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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and Enlightenment of Roadside Station on 
Japanese Regional Rev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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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oadside station is a road facility integrating commercial facilities, rest, accommodation facilities and local revitalization facilities. 
Roadside station have a reasonable layout and diverse functions and operation modes. Through the mutual cooperation with farmers, 
enterprises and social groups in the region, the regional differentiated development has been realized. Roadside station not only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Japanese regional economy, but also greatly enriched the spiritual and cultural life of the local 
residents, making the whole region burst into vit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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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驿站对日本区域振兴的影响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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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日本公路驿站是集商业设施、休息、住宿设施、地方振兴设施等为一体的道路设施。日本公路驿站布局合理，功能及运营
模式多样。通过与区域内农户、企业和社会团体的互相合作，实现了区域差异化发展。公路驿站不仅促进了日本区域经济
的发展，还极大地丰富了当地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使整个地区迸发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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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可以借鉴日本公路驿站的有益经验，进一步丰富

现有的普通公路服务区的功能。一是以地产地销为基本理

念，推进区域农业品牌化发展和一、二、三产业融合。二是

作为区域观光旅游、特色产品的宣传窗口，将公路驿站打造

为促进区域振兴的前沿阵地。三是强化社区服务功能，提供

育儿支持、老年人活动、文化教育、防灾演练等服务，促进

区域精神文明层面的振兴。

1993 年 2 月日本国土交通省首次制定了“公路驿站”

注册制度，初衷是“为道路使用者提供安全舒适的道路交通

环境”以及“助力区域振兴”。该制度的出台是由于当时逐

渐流行跨区休闲兜风，同时老年人、女性驾驶者不断增加，

人们对道路交通环境的安全舒适性要求越来越高。人们除了

高速公路上的服务区，在普通道路上驾驶，也急切需要能够

中途休息，获取道路信息的设施。而为了区域振兴，日本各

地也亟须建设能够宣传本地历史文化信息和居民交流的场

所。此种背景下，“公路驿站”应运而生。

2 公路驿站的概念与功能

公路驿站的定义是“为道路使用者提供舒适的休息和

多种高质量服务的设施”，日本的公路驿站大多位于城乡公

路的交叉口、高速公路的出入口或乡村车站附近。公路驿站

由日本地方政府和道路管理方联合设置，需在国土交通省注

册。注册条件是必须同时具备以下 3 项功能。一是休息功能。

为了方便访客，公路驿站除了必备的 24 小时停车场、洗手

间和公用电话外，往往还设有休息室、公园、餐厅等。二是

信息服务功能。公路驿站需通过信息终端机、人工向导等方

式向访客提供周边道路、医疗、观光、历史文化等各类信息，

并设有 24 小时电话服务。三是区域协作功能，设立直销点，

销售本地农产品、加工产品、传统工艺品等，助力区域振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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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为了确保长期可持续经营，发挥其在区域振兴中的作

