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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前，我国的高速公路里程规模较大，其高速公路网是世界上里程规模最大的且具有丰富的路产资源，

基于此项背景以及高速公路的多元化运营，其对高速公路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因此路衍经济的研究

也有着重要作用。本文首先对高速公路路衍经济的研究背景、部分省份路衍经济的利用现状进行了描

述，进而提出了高速公路路衍经济的服务提升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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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China’s expressway mileage scale is large, and its expressway network is the largest 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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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ge scale in the world and has rich road production resources. Based on this background and the 
diversified operation of expressways, i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expressways, so the research on derivative economy also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This paper 
first describes the research background of expressway derivative economy and the current utiliza-
tion situation of expressway derivative economy in some provinces, and then puts forward the ser-
vice promotion paths of expressway derivative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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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目前，我国高速公路建设面临资金需求量大、融资瓶颈突出、项目建设周期长以及短期内无法收回

成本等问题[1]。为解决这一难题，除优化管理等“节流”方法外，应当激活高速公路的附属资产和衍生

资产，实施综合开发利用[2]，即重视对高速公路路衍经济的发展。发展路衍经济是相关地区和企业探索

实施“全产业链”、“全交通域”、“全客户群”发展的重要策略和实践路径，随着我国高速公路建设

的思路更明确、举措更凝实，其路衍经济发展迎来新机遇[3]。 

2. 高速公路路衍经济利用现状 

关于高速公路路衍经济还可以称为路域经济、路沿经济和路延经济[4]。路衍经济是依托高速公路沿

线资源禀赋向线路两侧及周边延伸，依托高速公路核心业务向上下游产业延伸，是围绕高速公路实体资

产及建管养运核心业务衍生、融合形成的产业或业态集群[5]，以下分别对国内几个省以及山东省的高速

公路路衍经济利用现状进行分析。 
早在 2019 年，甘肃省提出了路衍经济发展思路，是我国最早系统性提出发展路衍经济的省份[6]。甘

肃区位优势更是对于路衍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极佳的推动作用，深厚的文化积淀和丰富的旅游资源为甘肃

路衍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无限可能[7]。除甘肃外，其他省份高速公路路衍经济也在稳步前行。 
作为我国华南地区最重要的交通网络系统，广东高速公路截至 2021 年，总里程连续八年居全国第一，

服务区、停车区共 213 对，服务区卫生间和超市、加油站、餐饮设施、车辆维修场所配备完善，可满足

基本需求，收费站引入无人收费机器人实现人机交互，大幅降低人员管理成本，利用大数据建立高速公

路智慧平台，分析车辆需求传递信息。 
江苏省高速公路服务区资源方面，以“互联网 + 服务”为思路，将服务区内各项数据传输到云数据

中心进行可视化综合展示、业务分析、调度指挥，同时可为顾客提供精准预测和服务，为商业化拓展提

供数据基础；除此之外，江苏省还建立了“旅游 + 文化”主题服务区。在收费站资源方面，开启“5G
无杆自由流收费站”建设以及搭建路网大数据平台。 

山东省高速公路沿线产业，工业方面，山东省百强企业距离高速公路收费站 5 公里以内占比达到 83%；

旅游景区方面，旅游带基本覆盖山东省各个地级市，各景区多数均可在 5 分钟内到达高速公路收费站；

物流方面，物流企业距离高速公路收费站 5 公里以内的占比为 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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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高速公路路衍经济服务提升路径 

高速公路路衍经济主要以依托高速公路资源和核心业务为主，故提升路衍经济服务主要需依托高速

公路建设，通过向前一体化和向后一体化向产业链下游和上游方向拓展，在多项高速公路建设关联专业

进行突破，例如：施工、设计等产业。同时，围绕匝道圈、收费站、边坡、高架桥等区域，对能源业务、

智慧交通、附加其他业务进行发展，主要包括智慧高速、光伏发电、通信设施、广告旅游、绿色种植(或
养殖)等。 

3.1. 沿线能源业务发展提升路径 

1) 重视传统加油站业务 
传统加油站业务发展时间较长，历史悠久，其商业模式成熟，利润空间较大，市场需求旺盛，通

过自营模式或与石油企业合作的方式在高速公路服务区、停车区或与国道交叉的出入口附近开发建设

加油站。 
2) 发展光伏发电模式 
光伏发电模式具有安全、绿色、可持续的巨大优势，在发电中可减少对环境的污染。路衍经济中的

光伏发电主要依托高速公路的匝道圈、收费站、护坡等场所的闲置用地、房顶、车棚进行发展，此外，

对于高速公路边坡、匝道等空闲区域也可发展光伏发电技术，采用光伏发电技术主要可满足于高速公路

的自用和余电上网的模式，且因地制宜预留光伏电站[8]。 
3) 试点氢能资源建设 
目前，我国对于加注氢能的相关技术已有了新的进展，作为为氢燃料汽车加注氢能的站点，虽然目

