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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高速公路服务区品质提升思路及制约因素分析
谭  琪 

中铁长江交通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 401121

摘 要：服务区作为高速公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公共服务及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随着高速公路产业经济的发展，服务区

基本服务功能已不能满足公众美好出行的愿景，在国家交通发展战略及地方规划背景下，服务区建设应抓住科技创新和产

业革命的契机，开启交通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本文针对重庆高速公路服务区提出品质提升思路和制约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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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在交通强国、新基建、数字交通及城市品质提升行

动等的战略背景下，交通行业不断在高速公路服务区进

行产业融合、智慧化设施系统配置、品牌化、商业化经

营管理等方面进行尝试和突破，对提高服务区服务品质

和服务水平、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优化服务区产业格局

提高经营管理水平等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在改革的进程

中同样存在同质化高、效益比低、特色不明、孤岛效应

等问题，本文通过调研梳理国内外优秀服务区经典案例

及成果，分析影响服务区品质提升的制约因素，提出服

务区品质提升思路，为服务区建设提供借鉴和参考。

1 服务区发展进程及存在问题
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高速公路发展进程，服

务区作为关键环节起到了保障安全运行、促进区域经济

重要作用，从规范及标准的层面分为 A 类服务区、B 类

服务区、C类服务区（停车区）。

1.1 发展进程
（1）服务区规划及建设并行，总体水平普遍提升

截止 2020 年年底，按服务区规划部署重庆境内高速

公路服务区共计 99 对，其中不乏全国百佳示范服务区、

五星级服务区。

（2）服务区 +、交旅融合、信息化程度不断提高

，服务区向综合体、多元化方向发展

服务区不断在探索服务区 + 旅游、物流、商贸等发

展思路和方向，并拓展服务区 + 地方特色、服务区 + 红

色文化等全新服务区 + 理念，如奉节服务区建立的脐橙

直销平台，武隆服务区引入武隆羊肉，荣昌服务区引进

卤鹅等。服务区引入终点服务区理念，如冷水服务区。

服务区在信息化提升中不断前行，如大观服务区、龙溪

河服务区。

1.2 存在的问题
（1）产业融合思路模糊，功能定位不明

服务区 + 概念引入后，大部分已运营服务区受地形

地貌、区域定位、投资及营商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不具

备整体打造或局部改善的条件，在内涵上缺乏先进理念，

突出的特色服务功能与服务内容不匹配。

（2）产业带动能力不足

交旅融合应积极引入沿线生态环境资源、地方特色

资源、历史文化资源等，形成交通与旅游融合的广泛影

响力，而服务区与地方旅游产业缺乏联动响应机制，产

业带动能力不足。

（3）信息化水平不足，智慧服务区缺少分级及评价

体系服务区受建设规模、区域定位及经济、交通量等因

素制约，信息化建设无法同质化设置，应结合重庆高速

公路服务区区域特点进行分级定义，并建立评价体系，

完善服务区信息化建设。

（4）服务功能及布局有待优化

重庆部分服务区仍存在基本功能缺乏情况，其中加

油、餐饮、商店等未全覆盖，比例仅为 95%，汽车修理

比例仅为 68%，同时，加气站、充电站等功能也缺乏，

不能满足新能源汽车的发展需求。部分服务区受用地限

制，无法实现客货分流、人车分离、柴汽分离等布局原则，

同时由于交通组织的混乱，存在车流动线、人流动线不

明等情况。

2 服务区品质提升思路
服务区应从完善基础服务功能的基础上从产业融合、

经营管理策略以及智慧化转型升级方面拓宽服务区品质

提升思路，多元化、多角度找准服务区良性质变的契机

和方向。

2.1 产业融合
服务区产业融合应结合周边城市发展状况、行程距

离、交通组成、高速公路在路网中的地位、当地经济因

素及与相邻服务区的协调性等因素综合考虑，以社会效

益最大化、经济效益最大化、生态环境效益最大化为基

本原则，保障服务区持续健康发展，为生产实践与生活

实践提供良好环境，进而实现综合效益最大化的目的。

结合服务区的产业特点与区位资源的关系，可以采

用以产业发展时序为主线、利用区位资源优势培育和发

展关联产业、循序渐进的产业开发模式，可从以下三个

发展阶段来综合考虑：

（1）服务区规划建设阶段

基于服务区基本服务功能的产业开发项目的培育和

发展，科学合理地确定各项基本功能体的规模，在规划

建设期内应综合考虑服务区产业未来的延伸扩展，并为

这些延伸扩展产业的培育和发展规划一定的物理空间。

（2）服务区开始投入运营的初期阶段

运营初期阶段服务区应适时结合服务需求不断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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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调整服务规模，从服务区需求关联性较强的服务项目

