地旅游

收入的增加。如永武（永修—武宁）高速公路庐山西

海服务区内临湖位置建有游客码头，游客可从服务

区直接进入旅游景区；服务区辐射周边各大景区，打

造了环湖旅游圈，实现了旅游优化升级。

２．３　方便当地居民出行

开放式服务区充分考虑了周边居民的出行需

求，靠近城镇的服务区可提供换乘服务，既可降低高

速公路车辆空载率，又能解决沿线居民出行难的问

题，同时有利于提高周边小村镇的交通可达性。

２．４　服务区设施共享

开放式服务区与地方道路连接，其设施共享，利

用率和经济效益实现最大化。沪渝（上海—重庆）高

速公路冷水服务区在基本功能区和拓展营地之间设

置ＥＴＣ（电子不停车收费）和ＥＴＣ专用车道，方便

从服务区进出营地；服务区周边已形成四通八达的

路网，人们可通过周边道路进入服务区，享用商业和

设施。

２．５　解决当地就业问题

服务区能提供大量就业机会，其工作人员大多

是当地村民。服务区的特色产品展销和与当地旅游

资源的联动开发，可为当地居民提供更多的就业岗

位，进一步提高居民收入。

３　新产业融合下开放式服务区建设对策

开放式服务区建设应与项目所在地城乡建设规

划、旅游规划、路网规划等结合，成为城市综合体和

新农村综合体的有机组成部分。

３．１　前期策划

结合区域资源情况、地方发展规划、所在高速公

路的功能定位、预测交通量等确定服务区选址与建

设模式。要点如下：

（１）服务区的选址应符合因地制宜、交通便利、

促进区域发展的设置原则，选择靠近城镇、旅游景区

等区域。

（２）可采用服务区与地方城镇和旅游景区共建

的建设模式，也可采用预留辅道出入口由地方修建

辅道的建设模式。

（３）应根据客运、物流、休闲、购物等功能定位，

合理确定服务区建设模式，考虑未来发展宜一次规

划、分期建设。图１为渝蓉（重庆—成都）高速公路

围龙服务区分期建设规划。

图１　渝蓉高速公路围龙服务区分期建设规划（单位：ｍ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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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当服务区需拓展常规服务区以外功能时，

作为设置的必要条件，扩展部分的建设、经营主体应

依法落实，各方责任、权限界面应划分明确。

３．２　服务区主题和功能定位

服务区宜与地方资源跨界合作，如与当地旅游、

农业、文化、商业、物流等产业或功能相结合，打造主

题鲜明、有特色的开放式服务区（见图２）。

图２　高速公路开放式服务区主题设计

　　不同的高速公路，其交通状况有所不同。连接

工业、商业发达城市的高速公路，交通以货运车辆为

主，服务区设施更多地为货车和货物服务；连接旅游

业发达地区的高速公路，城市客运车辆较多，服务区

服务设施主要为过往旅客服务。如未对服务区进行

准确定位，盲目开发过多产业项目，将造成资金和资

源浪费。因此，必须根据高速公路及周边资源的实

际情况对服务区进行准确定位。

应用因子分析法和专家咨询法，可将高速公路

开放式服务区功能定位影响因素分为人文环境、路

网交通、社会经济三类。将影响因素进一步分解，利

用主成分分析法排除部分次要影响因素，形成开放

式服务区功能定位指标体系（见图３）。

图３　高速公路开放式服务区功能定位指标体系

　　在功能定位指标体系确定的前提下，利用层次

分析法对服务区进行功能定位。步骤如下：１）结合

德尔菲法、问卷调查等方法构造指标体系判断矩阵，

得出各指标的重要性排序和权重；２）进一步评价服

务区旅游、农业、商业、物流等拓展功能定位方式，计

算不同拓展类型的评价值；３）选择评价值最高的方

案作为决策结果，对服务区功能进行定位，为可持续

运营提供依据。

３．３　设计侧重点

服务区并轨市场已成为社会服务和消费的主要

构成。需求决定设计，好的服务区设计，不仅是建筑

设计，而且是一个能满足人们需求的公共与商业生

态设计。设计中要处理好人和服务区的关系，即人

与服务区内产品、服务、环境、文化的关系。主题服

务区设计时，应注重突出主题，增强顾客的体验感，

同时提升服务区的独特性和吸引力。设计时主要考

虑以下因素：

（１）功能布局。将服务区的功能需求与主题相

结合，如餐饮、休息、购物等，提供相应的服务体

验［１２１３］。以旅游主题服务区为例，结合地方特色，

因地制宜，在服务区增设休憩娱乐、票务、旅游信息

和特色产品售卖等服务功能（见图４）；设置房车车

位、加气站和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等设施；毗邻旅游景

区的服务区，功能布局中考虑保障服务区与景区连

接的通达性和便捷性，合理组织人流和车流。

图４　旅游主题服务区功能布局示意图

　　（２）文化融合。结合地域文化特点、历史积淀、

风土人情，在服务区展现与主题相关的文化元素，如

绘画、雕塑、音乐等，让顾客在享受服务的同时体验

到深层次的文化内涵。

（３）视觉传达。通过色彩、照明、装饰和标志等

视觉元素体现主题特色，选择服务设施时考虑视觉

传达效果、经营模式和品牌营销等因素，以提升服务

品质和经济效益。

（４）顾客互动。设计与主题相关的设施或互动

体验活动，让顾客参与到服务区中来，提升顾客的参

与感和满意度。以旅游主题服务区为例，与周边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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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资源相结合，增设旅游服务中心、旅游信息标识