用，各地还会充分利用当地特色，根据自身需求建成拥有住

宿、温泉、体验公园、游乐园、博物馆等多项设施并存的公

路驿站。东日本大地震后，公路驿站的防灾功能也越来越受

到重视。

日本国土交通省于 2014—2017 年间，选出了 19 个示

范公路驿站。示范公路驿站往往具备多种功能，如推动当地

产业和旅游，助力地方振兴；提供防灾、居民交流、社会福

祉等行政服务；承担当地主要交通枢纽等。2014 年的评定

标准为是否在地方振兴方面持续发挥了作用。最终选出的 6

个公路驿站均为运营10年以上，持续助力地方振兴，并在“六

次产业化”①“本地产品开发”“旅游振兴”“提高农户收

入”等方面对当地经济贡献巨大。2016 年评定的示范公路

驿站看重居民服务功能。上榜的公路驿站大多设有行政服务

窗口，并作为医养服务、育儿支持、居民交流的据点，推动

了当地舒适养老及居民健康。2017 年的评选标准看重公路

驿站的区域交通枢纽作用。当年的示范公路驿站具备城际大

巴、乡镇班车等综合换乘枢纽功能，有的甚至以公路驿站为

中心新设了公交站点。

3 公路驿站的建设与运营

日本第一个公路驿站注册于 1993 年 4 月，当年日本全

国共建设了 103 处公路驿站，并迅速发展扩大至日本全境。

2022 年 2 月为止，日本全国共有 1194 个公路驿站，但分布

参差不齐。“公路驿站”数量最多的是北海道（127 个），

其次是岐阜县（56 个）、长野县（52 个）、新潟县（42 个）、

岩手县、福岛县、兵库县、和歌山县、熊本县（35 个）、

秋田县（33 个）。公路驿站较少的是东京都（1 个）、神奈

川县（4 个）、冲绳县、大阪府、佐贺县（10 个）[2]。公路

驿站多设置在土地面积大、道路长、以机动车为主要交通工

具的地方，在面积狭小的区域或铁路较为发达的城市几乎没

有分布。公路驿站建成后，市町村长需向日本国土交通省提

交正式登记申请，获得批准后方可正式营业。近几年，区域

经济贡献型的公路驿站逐渐受到瞩目。

区域经济贡献型的公路驿站主要功能为本地农产品直

销、批发，本地特色产品开发和销售、旅游观光资源的开发

和推广等，并以此为当地创造就业机会。除了进行推广宣传

当地的魅力之外，部分先进的公路驿站还为当地企业和农户

提供新商品、新服务的开发和促销方面的咨询服务。这些活

动不仅提高了公路驿站的收益，还通过打造当地品牌和培育

当地产业，提高了区域经济水平。区域经济贡献型的公路驿

站的客户群体并非只有游客，因为仅靠游客，会受到节假日、

季节的影响，难以获得稳定的收益。因此，绝大多数公路驿

站采取的战略是通过地产地销来满足本地顾客的日常购物

需求，以此获得本地客源，在旅行淡季及工作日保证稳定的

收益。同时在旅行旺季及节假日，则会加大销售当地特产制

作的高附加值产品来吸引游客。但根据地理位置的不同，有

些公路驿站的商圈受到局限，如表 1 所示不同公路驿站吸引

客源的战略也有很大不同 [3]。

表 1 区域经济贡献型公路驿站的不同类型

A 驿站

本地顾客为

主型

B 驿站

游客为主型

C 驿站

混合型

设置的人口 多
少（距城区距离在

几小时以内）
全国著名景点附近

附近景点的

有无

有（但游客

不多）

有（或公路驿站本

身为景点）
有

收益受季节

影响
小 大

大，但有本地客源

可以保障基本收益

市场战略

满足本地顾

客日常消费

需求

销售具有本地特色

的商品，或建成能

多次吸引游客来访

的景点设施

从日常用品到特

产，商品品类齐全

使用场景
日常使用（半

径几公里内）

旅游（来自附近城

区的一日游游客）

日常使用及旅游

（住宿客人等）

4 公路驿站对区域振兴的影响

4.1 创造经济价值
濑田史彦（2019）认为区域经济振兴可以分为五个阶段：

①提高区域知名度；②增加客流量；③提高区域经营者的销

售额；④增加区域内企业和居民的收入；⑤收益惠及整个区

域，区域内企业得以繁荣发展 [4]。因此，振兴区域经济，不

能仅满足于增加客流量，还要努力提高销售额，提高本地居

民和企业的收入，加快地区经济循环。而区域经济贡献型的

公路驿站会对本地特产、历史、文化进行宣传，成为游客了

解当地优点的契机，提高地区知名度，增加客流量，完成前

两个阶段。同时，在直销点销售当地生产、制作的农产品和

加工食品，提高地方生产经营者的收益，增加区域内企业和

居民的收入，完成第三和第四个阶段。公路驿站的直销点，

采用地产地销的模式，能为地区带来巨大的经济效应，也是

增加本地收入的重要途径。直销点一般是由当地的农民、渔

民、食品加工业者带来产品并在公路驿站进行销售。销售价

格由生产者决定，10% 的成本支付给公路驿站运营方。由

于没有中间商及物流成本，因此公路驿站出售的新鲜蔬果比

市区便宜得多。直销点不仅售价低廉，还常常销售印有生产

者个人形象的农产品和加工品等高附加价值产品，吸引不少

人专门驱车前来购买。由于公路驿站的直销点对商品的限制

比较宽松，产量少的小农户和老年人也很容易参与进来，可

以说给各种各样的人提供了参与经济活动的机会，让本地居

民都可以为本地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最后，随着区域整体

收入的提高，便能带动下一轮的消费和投资，区域内企业获

得繁荣发展，最终完成第五个阶段。

如上所述，公路驿站可以成为区域经济振兴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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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宣传，知名度提高和客流量增加这两个阶段比较容易达