着手进行产业开发，引导服务区变革，开发具有山区高

速公路的特色餐饮、特色旅游、特产销售等消费型产业，

逐步成熟和发展，进而衍生新型产业。

（3）服务区运营的发展成熟期

根据服务区的区位特点开发扩展服务型产业，主要

包括物流仓储、客货运中转、农产品流通与深加工等产

业项目，形成分期拓展思路，按照综合效益最大化的原则，

适时进行必要的产业开发，提高服务区的经济效益和效率。

2.2 经营管理策略
目前，我国高速公路服务区主要有公司化管理模式、

承包经营管理模式、租赁型管理模式、专业管理公司模

式等四种运营管理模式。高速公路服务区的运营与管理，

既关系到服务区所属单位的经济利益，又与司乘人员的

生活需求息息相关，在合理运营管理模式下制定关联性

强、执行力高的策略势在必行。

1）注重发挥服务区的社会属性，谋求经济效益的提升

创新服务区运营模式，发掘区位资源潜能和优势，

加快服务区的产业发展，不断完善运营管理服务质量和

水平，满足广大交通出行人员的多样化、个性化的出行

服务需求。

2）加强政府力量和市场力量的有机结合

强化专业化管理，采取政府行业主管部门监管，通

过各类适合自身发展的经营形式将服务区交由专业化的经

营公司管理和运营，提高服务区经营管理的专业化水平。

3）坚持标准化、专业化、市场化、规模化、品牌化

的经营理念

服务区经营公司根据自身的经营服务优势和市场环

境，可采取连锁经营、专业经营的方式，提供基于地方

环境特色和企业优势的经营服务项目，不断满足交通出

行人员的个性化需求，提高服务区的经营规模和市场化

水平。

4）促进服务区产业发展与区位社会经济一体化发展

相协调

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服务区与属地区域社会经

济是一种紧密的耦合关系，互相促进。服务区的运营管

理模式的制定需要注重与属地的沟通交流，构建联动管

理机制，促进与区位社会经济一体化发展。

2.3 智慧化转型升级
我国高速公路服务区的发展经历了自主服务时代

(1988年～2008年 )、功能提升时代(2009年～2014年 )

和品质服务时代 (2015 年至今 )，均以需求为导向，不

断的革新和转变，但随着社会经济持续发展和公众出行

需求趋于多元化，服务区势必进入人性化、绿色化、智

慧化、品质化发展之路。

服务区智慧化应用可用于运营监管分析、应急决策

分析、公众出行服务分析，同时以高速公路服务区智慧

服务为导向，以创新为动力，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

智能等新技术为核心支撑，设计和构建了高速公路服务

区大数据智慧服务平台，面向服务区所面向的司乘人员，

实现对高速公路服务区公众服务所需海量信息资源的全

面规划整合和业务价值挖掘，提高高速公路交通服务资

源的使用效率和应用水平。

3 制约因素
服务区品质提升是城市及交通发展的必然趋势，应

注重突出地域特色、多元化业态共生发展、资源匹配及

分类定位、选址和布局与生态环境相协调、多途径保障

拓展功能用地等基本要求，而品质提升中制约因素主要

分为政策因素、区域因素、技术因素。

3.1 政策因素
发展方向方面，要坚持服务交通运输的基本保障功

能，因地制宜拓展延伸服务功能，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和

区位，发展新业态、新模式，重点是与旅游、消费等融

合发展，与生态环境相协调，绿色发展。

资金政策方面，可广泛采用特许经营、吸引民营企

业投资等多种手段筹措建设资金，鼓励具备专业经验的

民营企业参与高速公路服务区经营活动，促进了服务区

运营市场化。

土地政策方面，应明确落实土地要素跟着项目走的

原则，为服务区建设提供了用地保障。同时，可结合地

方土地规划与当地旅游资源共同开发，保持服务区可持

续发展活力。

3.2 区域因素
服务区产业融合方式应结合区域经济发展、核心区

县居中程度、出行服务需求、人文旅游资源、商贸流通

程度、物流集散区域等因素确定服务区 + 产业模式，基

于全市服务区近远期规划和服务区功能定位统筹谋划，

提出分期分批品质提升试点，随着逐步推进标准型服务

区和停车区的优化完善。

3.3 技术因素
服务区应积极与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

技术的深度融合，促进多元化产业发展。而服务区智慧

设施配置需求不一致、智慧部署不明确、缺乏针对性、

系统性的智慧化分级建设策略等均是服务区信息化、智

慧化进程中的软肋。同时，服务区不是孤岛，不能自成

一体，信息化建设应与高速公路、区域产能、附近服务

区等形成有机协调整体，进行统一的部署，整体提高高

速公路服务区管理效率和经营效率，提高安全保障能力

和协同能力，降低能耗和人工成本，促进服务区经营质量。

4 结束语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进步，服务区逐步向综合服务

体迈进，在品质提升的进程中应着重注意基础设施完善，

基础服务功能升级；抓亮点、抓特色、抓准产业融合定位，

求同存异，逐步发挥产业带动效应；创新经营管理模式，

趋于集团化、连锁化、特色化；加强服务区智慧化建设，

分级分类明确设置标准等情况的落实，通过服务区载体

实现区域带动经济，提升高速公路综合服务能力和服务

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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