前其建设成本较高，但仍可以在一些重要程度较高的高速公路服务区保留一些加氢站的预留场地，若未

来急需此项设施且此项技术又取得了重大的突破，可选择在预留区域建设加氢站。 
4) 对于基础设施建设中的砂石料需求，可依靠高速公路的建设，形成相关产业(如建筑产业、砂石料

产业)网状发展，同时合理开发煤炭等矿产资源，使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开发矿产资源可以相互合作。 

3.2. 智慧交通产业经济发展提升路径 

1) 智慧高速产业园 
依托各省份的智能交通产业园、信息产业园形成一种大协同、大开放、大融合的规模化的智能交通

产业集群和信息产业发展生态圈，为地方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2) 数据资源衍生产业 
主要基于高速公路网打造智慧物流平台，形成“仓运配零担一体化”物流网络，促进物流产业创新

升级，为传统物流企业、制造业提供更优质的物流服务；加大 ETC 的推广力度，特别是涉及高速公路服

务区内部的便利店、加油站、充电桩、餐饮、住宿、维修、加气站等，除此之外还可包括城市停车场、

公共的服务区等，为 ETC 数据开发奠定坚实的数据基础[8]。 

3.3. 沿线增值业务经济发展提升路径 

1) 广告业务 
广告的好处多种多样，可为产品进行宣传，重新赋予产品的价值，更可以产生规模化效益，故对高

速公路路衍经济作用巨大；但不专业的广告会浪费社会的资源损害环境容貌。因此，高速公路路衍经济

发展广告业务要合理利用高速公路主线两侧、收费站、匝道、服务区等，对于重要程度较高的高速公路

广告位以及高速公路沿线采用股权合作或自主经营开发模式，规范地开展广告产业。公益宣传及商业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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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可依靠广告产业进行广泛投放。在人数较多的密集场所可用租赁、自营、合作等方式安放一些可迅速

应变不同环境的新型媒体，例如：POP、户外电视等。收费广场这样空间较大的地区可以设置较大的落

地广告，高速公路匝道收费站可尝试设置电子广告牌；加速推进各服务区内部的广告业务，推动落地广

告等广告的投放；尝试展示高速公路美丽环境以及景观的户外广告，保障广告产业健康持续发展。综上

所述，广告产业最终目的保证高速公路的道路样貌可与周围环境相统一，同时提升高速公路整体风貌，

使广告业务可与当地文化互相配合，更好地发展。 
2) 绿色种植 
绿色种植具有净化环境、正确引导视野以及减少噪声污染的作用，高速公路发展绿色种植产业，可

以种植较高经济利益的树木或者中药材等绿色种植，前者可以种植在发展较好的省份中的高速公路路边，

后者可以种植在高速公路周边的空闲地带，例如：边坡、荒地等。除此之外的农产品可以在设置有工作

人员进出通道、可安全出入的高速公路互通区匝道圈内进行种植，对于高架桥高速公路下方的空地，可

用来发展渔业，种植业或养殖业需求空间较大，可在高速公路偏远处的空置用地发展。 
3) 通信设施 
通信管路可用来进行高速公路信息的传输，主要用电缆光缆在沿路下一米处进行设置，具体位置通

常在中央分隔带处。在通信管路铺设完成后，对于剩余的管孔还可进行充分利用，高速公路相关企业可

以将其出租给有需要的企业，例如电信企业，以此实现资源合理利用，进而实现最大化的社会效益。 

3.4. “服务区+”提升路径策略 

以服务区为依托，积极发展“服务区 + 文化旅游”、“服务区 + 物流仓储”、“服务区 + 农业”