成。但随着开业越来越长，客流量逐渐减少，最终止步于第

二阶段的公路驿站也不在少数。这部分公路驿站往往在设施

设计、运营体系、目标等方面缺乏长远的规划，加上缺乏运

营经验，没有开展行之有效的活动。此外，距日本第一家公

路驿站建成已经 30 年，设施老化也是目前日本公路驿站面

临的重要课题。为了让公路驿站能够持续发挥作用，维持和

提高设施的便利性和舒适性十分重要。

4.2 创造精神价值
公路驿站除了能够为区域创造巨大的经济价值外，还

能创造巨大的精神价值。位于福岛县西会津町国道 49 号线

旁有一座名为“よりっせ”的公路驿站，这家公路驿站拥有

休息设施、信息服务中心、农产品直销点和农家餐厅，该地

区的农产品因为在健康的土壤中进行种植，味道好、营养价

值高而备受欢迎。因为该沿线再无其他公路驿站，因此“よ

りっせ”除了销售本地产品外，还销售整个会津地区的产品，

早在 2008 年销售额高达 1 亿 6000 万日元（约合 820 万元人

民币）。因为该公路驿站的农产品直销点重视消费者与生产

者之间的交流，因此在直销点的庆典活动时，会让农户直接

参与销售，而参与销售的农户多为女性。农家餐厅则由当地

的家庭主妇们负责，所有菜品都是用当地健康的农产品进行

烹饪。当地政府只提供了初期费用的支持，之后从菜品企划

到烹饪、销售、经营全部都由主妇们来完成。该餐厅逐渐成

长为年营业额 3000 万日元（约合 153 万人民币）的人气餐厅，

目前还吸纳了很多三四十岁的年轻女性参与其中。在就业机

会少的乡村地区，此前远离经济活动的农村妇女、家庭主妇

通过公路驿站，可以增加与外界接触的机会，新的社会网络

为她们的生活带来乐趣。在直销点直接接触客人，可以让农

户看到自己种植、生产的农产品实际销售的过程，可以听到

客人的评价，提高生产积极性。生产者拥有价格的决定权，

能让生产者意识到自己的主体性，提升自我信任感。同时，

对于扎根于当地土地的农户来说，他们生活的地区人气提高

并得到肯定，也能够提升他们对地区的认同感。

5 日本公路驿站的启示

目前中国也陆续在普通公路建设了服务区，基本分布

在国省干线公路沿线，基本具有停车如厕的功能，有的具有

养护生产作业、应急抢险、便民服务、公路宣传、公路景观

等服务功能，极大方便了沿途车辆的停车休息，但还没有成

为地方振兴的平台。我们可以借鉴日本公路驿站的有益经

验，进一步完善普通道路服务区建设。一是除了基本的休息

功能外，加强服务区的信息服务功能，将服务区打造为宣传

推介本地观光旅游、历史文化、特色产品的窗口，提高地区

知名度；二是建成设有直销点的普通公路服务区，以地产地

销模式为基础，保证周边居民的日常购物的同时，积极推动

地方农业品牌化发展，吸引外地访客光顾。此外，积极让农

户直接参与自己生产的农产品的定价及销售，提高自主性和

生产积极性；三是积极寻求企地合作，开发、销售基于本地

农产品的高附加值产品，进而促进本地农业一、二、三产业

融合发展；四是增加地区服务功能，打造向本地区提供育儿

支持、老年人活动、文化教育等服务的社区服务中心，丰富

城乡居民文化生活。

注释：
①最早由日本学者今村奈良臣提出，意在强调农村一、

二、三产业融合发展，鼓励农户不仅种植农作物（第一产业），

而且从事农产品加工（第二产业）与流通、销售农产品及其

加工产品（第三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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