牌、旅游信息电子显示屏或触摸屏、自驾车露营地等

旅游服务设施。

３．４　创建举措与管理创新

为促使开放式服务区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最大

化，针对不同主题类型，有针对性地提出创建举措，

创新管理方式。

（１）抓品质，彰显服务区文化特色。依托高速

公路服务区体系，推动高速公路与沿线地方社会经

济深度融合发展，为高速公路经济带提质增效。因

地制宜，结合区县地理、文化、产业等方面的特色，对

省区市特色主题服务区进行统一规划。如重庆市规

划了以“高速＋生态旅游自驾营地”为特色的沪渝高

速公路冷水服务区、以“高速＋汽车展销业”为特色

的重庆绕城高速公路珞璜服务区、以“高速＋疗养度

假”为特色的渝蓉高速公路围龙服务区、以“高速＋

土特产交易”为特色的沪蓉（上海—成都）高速公路

云龙服务区、以“高速＋花卉观光旅游业”为特色的

渝广（重庆—广安）高速公路静观服务区、以“高速＋

茶文化”为特色的包茂（包头—茂名）高速公路大观

服务区、以“高速＋休闲度假”为特色的银百（银

川—百色）高速公路金佛山东服务区等，取得了社会

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

（２）建体系，搭建高速公路与旅游融合发展平

台。宜与旅游局建立联络机制，并签署战略合作协

议，从产品推广、联合营销、数据共享、信息发布四方

面达成合作，搭建市旅游局与高速公路集团之间、区

县旅游局及景区景点与地方公路局之间的联系沟通

机制。与市商务委员会深化合作，市商务委员会每

年投入一定资金支持新建、扩建服务区的设计规划，

为服务区商业化升级提供咨询帮助。创建“高速带

你去旅游”等品牌，扩大社会知晓度和影响力。此

外，通过打造同名微信公众号，加强与高速公路周边

景区的合作，成立车友会，定期组织、开展体验游活

动，加大营销宣传。

（３）增功能，提供多样化旅游服务功能。在做

好基本服务的基础上，创新融合服务区与旅游元素，

大力发展服务区旅游服务功能，向公众提供多样化

的服务。在服务区建立旅游服务中心，为出行者提

供旅游信息宣传、门票预订、线路咨询、安全教育、自

驾游集散等人性化服务。试点打造服务区信息通

道，实现在服务区内查询高速公路前方视频路况、周

边景区连接道路状况及景区视频等信息查询功能。

基于智慧服务区大数据，分析车辆出行、旅客出游、

消费偏好等内在联系，实现精准营销。依托服务区，

搭建电商平台，将区县土特产品引入服务区，并通过

电商平台实现网上展示及销售，通过 Ｏ２Ｏ（Ｏｎｌｉｎｅ

ＴｏＯｆｆｌｉｎｅ）运营模式，形成特产卖场，促进地方特

产的销售，满足出行者购物需求。

３．５　交通组织与隔离设施

开放式服务区给安全监管加大了难度，特别是

外部交通的引入给交通组织和安全保障带来了挑

战［１４１５］。开放式服务区交通组织要点如下：１）按照

车辆驶入服务区、停车、步行活动、加油和驶出服务

区的流线进行交通组织设计；２）尽量保证人流和车

流分离，客车和货车分区停放，柴油和汽油分离；

３）尽量在服务区外围设置停车位，限制外部车辆进

入，外部人员可步行进入服务区；４）当外部车辆允

许进入开放式服务区时，服务区边界进出口必须设

置收费系统，进口车道和出口车道宜分开设置，即不

少于２条车道。

为配合交通组织，服务区应合理设置隔离设施。

可分为内部和外部隔离设施分别设置。１）设置服

务区内部隔离设施时，可将服务区主体建筑布置在

场地中间，通过建筑分割客、货车停车区域，宜将货

车停车场布设在建筑后，将客车停车场布设在建筑

前，不同车型停车区之间通过绿化带或栏杆进行隔

离。２）服务区周边占地界和出入口应设置外部隔

离设施。服务区的出入口仅供行人出入，宜采用能

防止车辆驶入的硬隔离设施，可采用水泥混凝土墩

或焊管等形式，实现人、车分流。

４　结语

本文以开放式服务区为研究对象，通过现场调

研、理论分析、设计总结，得出以下结论：

（１）开放式服务区能最大程度与旅游、农业、物

流、商业等结合，是未来服务区的发展趋势。

（２）目前国内开放式服务区尚处于起步阶段，

开放程度总体偏低，对经济带动不足，还有较大发展

空间。

（３）开放式服务区能显著带动周边经济的发

展，体现在促进当地商贸流通和旅游资源开发、方便

周边居民出行、服务设施共享和解决当地就业问题

等方面。

最后从新产业融合的视角，从前期策划、主题和

功能定位、设计侧重点、创建举措、交通组织与隔离

８３ 　　　　　公　路　与　汽　运　　　　　　　　　总第２２６期　



设施等方面提出开放式服务区的建设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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