等新业态，全域拓展服务区的综合价值。 
1) 服务区 + 文化旅游 
结合周边的文化旅游资源，将服务区路衍产业的培育发展与旅游资源形成一体，遵循“服务区 + 商

业综合体”开发路径，一方面可以融合周边自然、人文景观，优选更多的服务区打造包括文化、商业、

旅游的综合体，具体为高速公路可与周边具有特色文化的城镇进行对接，打造出一个综合性、多功能的

旅游点。另外，还可成为周围著名旅游地区的迎客点；梳理服务区依托区域的文旅资源，拟定特色资源

服务区，采取多维挖掘的思路制定针对性的挖掘策略。 
① 打造人文特色主题类服务区。在人流量大、文化特色明显的服务区，采取投资建设的方式打造服

务区为窗口的特色旅游基地，如对于合适的服务区可以在服务区内开展生态旅游、房车露营以及运动休

闲等活动，打造成多功能的开放休闲露营地，对于有特殊文化背景的服务区，可依托特殊文化优势打造

出贴合文化背景的服务区，其内部的各种设计、各种功能均贴合文化主题，形成独特的经营业态。 
② 搭建自然环境为主题的服务区。选择服务区与旅游区地理位置协同优势明显的服务区实现服务区

与旅游区的一体化开发。 
③ 打造游客集散中心。为方便游客能够更好地享受服务，可在服务区开展旅游咨询服务，具体可设

置旅游的咨询接待处，同时为方便游客更加方便地来往旅游地，服务区可设置一处中转站，设立旅行社

直接用班车将游客带往目的地，为游客提供全方位的服务。 
④ 开展合作，对于通过高速公路到达景区的游客，景区可以给予一定的优惠，同时对于旅客的住宿

问题，可与当地酒店或旅馆进行合作，同样给予优惠。 
2) 服务区 + 物流仓储 
依托深化合作、打造示范、放大优势路径推进“服务区 + 物流仓储”业态，用数据破除土地障碍、

收费障碍、管理障碍，打造上线下(O2O)体验式高速服务区终端。可采取以下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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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网络化配送功能。深化同高速物流集团的合作，依托服务区场区打造以“分布式仓储 + 网络化

配送”为主要特征的覆盖某省份的物流网络。 
深化与产业园区、港口企业、物流企业等合作，发展物流业、客货运配载、仓储业、产品集散中心，

促进引车上路与客户资源的精准挖掘；与大企业合作，成为其产品的中转基地，成为物流企业空间布局

中的物流配送节点。 
② “服务区 + 物流仓储”的典型示范。与地方政府合作选择物流优势明显的服务区建设物流园区，

形成服务区与物流园区联动发展的优势，打造服务区成为物流园区的标配示范。打造智慧物流港，提供

集约化集货及配送服务和为货车司机提供餐饮、休息的功能。对于一些物流型服务区，可依托当地交通

路网资源和客户渠道，引领带动具有地方特色的产品的仓储、深加工、销售产业链升级，实现企业资源

禀赋与精准扶贫目标的完美结合。 
结合高速公路沿线地区的加工制造业、农贸特产等，在高速公路出入口附近建造多功能仓储基地、

二次分装加工厂房、物资批发贸易市场等，实现零散运输与干线运输的有效衔接，享受高速公路“绿色

通道”对农副产品的优惠政策，在减少货物运输时间、降低运输成本的同时，吸引更多的货运车辆选择

高速公路作为出行方式[9]。 
3) 服务区 + 农业 
选取车流人流量较大、土特产品集中、地方文化浓厚的地区着力打造“服务区 + 农业”业态。通过

展销引流、产业互动、带货助农，一方面提高商场坪效，增加集团收益，另一方面增强与特色产业的互

动，助力乡村振兴。可采取以下思路： 
① 服务区搭建产销平台。与地方政府、品牌企业合作搭建农产品展销平台，开展名优农产品展销活

动，突出鲜明地方特色，如德州扒鸡、烟台苹果、潍县萝卜、大泽山葡萄、肥城桃、黄河口大米、泰山

板栗、平阴玫瑰、胶东刺身等。 
② 订单采购农产品。主动收集周边农户信息，建档立卡，与农户沟通，指导他们种养品种和数量，

形成“订单采购”，解决农户销售难、运输难和中间差价的问题，也能够采购土、鲜、活的原料，提高

餐饮品质。 
③ 特色参观体验活动。开拓特色产业参观体验活动，通过服务区开后门、收费站与服务区一体化、

客货接驳等引导消费者进入特色产地参观体验提升导流价值，将农耕体验、户外拓展、研学、康养等融

入服务区建设。对于特色农业显著的省份的服务区具有较强的“服务区 + 农业”开发潜力，可在“服务

区 + 农业”试点基础上凝练经验，在更大范围内拓展“服务区 + 农业”业态。 

4. 结论 

在我国实现交通强国这一大背景下，高速公路路衍经济将为交通强国建设提供重要的支撑作用。本

文首先对目前路衍经济的研究背景、部分省份的资源利用现状进行了描述，进而提出高速公路路衍经济

的提升路径，为高速公路在现阶段发挥出更大的经济效益和价值提供思路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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